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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地区位于甘肃省西北部，东西长约

1 000 km，南北宽 50～300 km，面积约 8.90 万

km2，海拔 1 100～1 500 m，大部为祁连山北麓冲

积—洪积扇构成的山前倾斜平原，由沙漠、绿洲、

戈壁、湖泊、内陆河流等组成，属温带干旱荒漠

气候。该地区光照资源丰富，降水稀少，蒸发强

烈，昼夜温差大。年均气温约 6～11℃，年降水

量 30～160 mm，年蒸发量 2 000～3 000 mm，年日

照时数 3 000 h以上，无霜期约 160～230 d左右，

昼夜温差 13.9～16.4℃。河西走廊地区绿洲农业

发达，是中国大西北的粮棉瓜菜基地之一。西瓜

是该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1 - 3］，然而近几年

来，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西瓜单位面积效益

大幅度降低，西瓜产业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 4 - 6］。如何有效地提高单位土地、单位时间和空

间内光、热、水、肥等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建立

良好的农业生态经济复合体，提高复种指数，促

进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增加农民收入，是当

前河西走廊地区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酒

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通过近几年的试验与实践，

总结出了在西瓜闲置水塘套种小油菜，小油菜收

获前在水塘再补种一季油葵的西瓜套小油菜套油

葵高效栽培技术，在该栽培模式下，西瓜平均产

量达 56 250 kg/hm2，产值 33 750 元/hm2；小油菜

平均产量为 8 100 kg/hm2，产值 8 100 元/hm2；油

葵平均产量为 4 500 kg/hm2，产值 22 500 元/hm2，

合计产值达 64 350元 /hm2，经济效益显著。现将

该技术要点介绍如下。

1 品种选择

西瓜品种选用西农 8号、郑抗 7号、京欣系

列，油葵品种选用 KWS303、KWS203 等杂交种，

小油菜品种选用早熟、生长迅速、耐涝耐热品种，

如京绿 7号。

2 选地整地

应选择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通透性好、排

灌方便，保水保肥力强、土质疏松的轻壤或沙壤

质地块。前茬以豆类、麦类、孜然且 5 a以上未种

过葫芦科作物的地块为宜。

3 施足基肥

播前结合整地基施优质腐熟农家肥 7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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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hm2、磷酸二铵 375 kg/hm2（或普通过磷酸钙450

kg/hm2、硝酸铵 225 kg/hm2）。

4 起塘

一般于 4月中下旬按南北方向起旱塘，塘宽

250 cm，塘高 15 cm，水塘宽 50 cm。起塘后灌水

1次，以水深不淹没塘面为宜。

5 播种

当气温稳定在 15℃以上、地温稳定在 12℃以

上，即 4月 20日左右（灌水后4～6 d）播种西瓜。每

塘西边点播 2行，株距 35 cm，每穴点播 2～3粒，

播深 4～5 cm，播后覆土 2～3 cm，并使播种穴形成

3～4 cm深的凹坑，播完后用地膜覆盖垄沟，膜边

用土压实。西瓜播完后，在水塘按株距 15 cm播种

小油菜 1行，保苗 27 000株 /hm2。6月上旬小油菜

即将收获时，在小油菜株间点播油葵 1行。

6 田间管理

6.1 肥水管理

施肥要遵循多施农家肥，少施氮肥，早施磷

肥，增施钾肥的原则，以氮、磷、钾比例为 3∶

5∶4为宜，其中追肥量占总施肥量的 1/3。追肥要

视苗情和田间生长势确定，一般追肥 2次，随头

水（伸蔓期）追施磷酸二铵 225 kg/hm2、硝酸钾 150

kg/hm2，随二水（开花期）追施磷酸二铵 150 kg/hm2、

硝酸钾 150 kg/hm2。

6.2 整枝

注意控制西瓜长势，为早坐瓜打基础。当蔓

长 33.3 cm时及时整枝，在主蔓茎部选留 1个健壮

侧蔓，其余侧蔓、二次蔓均除去。

6.3 留瓜

结瓜期做好留瓜工作，将第 1雌花摘掉，留

第 2雌花或第 3雌花形成的果实（第 2雌花或第 3

雌花形成的瓜生长快、品质好，上市早），每株留

瓜 1～2个为好。

6.4 其它管理

前期主要以西瓜管理为主。小油菜收获后，可

利用地膜和剩余空间肥力促进油葵生长，并可为即

将成熟的西瓜遮荫，具有防日灼、防裂瓜，减少病

害、提高商品率的作用。西瓜 7月初成熟上市后，

油葵要及时浇水施肥促壮苗，后期管理同当地大田。

7 病虫害防治

7.1 西瓜

西瓜主要病害有枯萎病、蔓枯病和炭疽病等。

发病初期或瓜蔓长至 55 cm时，用 40%多菌灵胶

悬剂 500～800倍液，或 25.9%络氨铜锌（抗枯灵）

水剂 500～800倍液灌根防治枯萎病，每隔 7～10

d灌 1次，连灌 2～3次。蔓枯病发生时可用 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灌根防治，或用

6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500倍液 +72%农用链霉

素水剂 4 000倍液叶面喷雾防治。炭疽病应在发病

初期用 40%多菌灵悬浮剂 800～1 000 倍液，或

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1 000～1 200倍液叶面喷雾

防治，每隔 7～10 d喷 1次，连喷 3次。西瓜害虫

主要是瓜蚜，可选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或 20%二嗪农乳油 1 000倍液，每隔 7 d喷

1次，连喷 2～3次。

7.2 小油菜

小油菜主要病害有霜霉病、黑斑病、炭疽病。

霜霉病发生时可用尖辣椒、生姜、大蒜各250 g（汁

液）对水50 kg配成药液叶面喷雾进行生物防治。黑

斑病发病初期可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倍

液叶面喷雾防治。炭疽病发病初期可用 70%甲基

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500～600倍液，或 80%炭疽福

美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叶面喷雾防治。小油菜主

要虫害有蚜虫、甘蓝夜蛾、小菜蛾。蚜虫发生时

可用 25%爱卡士乳油 1 000 倍液，或 50%辟蚜雾

可湿性粉剂 2 000倍液叶面喷雾防治，重点在苗期

防治。甘蓝夜蛾、小菜蛾可用 2.5%菜喜乳油

1 000～1 500倍液，或 25%菜虫一扫光乳油 1 000～

1 500倍液叶面喷雾防治。

7.3 油葵

油葵主要病害有褐斑病、黑斑病、菌核病和

浅灰腐烂病等。可采用杜绝病原菌进入、及时清

理田间病株，并用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

液或 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逐株灌根等

措施加以防治，同时勤中耕以增强植株的抗病

性。

8 适时收获

西瓜一般在留瓜后 35～40 d即可成熟。感官

标准是接触土壤的瓜面变为深黄色即为成熟，成

熟后要及时采收上市。小油菜从 5月底即可开始

陆续采收上市。油葵茎秆变黄，上部叶片变成黄

绿色，下部叶片枯黄下垂，花盘背面变成褐色，

舌状花朵干枯脱落，苞叶黄枯中变成本品种特有

颜色，种仁里没有过多水分时收获最为理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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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收获后应在低温、干燥、通风环境下贮藏，做

到防潮隔湿、通风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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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种植谷子历史悠久，谷子具有抗旱耐

瘠薄、水分利用效率高等特点［ 1］。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膳食结构的改善，人们对小米

等小杂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我国北

方，小米更是人们喜爱的小杂粮，其副产品谷

糠、谷草又是畜禽的优质饲料［ 2 - 4］。而且谷子较其

它小杂粮的产量高、投资少、效益高、发展前景

广阔。现将张掖市绿色食品杂交谷子栽培技术规

程介绍如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绿色食品谷子栽培中的产地环

境条件、产量指标、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

虫害防治、适时收获及建立生产档案等基本要

求。

本规程适用于张掖市绿色食品谷子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391-2013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标

准［ 5］

NY/T393-201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6］

NY/T394-2013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7］

3 产地环境条件

产地环境条件应符合 NY/T 391-2013的要求。

4 产量指标

张杂谷 3号达到 6 000～7 500 kg/hm2，张杂谷

5 号达到 6 750～9 000 kg/hm2，张杂谷 6 号达到

5 250～6 750 kg/hm2，张杂谷 8 号达到 8 250～

9 000 kg/hm2。

5 栽培技术

5.1 品种选择

选择高产、优质、抗旱性强、适应性广的品

种张杂谷 3号、张杂谷 5号、张杂谷 6号、张杂

谷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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