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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hm2、硫酸钾 150 kg/hm2。河西灌区以收根为主，
6—8月可叶面喷施 3 g/kg磷酸二氢钾+4 g/kg尿素
的混合溶液 2～3次，以促进根部生长粗大，提高
产量。
6 病虫害防治
板蓝根主要虫害有小菜蛾，通常 5月份开始发

生为害叶片，以 6月份为害严重。可用 1.8阿维菌
素水乳剂 1 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 7～10 d喷 1
次，连喷 2次。幼虫 3龄前，用 8 000 IU/mg苏云金
杆菌可湿性粉剂 1 500～4 500 g/hm2对水 450～675
kg喷雾防除。板蓝根病害发生较轻，主要为板蓝根
霜霉病，6—7月发病，在夏秋多雨季节尤其严重，
主要危害板蓝根的叶部，病叶背面产生白色或灰白
色霉状物，严重时叶鞘变成褐色，甚至枯萎。可通
过排水降湿，控制氮肥用量控制，发病初期用 7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64%杀毒矾可湿
性粉剂 800倍液，或精甲霜灵乳剂 1 000倍液交替
喷雾防治，每隔 7～10 d喷 1次，连喷 2～3次。
7 适期采收
可在 10月上旬采收大青叶，收割叶子时，从

植株茎部距离地面 0.5 cm处收割，收获的叶子晒
干后即成药用大青叶，以叶大、颜色墨绿、干净、

少破碎、无霉味者为佳。板蓝根在 10月中下旬选
择晴天采挖，可用四轮拖拉机牵引板蓝根采挖机
采收，采挖深度 35 cm，要求深铲，避免铲断根
部；采收后，去除残留的泥土茎叶，拉运至晒场，
摊开晒至七、八成干后扎成小捆再晒至全干［ 6］。
以根条长直、粗壮均匀、坚实粉足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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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适宜在临洮县推广的大白菜-花椰菜-甘蓝、莴苣-花椰菜-甘蓝、芹菜-甘兰-大白菜、萝卜-
甘兰-大白菜等 4种一年三茬蔬菜栽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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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县年降水量 317～760 ｍｍ，平均气温
7℃，年平均日照时数 2 438 h，平均日照差 13℃，
年均无霜期 146 d。黄河上游第二大支流———洮河
流经县内 10个乡（镇），年过境流量 53亿 m3，气候
适宜，水源条件好，水质稳定达到国家Ⅱ—Ⅲ类
水质标准。优越的光、热、水资源，特别适合无
公害蔬菜生长。且临洮县交通十分便利，保证了
蔬菜产品的流转。临洮县蔬菜栽培历史悠久，近
年来，通过更新优良品种，强化科技服务等一系
列措施，蔬菜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 ［ 1 - 5］，2014年

全县蔬菜面积达到 1.47万 hm2，蔬菜总产量 77.12
万 t，总产值 9.25亿元。由于塑料大棚相对于日光
温室等其它蔬菜设施，具有投资小、作业便捷、收
益回报率高等优点，深受当地菜农的青睐，种植面
积日渐扩大，达到 2 583 hm2；种植茬口也由原来的
一年两茬提高到一年三茬，单位面积产出效益明显
增加。现将几种典型模式总结如下。
1 大白菜 -花椰菜 -甘蓝模式
1.1 第 1茬大白菜
选择抗寒品种强势、强瑞、金姑娘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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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基施优质农家肥 45 000 kg/hm2、复合肥 600
kg/hm2 或磷酸二铵 600 kg/hm2。元月 10日左右在
温室内育苗，苗龄 20～30 d。 2月初定植，定植密
度为株距 40 cm、行距 50 cm，保苗 49 500株 /hm2。
如果不进行提前育苗，则于 3月初在塑料大棚内进
行直播（直播方式较提前育苗方式推迟上市10 d左
右）。随水追施尿素，每次 225 kg/hm2，共追施 3
次。5月初收获上市。
1.2 第 2茬花椰菜
选择品种百灵、冠军、捷如雪 2 号等。4 月

10日左右在大棚内育苗。大白菜收获后及时施基
肥（肥料品种、数量同 1.1）。5月 10日定植，定植
密度为株距 45 cm、行距 70 cm，保苗 31 500 株。
7月初收获上市
1.3 第 3茬甘蓝
选择品种元宝、中甘 21号、铁头等。7月 10

日前后育苗（苗龄30 d）。8月 10日定植，定植密
度为株距 33 cm、行距 45 cm，保苗 67 500株 /hm2。
“霜降”后需在塑料大棚内生长 10～20 d，“立冬”前
收获上市。
2 莴苣 -花椰菜 -甘蓝模式
2.1 第 1茬莴苣
选择品种太原、白雪公主等。结合整地基施

优质农家肥 45 000 kg/hm2、复合肥 600 kg/hm2。元
月 10日左右在温室内育苗，苗龄 30 d。2月 10日
前后定植，定植密度为株距 35 cm、行距 40 cm，
保苗 70 500 株 /hm2。随水追施尿素，每次 225
kg/hm2，共追肥 2～3次。5月 10日收获上市。
2.2 第 2茬花椰菜
选择品种百灵、巴黎雪、捷如雪等。4 月 20

日左右在大棚内育苗。莴苣收获后，及时施基肥
（肥料品种、数量同 2.1）。5月 20日定植，定植密
度为株距 45 cm、行距 70 cm，保苗 31 500株。8
月初收获上市。
2.3 第 3茬甘蓝
选择品种元宝、中甘 21号、铁头等。7月 10

日前后育苗（苗龄 30 d）。8月 10日定植。定植密
度为株距 33 cm、行距 45 cm，保苗 67 500株 /hm2。
“霜降”后需在塑料大棚内生长 25 d，“立冬”前收获
上市。
3 芹菜 -甘蓝 -大白菜模式
3.1 第 1茬芹菜
选择品种文图拉、探戈等。结合整地基施优

质农家肥 75 000 kg/hm2、复合肥 750 kg/hm2。上年
12月 10日左右在温室内育苗，苗龄 60 d。2月 10
日前后定植。定植密度为株距 20 cm、行距 20 cm，

保苗 240 000 株左右。随水追施尿素，每次 225
kg/hm2，共追肥 4～5次。5月下旬收获上市。
3.2 第 2茬甘蓝
选择品种元宝、中甘 21号、铁头 8号、领袖

等。芹菜收获后及时施基肥（肥料品种、数量同
3.1）。4月底至 5月初在大棚内育苗。5月底定植，
定植密度为株距 33 cm、行距 45 cm，保苗 67 500
株 /hm2。8月初收获上市。
3.3 第 3茬大白菜
选择品种强势、强瑞、金姑娘、菊锦等。7月

15日前后育苗，8月 15日定植，定植密度为株距
40 cm、行距 50 cm，保苗 49 500株 /hm2。在“霜降”
后需在塑料大棚内生长 20 d左右，“立冬”前收获
上市。
4 萝卜 -甘蓝 -大白菜
4.1 第 1茬萝卜
选择品种顶上、招福等。结合整地基施优质

农家肥 45 000 kg/hm2、复合肥 600 kg/hm2。于元月
下旬在大棚内采用种子直播。种植密度为株距 15
cm、行距 40 cm，保苗 165 000株 /hm2。随水追施
尿素，每次 225 kg/hm2，共追肥 2～3 次。4月初
收获上市。
4.2 第 2茬甘蓝
选择品种元宝、中甘 21号、铁头等。3月中

旬在大棚内育苗。萝卜收获后及时施基肥（肥料
品种、数量同 4.1）。4月中旬定植，定植密度为株
距 33 cm、行距 45 cm，保苗 67 500株 /hm2。6月
中旬收获上市。
4.3 第 3茬大白菜
选择品种抗病帝王、霸道、菊锦等。7月初直

播，种植密度为株距 40 cm、行距 50 cm，保苗
49 500株 /hm2。10月初收获上市。
以上所有模式在第 1茬生长期，塑料大棚必

须加盖 2～3层棚膜，保证棚内温度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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