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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西葫芦 - 鲜食玉米一年两熟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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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近年来的生产试验， 从整地、 品种选择、 施肥、 播种、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 适时收获等方
面总结出了兰州市近郊西葫芦-鲜食玉米一年两熟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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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是以食用鲜穗（粒）为目的玉米类型，
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微量元素以及
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优质蛋白质等， 且口感香
甜， 具有特殊的谷物清香， 集营养、 美味、 保
健于一身， 享有“高档蔬菜”、“特种水果”的美
誉［1～3�］，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目前许多发达国
家都把鲜食玉米产业列为重点产业， 视其为黄金
食品、 长寿食品。 西葫芦别名美洲南瓜， 一年生
草本植物， 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较耐旱、 耐低
温、 耐瘠薄。 但由于受市场因素较大， 菜农收入
不稳定。 近年来， 随着城郊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矛
盾的进一步加剧， 亟需高产、 高效作物丰产栽培
技术进行研发和应用。 为此， 我们经过 3�a 试验
研究， 并结合前人经验［4～6�］， 总结出了具有良好
效果和较高经济效益的、 适宜在兰州市近郊种植
的早春西葫芦套种鲜食玉米一年两熟高效栽培技
术。 现介绍如下。
1���早春西葫芦栽培技术
1.1 品种选择

选用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 如阿兰、 翡玉
等。
1.2 整地施肥

一般于上年 10 月中下旬结合深翻整地一次性
施入农家肥 45～75� t/hm2、 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600～75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900�kg/hm2， 及时
耙细整平。

1.3 起垄覆膜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 待土壤开始解冻后开沟

起垄， 垄宽 80�cm、 垄高 20�cm。 垄拍光拍实后覆
膜。
1.4 播种

3 月上中旬选晴天进行集中穴播， 每垄种 2
行， 行距 60�cm， 穴距 80�cm， 每穴点播 1 粒， 播
种密度 2.55 万～3.00 万株/hm2。 播后覆盖细砂土
2～3�cm 封穴。
1.5 田间管理
1.5.1����水肥管理 播后 10～15�d 出苗， 要及时放
苗。 苗期需控水促壮苗， 5 月中旬后为西葫芦盛
瓜期， 需肥需水量较大， 应灌水 2～3 次， 没有
条件的需人工浇灌。 同时结合灌水追肥 1～2
次， 每次追施磷酸二铵 150～225�kg/hm2， 以促
其旺长， 增加产量。 并及时疏除基部侧芽和老
黄叶。
1.5.2����及时蘸花 开花期每天9：30�— 11：30 时，
将西葫芦灵涂抹在雌花花冠内下侧一圈和柱头等
处蘸花， 以提高座瓜率、 增加产量。 同时对瓜码
过密的植株适当疏花疏果。
1.6 病虫害防治

早春西葫芦主要病虫害有蚜虫、 病毒病和白
粉病。 蚜虫选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000～
2�000 倍液、 5%高效氯氟氰菊酯微乳剂 1�000～
2�000 倍液、 3%高氯·吡虫啉乳油 1�000～2�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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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喷雾防治。 白粉病选用 80%戊唑醇乳油 1�000～
2�000 倍液、 25%丙环唑乳油 1�000～2�000 倍液、
10%己唑醇乳油 1�000～2�000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7�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病毒病早期采取防蚜
措施防治， 效果最佳。
1.7 适时采收、 拉秧

西葫芦授粉后及时采收。 6 月中下旬待全田西
葫芦长势较差（叶面发黄、 瓜形不均匀）时及时拔
除， 并清理干净田间病残体。
2���鲜食玉米栽培技术
2.1 品种选择

选用适宜于当地种植的甜糯玉米品种， 如圣
元甜彩糯、 京科糯 2000、 京彩甜糯等。
2.2 播种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西葫芦开始采收 20�d 后，
除去破碎粒、 霉粒、 瘪粒的鲜食玉米种子， 在西
葫芦行内用人工点播器点播。 株距 25~30�cm， 播
深 3～5�cm， 每穴播 1~2 粒种子， 保苗密度为 5.25
万株/hm2。 为防止水分蒸发， 点播后用细土覆土封
严播种穴， 确保种子发芽用水量。
2.3 田间管理
2.3.1����人工隔离 鲜食玉米的质量性状多由隐性
基因控制， 其它玉米的花粉极易授到鲜食玉米
上， 致使品质受到影响。 为避免严重影响品种质
量的外界干扰， 要求与其它玉米品种至少相距
300�m， 或选择山岗、 种植树林等自然屏障隔离
种植。
2.3.2����查苗补苗 鲜食玉米发芽率相对较低， 播
后 7～10�d 应及早查苗， 及时补苗。 肥水条件较好
时苗期分蘖较多， 应在 3～4 叶期及时拔除分蘖，
确保苗壮。
2.3.3����科学追肥 结合鲜食玉米发育特点和田间
管理经验， 做到早追肥， 早中耕， 促早发， 一般
在 5～6�叶期追施尿素 90～120�kg/hm2。 5 月中旬
结合西葫芦追肥重施 1 次磷肥， 一般施磷酸二铵
225� kg/hm2。 7 月上中旬拔节期追施尿素 120�
kg/hm2；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玉米大喇叭口期追施
尿素 45�kg/hm2。 每次追肥完后应培土压根， 促进
根系生长。
2.3.4����去除小穗， 隔行去雄 鲜食玉米具有“多穗
性” 特点， 为保障果穗商品性的优良， 每株应保

留果穗 1～2�个。 同时为促进成熟期提前， 可在
鲜食玉米抽雄期进行隔行去雄， 促其提前 5～7�d
上市。
2.4 病虫害防治

鲜食玉米主要病虫害有瘤黑粉病、 大斑病、
锈病、 茎基腐病、 蚜虫、 玉米螟、 金龟子等。 这
些病虫害对鲜食玉米的商品性影响较大， 应早防
治， 巧防治。 播种期用 50%辛硫磷乳油按种子量
的 0.2%进行拌种， 可防治地下害虫及种传和土传
病害（瘤黑粉病、 大斑病、 茎基腐病、 蚜虫及其引
致的矮花叶病） 的发生。 大喇叭口期用 3%克百威
颗粒剂与 90%敌百虫晶体 1�500～2�000 倍液， 或
25%西维因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与土按 1∶50 比
例配成毒土灌心防治玉米螟及金龟子。 蚜虫用
10％吡虫啉类（如大功臣）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
或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2�000～3�000 倍液喷雾
防治， 每隔 10～15�d 喷 1 次， 连喷 2 次。 为保证
鲜食玉米质量， 在授粉后应采用生物农药防治，
尽量少用或不用化学农药， 严禁使用剧毒、 残效
期长的化学农药。
2.5 适期采收

授粉后 20～25�d 是鲜食玉米采收的适期。 此
时采收鲜食玉米才具有营养丰富、 糯、 甜、 脆、
香、 嫩等特点。 若采收偏晚， 则玉米表皮变硬，
籽粒皮和残渣较多， 口感变差； 若采收偏早， 各
种营养成分积累不达标， 口感较差， 营养价值相
对较低。 采收时应连苞叶一起采收， 随采收随上
市， 才能确保较高的品质和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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