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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临泽县高原夏菜种植面积达 0.54 万
hm2， 其中钢架大棚蔬菜种植面积达 0.09 万 hm2，
是甘肃省蔬菜产业建设重点县之一［1～2�］， 蔬菜产业
作为临泽县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近年来不断加大
新品种、 新技术的引进、 试验、 示范及推广力度，
钢架大棚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日趋完善， 取得了
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临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通过近几年的试验示范， 总结出了钢架大棚芹
菜一年两茬栽培技术， 第 1 茬为早春茬， 即元月
上旬播种育苗， 3 月中旬移栽， 6 月上中旬采收上
市， 产品主要销售到南方、 新疆、 青海及本地市
场， 第 2 茬为夏秋茬， 即 4 月中下旬播种育苗， 7
月上旬移栽， 9 月中旬至 10 月末采收上市， 产品

主要销售到新疆、 酒泉等地。 据 2014 年底调查统
计， 两茬芹菜合计产量可达 9.0 万～15.0 万
kg/hm2， 平均纯收入可达 18 万元/hm2 以上， 最高
可达 30万元/hm2。
1���品种选择

根据市场或客户订单确定品种， 一般选用秆
实、 茎高、 叶柄宽、 抗寒耐热、 抗病、 耐贮藏，
不易抽薹的品种， 如美国西芹、 文图拉、 津南实
芹等［3～6�］。
2���育苗
2.1 育苗时间

第 1 茬元月上旬在日光温室内育苗， 3 月中旬
移栽， 苗龄 65～75�d。 第 2 茬 4 月中下旬在钢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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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600 倍液， 或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叶面喷雾防治， 每隔 7～10�d 喷 1
次， 视情况连喷 2～3 次， 以上各种药剂可轮换交
替使用［4～5�］。 金针虫、 地老虎、 蟋蟀、 象鼻虫可
选用 40%辛硫磷乳油 7.5�kg/hm2， 加细土 450�kg 制
成毒土在整地起垄时进行土壤处理。 蚜虫、 菜青
虫、 食心虫选用了 50%辛硫磷乳油 1�000～1�500
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 2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或用 2.5%溴氰菊酯乳油 1�000～2�000 倍液喷雾防
治， 间隔 7�d 喷 1次， 连喷 2～3 次。
7���适时采收

果实必须达到全红后才能采收， 采下的果实
要及时交送， 采摘至交售不能超过 3�d。 严禁将黑
斑果、 虫眼果、 裂果、 青肩果、 病果及日灼果交

送工厂。 一般每 10�d 采收 1 次， 采收期 30�d 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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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内育苗， 7月上旬移栽， 苗龄 70～80�d。
2.2 育苗方法

一般采用苗床撒播方式育苗， 每 1�hm2 生产田
需育苗床 900�m2。 芹菜苗期长， 集中育苗占地面
积小、 好管理， 育苗移栽一方面便于选择茬口，
实行多茬种植； 另一方面可促发侧根， 利于地上
茎生长。
2.2.1����苗床制作 由于芹菜种粒小， 顶土能力弱，
出苗慢， 育苗时应选择地势稍高、 土质疏松、 能
灌能排、 肥沃的砂壤土地作育苗畦。 施充分发酵
的有机肥 75�000�kg/hm2 后深翻、 耙平， 做宽 1.5�
m、 长 20.0�m 左右的苗床， 整细、 耙平、 加埂。
做苗床时先取出部分土过筛后， 同黄沙按 1∶1 的
比例掺匀， 用作播种后覆土。
2.2.2����种子处理 播种前 7～l0�d 开始浸种催芽。
将种子先用 48～49�℃温水浸种 30�min， 待水温
降至室温后再用清水浸泡 24�h， 然后将种子揉搓
淘洗至水清， 把种子捞出晾在吸水纸、 报纸等
上， 使种子散失表面多余水分。 晾后种子放到沙
布里， 放在 15～20�℃的催芽箱催芽（低温催芽）
7～10�d 左右， 催芽期间每 24�h 用清水将种子淘
洗 1 遍， 使温湿度均匀， 约 80％种子露白时即可
播种。
2.3 播种

因为芹菜种子小， 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到多种
因素危害， 所以应将芹菜育苗用种量加大， 一般
苗床播量为 600�g/hm2。 应在下午日照强度减弱或
阴天播种， 以避免烈日暴晒。 播种前苗床浇底水 1
次， 将露白的种子掺少量细土均匀撒播， 播完后
覆沙土 0.5～1.0�cm。 播种后 6�d即可出苗。
2.4 苗床管理

壮苗标准为苗龄 60～80�d， 4～5 片真叶， 苗
高 15～20�cm， 根系发达， 无病虫害， 无机械、 人
为损伤。
2.4.1����温度管理 温度白天保持在 15～25�℃， 夜
间保持在 10～15�℃， 最低不低于 5�℃， 最高不超
过 25�℃。 地温应保持在 15～20�℃， 达到 23�℃时
应放风降温， 采用遮阳网覆盖， 避免阳光直射，
防止雨水冲刷。
2.4.2����水肥管理 整个苗期应以小水勤浇为原则。

在播种后出苗前， 可用喷壶每天傍晚洒水保持
苗床湿润， 直到齐苗。 出苗后至幼苗 2～3 片真
叶前， 每隔 2～3�d 浇水 1 次， 保持见干见湿。
浇水时间以早晚为宜。 5～6 片叶时， 适当控制
水分。
2.4.3����间苗除草 幼苗第 1 片真叶展开后进行第 1
次间苗， 苗距 1.5�cm 左右。 第 2 片真叶展开后时，
进行第 2 次间苗， 苗距 3�cm。 结合间苗进行除
草， 除草不及时很可能造成草荒。
2.4.4����病虫害管理 在 3～6 片真叶用 75％阿米西
达悬浮剂 800～1�000 倍液， 或 10％大功臣可湿性
粉剂 800～1�000 倍液， 或 2.5%敌杀死乳油 1�000
倍液喷雾防止蚜虫危害。
3���移栽前准备
3.1 第 1茬芹菜栽培
3.1.1����整地施肥 在上年 10 月施充分发酵的有机
肥 90�00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1�500�kg/hm2、 磷
酸二铵 375�kg/hm2、 45%硫酸钾复合肥 300�kg/hm2、
硼砂 15～30�kg/hm2 做基肥， 均匀撒施于地表。 再
用 75%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均匀喷施
于地表， 然后耕翻， 耕深 20～25�cm， 最后整成宽
1.5～1.8�m 的平畦。
3.1.2����扣棚及温度管理 2 月中旬扣棚， 提高地
温， 地温稳定在 12～15�℃时可定植， 定植后白天
气温保持在 18～22�℃、 夜间保持在 12～15�℃，
超过 25�℃及时放风。 放风时先揭两端膜， 再从两
侧放风。 外界气温 18～20�℃时， 选无风晴天全部
揭膜大放风， 夜间无寒潮时开口放风， 晚霜期过
后（5月中下旬）， 选阴天早晨或晚上光照弱时揭去
棚膜。
3.2 第 2茬芹菜栽培
3.2.1����整地施肥 在第 1 茬收获后， 6 月中下旬施
充分发酵的有机肥 60�00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1�500�kg/hm2、 磷酸二铵 300�kg/hm2、 45%硫酸钾复
合肥 450�kg/hm2、 硼砂 30�kg/hm2 做基肥， 均匀撒
施于地表。 再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均匀喷施于地表， 然后耕翻， 耕深 20�cm， 最后将
地整成宽 1.5～1.8�m 的平畦。
3.2.2����扣棚及温度管理 9 月中下旬扣棚， 白天气
温保持在 18～22�℃、 夜间保持在 12～15�℃。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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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5�℃放风， 方法同 3.1.2。 芹菜采收后揭去棚
膜。
4���定植

畦面铺设地膜（最好是黑色地膜）后， 选择在
16：00 时以后或阴天按株距 15�cm、 行距 20�cm 的
规格定植， 密度为 16.50 万株 /hm2。 定植前 1�d 苗
床适量灌水， 第 2 天带根带土起苗。 定植时要大
小苗分栽， 淘汰病虫危害苗和弱苗， 心叶露在土
外， 栽后保持土壤湿润。 第 2 茬定植后 7 月温度
较高时可用遮阳网遮荫， 缓苗结束后揭去。
5���定植后管理
5.1 浇水

定植后立即浇好缓苗水， 保持土壤湿润， 缓
苗后中耕划锄、 控水蹲苗， 促根下扎。 以后每 7～
10�d 浇水 1 次， 保持畦面见干见湿。
5.2 中耕除草

前期生长较慢， 常有杂草危害， 在未封行前，
结合浇水在地膜行间进行浅中耕 2～3 次， 拔除杂
草。
5.3 施肥

芹菜由于吸收能力较弱， 对土壤肥力要求较
高， 因此要结合浇水， 适时追肥。 每茬追肥 3～4
次， 前期追施尿素 120～150�kg/hm2�， 中后期追施
2～3 次， 每次追施磷酸二铵 300�kg/hm2、 硫酸钾
150�kg/hm2 或 45%硫酸钾复合肥 375�kg/hm2、 硼砂
7.5～10.5�kg/hm2， 追施间隔 15�d。

生长期用 3～5�g/kg 尿素和 2～3�g/kg 磷酸二氢
钾的混合液、 2～3�g/kg 硼砂溶液每隔 5～7�d 叶面
追肥 1 次， 也可用喷施宝、 爱多收、 云大120（芸
苔素内酯）等按使用说明交替进行叶面追肥。 采收
前 30�d 和 15�d 各叶面喷施 50～100�mg/kg 赤霉素
水溶液 1 次， 以提高产量和品质。
5.4 温度管理

最适宜的大棚温度为 11～20�℃， 地温为 10～
20�℃， 缓苗期白天气温保持 16～25�℃， 夜间
15～22�℃， 生长期白天气温保持 18～22�℃、 夜间
12～15�℃， 超过 25�℃要放风降温。
6���病虫害防治

采取农业措施和药物防治相结合的方法， 同
时加强田间管理， 切记大水漫灌。

6.1 病害防治
主要病害有斑枯病、 叶斑病、 疫病、 软腐病、

心腐病等。 斑枯病、 叶斑病、 疫病发生时可用
72.2%普力克水剂 500 倍液， 或 75%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 600 倍液田间交替喷雾防治， 间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软腐病发生时可用 72％农用
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2�000～3�000 倍液， 或 90%新
植霉素可溶性粉剂 3�000 倍液， 或 30％DT 胶悬剂
500 倍液在叶柄基部喷雾防治， 每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心腐病发生时可在心叶上用硝
酸钙 500 倍液， 或美林高效钙 3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次。
6.2 虫害防治

主要虫害有蚜虫、 菜青虫等。 蚜虫发生时可
用黄板诱杀， 或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000 倍
液， 或 2.5%敌杀死乳油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
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菜青虫发生时
用 40%绿菜宝乳油 1�0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7～
10�d喷 1 次， 连喷 2～3 次。
7���适时采收

当心叶充分发育， 进入心叶直立期， 生长点
分化花芽， 最外叶刚出现衰老迹象时及时采收。
采后剥除老叶， 一般单株净重 0.5～1.0�kg， 平均
单茬产量达 4.5 万～7.5 万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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