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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是日光温室蔬菜生产的主要管理措施之

一。长期以来，多数蔬菜生产者按照“粪大水勤”

的原则进行水分管理，灌水方式主要是大水沟灌，

用水量大，水资源浪费严重，实际可供作物利用

的水还不足供水量的 50%（平均为47%）。同时，

灌溉水下渗带走大量肥料，往往造成土壤板结、

地温降低、土壤养分流失等诸多问题，影响蔬菜

根系的正常生长，进而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

产量降低，品质下降。滴灌通过小水量、高频率

的灌溉，可经常保持作物根系层土壤的湿润，比

大水沟灌节水 40%～60%；将可溶性化肥通过滴

灌施于作物根系层，化肥利用率提高 20％以上，

降低生产成本；省工省力，降低劳动强度。产品

品质优，产量高，增产 20％以上；投资少，收效

快，管理简易，适合农户使用。在日光温室中采

用膜下软管滴灌技术，通过合理的灌溉措施，调

节温室内水、肥、气、热等环境因素，节水、节

肥、增产效益显著。

白银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过多年试验示范，

目前已初步确定白银地区深冬茬西瓜、甜瓜及多

种蔬菜的滴灌灌溉制度，现总结如下，供其它地

区参考。

1 滴灌使用的条件及适宜作物

1.1 使用条件

使用滴灌的日光温室应有方便、优质的水源，

最好每个温室有供水管网。无管网供水的温室应

摘要：通过多年的试验示范，探讨了膜下日光温室滴灌的使用条件、适宜作物、配水原则，制定了日光温室
西瓜、甜瓜、黄瓜、茄子、辣椒等作物的膜下滴灌灌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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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日光温室膜下滴灌技术及主要瓜菜类灌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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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白银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甘肃 白银 730900）

5.2 虫害

黄凤蝶用 90%敌百虫可溶性粉剂 1 000 倍液
喷雾防治，蚜虫用 25%唑蚜威乳油 1 500～2 000

倍液喷雾防治，金针虫、蛴螬、地老虎和红蜘蛛

用 40%乐果乳油 200倍液喷雾防治。

6 采收加工

移栽当年 10月下旬至 11月上旬植株枯黄时

采收。先割去地上茎叶，暴晒 2～3 d后再采挖。

采挖后将泥土除净，置干燥通风处晾晒 3～5 d，

至侧根失水变软，除去须根并理顺，每 5根左右

扎成小捆，放置或悬挂在通风的室内，利用自然

蒸发阴干药材。也可将当归药材在平地摊开，利

用阳光直接晒干。修去过细的尾根即成商品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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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时期 灌水间隔
（d）

每次灌水量
（m3/hm2）

灌水次数
（次）

定植至伸蔓期 不缺不灌 12.0～18.0 0～2

膨大前期 不缺不灌 22.5～30.0 2～3

膨大后期 5～7 30.0～37.5 1～2

成熟前期 5～7 15.0 1

表 1 西瓜、甜瓜滴灌制度

有水池或贮水罐。要求灌溉水 EC 值≤1.2 ms/cm，

pH 6.5～7.5。

1.2 适宜作物

瓜类（黄瓜、西瓜、甜瓜、西葫芦、苦瓜等）、

茄果类（番茄、茄子、辣椒等）、叶菜类（甘蓝、

大白菜、结球生菜等）、果树类（葡萄、桃、草莓

等）等稀植作物均可采用滴灌［ 1 - 5］。不适于密植的

叶菜类（如油菜、芹菜等）作物。

2 日光温室滴灌原则

滴灌灌水的原则是勤灌少灌。起垄定植前必

须先用漫灌方式灌透水，保证底墒充足。定植到

开花期一般不浇水，促使作物扎根。进入初果期

后视土壤墒情、苗情酌情灌溉，以后随产量的增

加而增加灌水次数和灌水量，缩短灌水间隔，保

持土壤含水量 17%～20%。

3 日光温室主要蔬菜作物滴灌制度

3.1 西瓜、甜瓜

白银地区深冬茬（一般 9月上旬至 10月下旬

定植、元旦左右采收）西瓜、甜瓜滴灌制度见表

1。全生育期灌水 4～8次，成熟前 15 d停止灌水，

灌水定额 180～375 m3/hm2。

3.2 茄子

白银地区深冬茬（一般 9月上旬至 10月下旬

定植、元旦左右开始采收、翌年 6月拉秧）茄子

滴灌制度见表 2。4月中下旬可大沟浇水 1次，灌

水量 225～300 m3/hm2，以补充主根系深层含水量，

然后继续进行滴灌。全生育期灌水 44～58次，灌

水定额 3 600～4 050 m3/hm2。

3.3 黄瓜

白银地区深冬茬（一般 9月上旬至 10月下旬

定植、元旦左右开始采收、翌年 6月拉秧）黄瓜

滴灌灌溉制度见表 1。四月中下旬可大沟浇水 1

次，灌水量 300～450 m3/hm2，以补充主根系深层

含水量，然后继续进行滴灌。全生育期灌水 49～

59次，灌水定额 3 450～3 900 m3/hm2。

3.4 辣椒

白银地区深冬茬（一般 9月上旬至 10月下旬

定植、元旦左右开始采收、翌年 6月拉秧）辣椒

表 2 茄子滴灌制度

表 3 黄瓜滴灌制度

灌水时期 灌水间隔
（d）

每次灌水量
（m3/hm2）

灌水次数
（次）

缓苗期 不缺不灌 18.0～22.5 0～3

门茄膨大期 门茄瞪眼 30.0～45.0 1～3

采收前期 5～7 30.0～45.0 8～10

采收中期 3～5 60.0～90.0 25～30

采收后期 4～675 45.0～75.0 10～12

灌水时期 灌水间隔
（d）

每次灌水量
（m3/hm2）

灌水次数
（次）

缓苗期 不缺不灌 90 1～2

采收前期 6～7 45～60 8～10

采收后期 5～7 45～75 10～12

采收中期 2～4 60～90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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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辣椒滴灌制度

冬油菜是甘肃省主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

年播面积 3.5万 hm2，随着气候变暖及栽培技术的

完善，甘蓝型冬油菜种植面积不断增加［ 1］。目前

冬油菜主要栽培类型有甘蓝型和白菜型两种，甘

蓝型冬油菜与白菜型冬油菜相比抗寒性差［ 2 - 4］，

但产量高，品质优，抗病性强，不易倒伏，便于

机械收获，经济效益显著。甘蓝型冬油菜品种天

油9号（原代号02N杂2）是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以

甘蓝型油菜不育系 02AN20与恢复系 02SN60杂交

选育而成三系杂交种，于 2010年 4月通过甘肃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具有叶片大而厚、

分枝多、结角密、抗逆性强、适应性广、丰产性

好等特点，已成为天水市乃至甘肃省半山区及川

水地区的主推品种［ 5］。为了提高甘蓝型冬油菜品

种天油 9号种子质量，增加制种产量，加快天水

市甘蓝型冬油菜优质化进程，进行了配套制种技

术的试验研究，总结出了该品种在天水市的制种

技术，旨在为天油 9号在天水地区乃至甘肃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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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型冬油菜品种天油 9号在天水市的制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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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灌溉制度见表 4。4月中下旬大沟浇水 1次，

灌水量 225～300 m3/hm2，以补充主根系深层含水

量，然后继续进行滴灌。全生育期灌水 51～68

次，灌水定额 1 800～2 400 m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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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时期 灌水间隔
（d）

每次灌水量
（m3/hm2）

灌水次数
（次）

缓苗期 不缺不灌 15～30 1～3

采收前期 2～5 15～30 10～15

采收后期 3～6 15～45 10～15

采收中期 2～4 30～45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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