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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植物的选择与配置
植物品种和配置是园林绿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素。 小区绿化的植物包括乔木、 灌木、 花卉、
地被及草坪、 藤本植物及水生植物等， 应充分了
解各种植物的特性再进行品种选择与搭配。 首先
要考虑植物色彩、 花果期及常绿树、 落叶树， 乔
木、 灌木， 速生、 慢生等因素。 常用的是乔灌草
的搭配方法， 合理配置高、 中、 低植物。 植物造
景要注重季相变化， 形成春花烂漫、 夏荫浓郁、
秋季绚丽、 冬季苍翠的四季景观［6�］。 另外， 优先
选用本土植物， 可以降低养护成本。

除上述植物的一般配置原则外， 住宅区园林
绿化设计要符合实用性。 如居住区道路绿化应选
择冠幅大、 枝叶密、 深根性、 耐修剪的树种， 要
有一定高度的分枝点， 侧枝不影响过往车辆， 并
具有整齐美观的形象。 儿童活动区内树种要色彩
明快、 体态活泼， 一般采用生长健壮， 少病虫害，
无飞毛、 无毒、 无刺的树种。 老人活动区应选择
高大乔木， 为其休息处遮阴。 停车坪宜采用多样
式花架， 种植藤木植物， 在提供观赏的同时还能
起到保护汽车的效果［4�］。

3���结语
住宅小区绿化影响因素较多， 在绿化设计和

操作过程中应灵活掌握， 切勿照搬模仿。 要创造
出个性鲜明、 耐人回味、 境界高远、 意味深长的
作品， 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 文化特点，
以达到改善城市生态质量和人居环境的目的， 这
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理想， 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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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地处陇东黄土高原腹地， 属于陇东半
湿润易旱雨养农业区［1～4�］， 气候温和， 资源丰富，
土地肥沃。 全年平均气温 8.6�℃， 降水量 650�mm，
无霜期 159�d， 年日照时数 2�453�h， 海拔 890～
1�520�ｍ， 土层深厚， 质地疏松， 土壤有机质含量
较高［4～8�］， 在发展蔬菜产业方面具有较好的自然环
境条件和地理区位优势。 近年来灵台县持续加大

政策、 资金、 技术扶持力度， 已初步建成了以中
台镇杨村、 梁原乡官村、 新开乡寺沟村为中心的 3
个无公害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先后引进辣椒新品
种民欣早椒、 陇椒 5 号、 陇椒 6 号等， 番茄新品
种京丹绿宝石、 青缇、 甜蜜蜜、 黄玉等， 黄瓜新
品种中农 19 号、 中农 21 号、 吉星等， 累计引进
示范蔬菜新品种十九大类 130 多个品种。 通过试

摘要： 分析了灵台县蔬菜供需现状， 针对灵台县蔬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灵台县蔬菜产业的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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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示范， 优选出适宜灵台县种植推广的蔬菜新品
种 30 多个， 全县蔬菜生产品种更加优化。 目前已
逐步形成了达溪河、 黑河川区和什字塬区 3 个蔬
菜生产优势带， 蔬菜种植已初步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优势项目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1���蔬菜供需现状分析
1.1 蔬菜需求情况

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 灵台县现有人口 23.21
万人， 按平均每人每天蔬菜消费量 250～300ｇ 计
算， 全县年蔬菜消费总量达 2.11 万～2.54 万 t， 其
中县城城区近 3 万人口， 考虑到流动人口， 城区
年蔬菜消费量大约 0.6 万 t。
1.2 蔬菜供应情况

全县每年所需蔬菜总量中， 外地调入约 1.43
万 t， 占 60%； 本县自产蔬菜 0.95 万 t， 占 40%。
全县范围内有农贸市场（含早市、 蔬菜超市）共17
家， 商户总数在 80 户左右。 夏秋季（7、 8、 9 月）
本地蔬菜占有市场量约为 60%~80%， 其余季节市
场上大部分蔬菜是靠外地调入， 其中 1�—5 月自产
蔬菜只有叶类蔬菜香菜、 油菜、 韭菜以及早熟类
的辣椒等上市， 仅能供应 13%的市场， 其余 87%
全部外调。 从 6 月至 10 月中旬， 本地蔬菜黄瓜、
番茄、 茄子、 马铃薯、 辣椒等陆续大量上市， 约
占市场供应量 65%， 其余 35%要靠外购； 10 月中
旬至 12 月末本地蔬菜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外
调蔬菜无论数量还是品种， 市场占有率均超过
90%。“春节”期间市场供应的蔬菜全部从外地调运
过来。 经 2014 年 12 月上旬实地调查， 主要蔬菜
品种市场价格为番茄 5.0 元 /kg、 黄瓜 4.0 元 /kg、
马铃薯 3.0元 /kg、 萝卜 0.9元 /kg、 白菜 2.0 元 /kg，
与 2013年同期相比， 价格总体表现为稳中有升。
2���蔬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蔬菜品种单一， 管理粗放落后

无论露地蔬菜还是设施蔬菜， 品种类型单一、
科技含量低、 生产管理方式落后的问题较为突出。
近年来， 灵台县蔬菜产品中 90%以上仍以白菜、
甘蓝、 黄瓜、 番茄、 辣椒、 马铃薯等为主， 产值
不高， 供应周期短， 导致效益低下。 以塑料大棚
（面积267�m2） 为例， 一茬辣椒产值在 2�000 元左
右， 除去 500～600 元成本， 每年一般种植 1～2
茬， 收益只有 3�000 元左右； 节能日光温室（面积
333�m2） 效益情况略好一些， 收益约为 2 万元。 而
且蔬菜设施整体利用率不高， 在冬春季节有相当
比例的钢架大棚处于闲置状态， 造成灵台县市场

上本地蔬菜供应周期不足， 产品产量无法得到保
障。 多数农户对发展蔬菜产业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 对标准化管理技术、 有机
肥使用、 合理轮作、 增温保墒、 多层覆盖等综合
增产增效技术应用较少， 质量意识淡薄， 投入不
足， 管理粗放， 单位土地产出率低， 产量始终徘
回在较低水平， 产品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
2.2 产业化水平低， 科技含量不足

目前灵台县蔬菜生产仍以家庭生产经营为主，
蔬菜专业合作社数量、 规模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示范带动作用不明显。 蔬菜产业规模化程度比较
低， 没有形成大产业集聚优势。 种植区域分散，
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形式仍占据主要位置， 专业
村、 专业户少， 科技含量低。 蔬菜价格不稳定，
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时效益更没有
保障。 尽管灵台县在设施蔬菜基础设施上投入较
大， 但科技含量低， 如钢架大棚以单层为主， 保
温效果差， 直接影响冬季蔬菜的生产供应， 制约
设施蔬菜的发展， 无法进一步提高蔬菜设施的利
用效率。 蔬菜种植效益不高 （面积 267�m2 塑料大
棚年均收入 3�000 元左右， 面积 333�m2 节能日光
温室年均收入 2 万元左右， 露地蔬菜每 667�m2 年
均收入 2�000 元左右）， 蔬菜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
的 10%～20%。 在蔬菜销售环节缺乏必要的技术标
准和产品质量检查， 各家各户的蔬菜产品直接进入
市场， 难以保证市场蔬菜商品的一致性。 价格标准
也处于混乱状态， 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农户摊位上
价格也不一样。 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比较突
出，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蔬菜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2.3 蔬菜生产发展与加工体系、 营销环节、 物流
成本的矛盾突出

近年来， 灵台县蔬菜产业发展的步伐持续加
快， 产量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每年增长率在 7%～
10%之间， 但是市场销售加工体系建设不完善， 蔬
菜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发展不平衡， 仅有的少数
几家龙头企业也发展乏力， 带动作用发挥不明显。
蔬菜产品精深加工和包装销售滞后， 销售渠道单
一， 竞争力不强， 产销脱节等问题较为突出。

同时由于灵台县蔬菜的储存方式仍然很原始
落后， 导致新鲜蔬菜供应周期短、 蔬菜损耗大、
优质产品比例低。 据调查， 灵台县蔬菜外调和购
入地区主要在西安、 咸阳、 宝鸡、 凤翔、 平凉一
带， 路程较远， 运输成本高， 再加上在运输、 储
藏、 销售过程中的损耗， 最终使市场上的蔬菜价

70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4 20152015 年 第 4 期

格， 尤其是冬春季节始终处于高位运行。
3���发展对策
3.1 适度扩大种植面积， 尽量丰富蔬菜品种

按照品种结构的季节均衡分布和规模集中连
片种植的要求， 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突出特色，
重点做好冬春季反季节设施蔬菜、 夏秋季大宗蔬
菜生产工作［9～10�］。 按照设施蔬菜和露地蔬菜同步
发展、 相互补充的思路， 在继续抓好设施蔬菜生
产的同时， 有效扩大露地蔬菜的生产规模， 力争
实现全县川区露地蔬菜一村一品， 每个区域种植
面积 3.3～13.3�hm2 的目标。 力争每年引进适宜县
域栽培， 科技含量高、 适应性强、 产值效益好的
名、 优、 特蔬菜新品种 50 个以上， 建设优质品种
示范基地。 到“十二五”末， 全县无公害蔬菜面积达
到 6�667�hm2， 注册皇甫牌、 密须牌、 惠农牌等蔬
菜品牌商标 5 个以上， 年订单蔬菜面积达到 3�333�
hm2。 统筹兼顾县内和县外两个市场， 通过蔬菜产
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力争在未来 5�a 内使
本地蔬菜市场占有率超过 80%， 最终实现丰富多
样的本地蔬菜在销售市场上的周年供应。
3.2 努力提高科技含量， 延长蔬菜供应周期

在巩固现有塑料大棚、 日光温室蔬菜生产的
同时， 着力发展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更高的温室
栽培、 无土栽培、 智能化管理等技术， 采用先进
的蔬菜生产新技术、 新材料、 新农药、 新肥料，
努力提高设施生产科技含量。 通过提早促成栽培、
秋延后栽培、 冬春反季节栽培等技术措施的应用，
实现一年两茬或三茬生产［11�］， 钢架大棚可以考虑
甘蓝—番茄—辣椒或者番茄—蒜苗、 辣椒—水萝
卜等模式， 日光温室还可考虑秋延后栽培辣椒、
番茄或蒜苗等模式， 促进灵台县蔬菜生产由季节
性栽培向“四季常青”转变。 采用室内加热、 多层
覆膜等措施提升冬春季节棚内温度， 减少外界不
良气候对设施内蔬菜的影响， 提高日光温室和钢
架大棚的使用水平， 提高蔬菜种植效益， 使钢架
大棚（面积267�m2）每年收入超过 1 万元， 日光温室
（面积333�m2）达到 3 万～4 万元。
3.3 加大龙头企业扶持力度， 培育壮大蔬菜合作
组织

对龙头企业在项目申报以及税收、 交通、 土
地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 省市下拨的政策性扶持
资金， 要重点安排用于龙头企业的项目建设。 采
取招商、 资产重组、 控股参股、 兼并租赁等综合
措施， 进一步培育和壮大一批生产基地和销售市

场， 以拉动力强的蔬菜产业龙头企业带动基地扩
张， 增加生产总量。 鼓励支持蔬菜种植面积在 200�
hm2 以上的乡镇和 66.7�hm2 以上的村建立蔬菜合作
社或专业协会， 不断完善蔬菜专业合作社运行机
制， 积极探索农超对接模式， 进一步拓宽销售渠
道， 推进多层次组织、 多渠道销售、 多元化增值
的蔬菜经营之路。 要建立完善产业化经营利益机
制， 引导龙头企业、 合作社与农户按照“公司+合
作社+农户” 的方式［12～14�］， 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
建立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要进一步
完善委托生产、 订单农业、 入股分红、 利润返还
等行之有效的利益分配方式， 密切三者之间的经
济联系， 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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