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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选用抗病品种，棚室消毒，培育壮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适时采收等方面总结了凉
州区日光温室番茄安全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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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作为凉州区日光温室主栽作物之一，常
年种植面积 0.17 万 hm2，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 1 - 2］。由于日光温室番茄
周年生产，农民盲目选种、过量施肥、大量用药
等使土壤重金属、硝酸盐积累，微生物活性降低，
土壤理化性状恶化，供肥能力降低，陷入恶性循
环［ 3］，已成为制约番茄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瓶颈。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必须在番茄整个生产过程严
格控制，才能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安全水平。
1 选用抗病品种
选用耐低温弱光、优质、高产、连续坐果能

力强、抗病性强（尤其要抗黄化曲叶病毒病）、丰
产性好、果实硬质、耐贮运的中熟、中晚熟无限
生长型品种，如丰收（74-560）、澳卡福、迪抗、
齐达利、迪芬尼、惠裕、欧冠等。

2 棚室消毒
采用高温闷棚进行棚室消毒。作物拉秧后，

清除田间病株残体，在夏季休棚期，深翻土壤 30
cm后整平地面，灌透水覆盖地膜，密闭棚室闷棚
15～20 d。定植前 7～10 d，用敌敌畏烟剂 12
kg/hm2 熏蒸 24 h，对棚室空间进行彻底消毒。可
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 kg/hm2，或 50%甲基
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60 kg/hm2与适量干土拌匀后撒
入温室进行土壤消毒。
3 培育壮苗
3.1 育苗前准备

采用穴盘基质育苗。选购优质育苗基质，用

72孔穴盘进行育苗。每 1 m3育苗基质用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 5 g+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5 g，或
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9 g+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 1 g，对水 15 kg喷洒，用塑料薄膜密闭 5 d，揭
膜 15 d后装盘、播种。
3.2 种子处理

将种子倒入 55℃温水中不断搅拌，水温降至
30℃时浸泡 4～6 h，再将种子放入 100 g/kg磷酸
三钠或 1 g/kg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 20 min 左右，
然后将种子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沥干，在 25～
28℃环境中催芽，待 70%～80%种子露白时即可
播种。种子质量需符合 GB16715·3-2010中的 2级
以上要求［ 3］。
3.3 适期播种

播前将基质用清水拌湿，以手捏成团能打湿
手指不滴水且松手不散为标准。穴盘装上基质抹
平后叠盘压实。每穴点播 2粒种子，用种量 450～
750 g/hm2。播后覆基质 1 cm，浇透水后在穴盘上
覆盖地膜，待 70%～80%幼苗顶土时撤除地膜。
3.4 苗期管理

播种至出苗，温度白天控制在 25～30℃，夜
间控制在 15～20 ℃；出苗后，温度白天控制在
20～25℃，夜间 10～15℃；第 1片叶展开后，温
度白天保持 25～28℃，夜间 15～18℃；5～6片
叶时，温度白天保持 20～25℃，夜间 12～16℃。
定植前 7 d适当通风炼苗，早春育苗温度白天控制
在 15～20℃，夜间 5～10℃；夏秋育苗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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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适当控制水分。视基质墒情和幼苗长势适
当浇水。若幼苗生长较弱时，可在 3～4叶期结合
浇水追施少量提苗肥。冬春育苗，株高 25 cm左
右，茎粗 0.6 cm以上，现大蕾，叶色浓绿有光泽，
无病虫害为壮苗；夏秋育苗，株高 15 cm 左右，
茎粗 0.4 cm左右，4叶 1心为壮苗。
4 定植
定植前将土壤用旋耕机耕翻混匀后耙细耱平，

结合整地施入经无害化处理的优质农家肥 60 000～
75 000 kg/hm2、N 120～150 kg/hm2、P2O5 225～300
kg/hm2、 K2O 120～150 kg/hm2、生物菌肥 100
kg/hm2。按垄宽 70 cm、垄沟宽 50 cm、垄高 16～
20 cm标准起垄，做到垄面和垄沟宽窄均匀，垄脊
高低一致。按株距 35 cm、行距 40 cm在垄面双行
定植，定植密度 37 500～39 000株/hm2。高温季节
可在下午定植，低温季节在连续晴天的上午定植。
5 田间管理
5.1 水肥管理

灌水时间以晴天上午为主，严禁大水漫灌及
阴天下午浇水。采用膜下灌溉。定植时浇定植水，
定植后 4～5 d 浇缓苗水，两次水量控制在 450
m3/hm2左右为宜。待第 1穗果乒乓球大小时灌水，
灌水量以 225～270 m3/hm2为宜，结合灌水每次追
施 N 75～105 kg/hm2、K2O 30～45 kg/hm2，或，番
茄专用肥（N+P2O5+K2O含量≥25%）225 kg/hm2。
5.2 植株调整

采用单秆整枝。用尼龙绳、塑料绳吊蔓防倒
伏。目标果穗开花时，留 2片叶摘心，保留其上
侧枝。及时摘除黄叶、病叶、病花、病果及植株
下部失去功能的老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5.3 保花疏果

第 1 穗花开始即采用 20～25 mg/L 番茄灵蘸
花，并在其中加入少量 0.1%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腐霉利晶体防治灰霉病。通常大果型品种每穗选

留 3～4果，中小果型品种每穗留 4～6果，多余
果实及时疏除。
6 病虫害防控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策略，以选择

抗病品种、培育壮苗为基础，优先采用农业、物
理、生物防治措施，科学合理地利用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中优先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
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停用期、农药安全间隔期规
定［ 5 - 8］。
6.1 农业防治

合理轮作，每 3 a倒茬 1次，避免与茄科作物

连作。及时清除田间病残体、残枝败叶和杂草，
进行无害化处理，保持田间清洁。夏季休闲期进
行高温闷棚，消灭土壤中的有害生物，防治土传
病虫害。选用抗病性强的品种，培育壮苗，提高
抗逆性。深沟高畦，按需灌水，严防积水。科学
调控环境，加强光照及通风，避免低温和高温障
害。测土平衡施肥，合理使用化肥。
6.2 物理防治

在温室风口、苗床上设置 40～60 目的防虫
网，阻止斑潜蝇、烟（白）粉虱、蚜虫等害虫由露地
向温室转移危害。温室内悬挂黄色粘虫板（25
cm×40 cm），密度 450～600块 /hm2，悬挂于植株
生长点以上 10 cm左右，并随生长调整悬挂高度，
诱杀斑潜蝇、烟（白）粉虱、蚜虫等。
6.3 生物防治

田间饲放丽蚜小蜂、七星瓢虫、中华草蛉等
天敌防治虫害。用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
750～1 000倍液，或 Bt乳剂 500倍液，或农用抗
生素（1.8%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 1 000～
1 500倍液、72%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1 000～
1 200倍液、72%新植霉素可湿性粉剂 800～1 000
倍液）等生物制剂及 0.5%藜芦碱可湿性粉剂 600～
800倍液，或 1%苦参碱可溶性液剂 800～1 200倍
液，或 0.3%印楝素乳油 800～1 200倍液等植物源
农药防治虫害。
6.4 化学防治

灰霉病可用 45%百菌清烟熏剂、腐霉利烟熏
剂 1 650～2 700 g/hm2 熏蒸，每 7 d熏 1次，连熏
3～4次；也可用 50%嘧菌环胺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或 2.5%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1 500倍液交替
喷雾防治。叶霉病可用 5%春雷·王铜粉剂 15
kg/hm2 喷粉防治，每 7 d喷 1次，连喷 2～3 次；
也可用 2%武夷菌素（BO-10）水剂 100 倍液，或
47%春雷·王铜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喷雾防治防治。
晚疫病可用 5%百菌清粉剂 15 kg/hm2 喷粉防治，
每 7 d喷 1次；也可用 72%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或 72.2%霜霉威盐酸盐水剂 800倍液，
或 68.75%氟吡菌胺·霜霉威盐酸盐水剂 800～1 000
倍液喷雾防治。黄化曲叶病毒病可用歼毒 110纳
米生肽膜 1 000 倍液，或 6%阿泰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20%吗胍乙酸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
交替喷雾防治，每隔 7 d喷 1次，连喷 2～3次；
也可用歼毒 110纳米生肽膜 225 g/hm2+72%农用链
霉素可溶性粉剂 90 g/hm2 对水 225 kg 灌根防治。
斑潜蝇可 75%灭蝇胺可湿性粉剂 5 000倍液喷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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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高粱是粒用高粱的一个变种，耐旱、耐盐
碱，适应性很强［ 1 - 3］，凡 0℃以上积温为 2 600～
4 100℃的区域均可正常生长。属高光效作物，生
物产量高，通常可收获 90 000～150 000 kg/hm2富
含糖分的茎秆。甜高粱植株较高，高度可达 4 m
以上，叶、茎是极好的青贮饲料，青贮后粗蛋白
含量可达到 8%～12%，适口性极好［ 4 - 5］。中国科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表明，甜高粱无氮浸出
物、粗灰分、含糖量、干物质含量均优于玉米。
醇用型甜高粱茎秆平均含糖量为 19.39%，高于甜
菜 2%～4%；饲用型甜高粱茎秆含糖量 13.22%，
是牲畜良好的青储饲料。近年来，武威市积极引
进种植甜高粱，2014年种植面积已发展到了 8 000
hm2，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生产实践中，我们

总结出了适宜古浪县风沙荒漠区推广的甜高粱栽
培技术，现介绍如下。
1 良种选择
可选择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

研究室提供的醇用型甜高粱品种，代号 BJ0602；
饲用型甜高粱代号 BJ0603。
2 精细整地
甜高粱种子较小，胚芽顶土能力弱，对耕作

层土壤墒情及整地质量要求较高。整地时用旋耕
机对地块分别沿纵、横两个方向疏松土壤 2 次，
耙耱整平，使 0～20 cm土层无坷垃、草根，做到
细、平、净、绵，为播种出苗创造良好条件。
3 施足底肥
结合整地施足底肥，通常施农家肥 60 000

摘要：主要从良种选择、精细整地、施足底肥、覆膜保墒、适期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适时收获等
方面总结了甜高粱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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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蚜虫、烟（白）粉虱可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 500倍液，或 10%氯氰菊酯乳油 6 000倍液，或
25%噻虫嗪可湿性粉剂 2 000倍液交替喷雾防治，
每隔 7 d喷 1次，连喷 2～3次。
7 适时采收
当番茄果实充分膨大、由硬变软、色泽正常、

成熟度适宜时在清晨采收。采收所用工具要清洁、
卫生、无污染。要求果面清洁、新鲜有光泽、无畸
形、无腐烂、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及其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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