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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西瓜的需肥特点， 总结了西瓜施肥的关键技术以及基肥、 追肥、 微量元素及根外追肥的方
法。

关键词： 西瓜； 施肥； 关键技术

中图分类号： S651���������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1-1463（2015）05-0085-02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05.030

潘金梅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西瓜是直根系作物， 根系发达入土深， 吸收
水分和养分能力较强， 适宜在肥沃、 富含有机质、
结构疏松、 排灌良好的砂壤土地块栽培［1～3�］。 要维
持西瓜的正常生长发育， 除满足生长所需的温度、
光照、 水分和空气等条件外， 还需补充氮、 磷、
钾、 钙、 镁、 硫等大量元素以及铁、 硼、 锌、 锰、

铜、 钼、 氯等微量元素， 因此， 根据西瓜的需肥
特点合理施肥， 不仅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还能
提高西瓜的产量和品质。
1���需肥特点

不同生育期西瓜对养分的需求量有明显差
异。 通常西瓜需肥高峰期在结瓜期， 氮、 磷营

措施是白露水后及时用旋耕机中耕保墒， 或打深
井抽水补灌， 可有效提高产量。
2.5.4����推迟采收 待初霜过后， 枣树上的叶片大
部分已脱落， 只剩下果实挂在枣吊上， 该时期枣
果中的各类养分积累达到最佳状态， 采收最为适
宜。 须集中力量抓紧采收， 否则时间拖延会影响
灌冬水。
2.6 晾晒分级
2.6.1����堆垛晾晒 果实采收后， 一般不直接摊平
曝晒， 而是先堆成 30�cm 厚的梯形枣跺， 让热量
和水分缓慢排出， 隔 2～3�d 翻 1 遍， 避免霉烂。
要点是尽量在凉棚内晾晒， 避免雨水和阳光曝晒。
2.6.2����机械筛选分级 果实晾晒至枣皮皱缩有弹
性、 果肉含水率达到干果收购储藏标准后， 即可
筛选分级。 筛孔直径 24�mm 以上的属于特级果，
直径在 19～24�mm 的为一级果， 直径在 19�mm 以
下的为次果（俗称筛漏）。
2.6.3����定量包装 包装材料宜采用新的普通纸箱，
根据收购或储藏的需要进行定量， 一般以每箱 15�
kg 为宜。

3���产量估测和经济效益分析
大树嫁接改良示范园， 1�hm2 以保留约 600 株

树计算， 单株产量 20�kg， 平均产量 12�000�kg/hm2。
幼树密植园栽植行株距为 3�m×1�m， 密度 3�330
株/hm2， 单株产量 2�kg， 平均产量 6�000�kg/hm2 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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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临界期都在幼苗期， 而钾的营养临界期在抽
蔓期。 营养最大效率期在结瓜期， 此时增施磷、
钾肥能增加果实含糖量， 提高果实品质。 可见
幼苗期、 抽蔓期和结瓜期都是西瓜施肥的重要
时期。
2���施肥方法

西瓜根系较浅， 多呈水平分布， 故追肥时不
宜深施。 西瓜施肥总的原则是局部浅施、 少量
多次、 施后浇水。 施用化肥时， 不可直接与叶
片接触， 以免发生烧苗。 在磷肥较少的情况下，
可全部用作基肥或幼苗前期追施， 以保证西瓜
营养临界期对磷素的需要。 根外追肥时， 苗期
用低浓度肥料溶液喷施， 坐瓜前后可用高浓度
喷施， 以叶面均匀喷到为止， 特别要注意叶子
背面， 因叶子背面气孔多， 有利于吸收利用。
禁止在中午前后的强烈阳光下喷液肥， 以免气
温高、 蒸发快， 肥液损失大， 追肥效果差或发
生肥害。
3���关键技术

通常西瓜生育期施有机肥 45� 000～75� 00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1�500�kg/hm2、 尿素
225～300�kg/hm2、 硫酸钾 300�kg/hm2［4�］。
3.1 基肥

西瓜基肥一般分 2 次施用， 采用沟施和穴施
的方法。 沟施指在播种或定植前 15～20�d， 深翻
种植沟， 结合平地作畦将基肥施于种植行地面以
下 25�cm 左右处， 并与土壤均匀混合， 用量为全
部基肥用量的 70%～80%； 第二次基肥为穴施，
即在播种或定植前 10�d， 按株距沿播种或定植行
向挖深 15�cm 左右、 直径 15～20�cm 小穴， 按穴施
入基肥， 并与穴内土壤均匀混合， 覆土 2～3�cm，
作好标记， 以备定植或播种［5�］。
3.2 追肥

西瓜追肥主要有提苗肥、 催蔓肥和膨瓜肥。
3.2.1����提苗肥 在西瓜幼苗期施用少量的速效肥
可以加速幼苗生长， 一般施尿素 20�g/株。 追肥
时， 在距幼苗 15� cm 处开弧形沟， 撒入化肥，
封土后整平地面， 浇小水 1 次， 浇水量每穴约
2.5�kg。 如幼苗生长不整齐， 还可对弱苗补追肥
料。

3.2.2����催蔓肥 西瓜抽蔓后在株行或株侧追肥。
未覆地膜时， 在西瓜苗中间开深 10�cm、 宽 10�
cm、 长 40～50�cm 追肥沟， 每沟撒施豆饼或其它
饼肥 100～150�g， 或施硫酸铵 270～30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375～450� kg/hm2、 硫酸钾 120～
150�kg/hm2， 与土拌匀， 封沟踩实， 施肥后及时
浇水。 若覆盖地膜， 当瓜蔓伸长至 25�cm 左右
时， 在植株一侧距根 20�cm 处， 每株撒施约 130�
g 豆饼肥料。
3.2.3����膨瓜肥 膨瓜肥一般分 2 次追施。 第 1 次
在瓜直径约 5�cm 时， 在植株一侧距根部 30～40�
cm 处开浅沟， 施尿素 150～225�kg/hm2、 硫酸钾
75～120�kg/hm2。 第 2 次在瓜直径约 15�cm 时， 在
植株另一侧距瓜根部 30～40�cm 处与瓜沟平行开
沟， 追施尿素 75～12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60～100�kg/hm2、 硫酸钾 45～60�kg/hm2［6�］。
3.3 微量元素及根外追肥
3.3.1����锌肥 可以提高种子发芽率， 增强幼苗抗
寒性。 一般可用 2�g/kg 的硫酸锌溶液浸种。
3.3.2����硼肥 可以提高座果率， 加速糖分的合成
与运转， 提高西瓜的含糖量， 增加甜度。 做基肥
时施用量为 15�kg/hm2， 与有机肥混和施入； 根外
追肥时， 开花期喷施 1～2�g/kg 硼酸溶液。
3.3.3����锰肥 可以提高光合效率， 促进碳水化合
物积累。 一般在坐果后连续喷施 2�g/kg 硫酸锰液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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