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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制定与地方民居实情相符的规范、规程，

这样既能保证确权登记工作顺利开展，又能保证

确权登记发证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

通过设定宗地他项权或设定地下权，对窑洞等特

殊民居进行确权登记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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莴笋喜冷凉气候，短日照和低温有利于莴笋

生长发育 ［ 1 - 2］。甘肃省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东

部、祁连山北麓，年平均气温低，无霜期短，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各种病原菌少，虫口密度

小，是生产优质无污染蔬菜的理想产区 ［ 3 - 4］。近

年来我们依托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承

担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高原夏菜高效安全生产

及保鲜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在永昌县焦

家庄乡、六坝乡、城关镇等地设立试验基地，开

展了莴笋的品比、播期、节水灌溉、平衡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相关试验，总结提出了一套沿祁连

山冷凉区莴笋的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现简要介绍

如下。

1 品种选择

应选择长势强，嫩茎棍棒形、淡绿色，肉质

脆嫩，品质佳，抗病性强，不易未熟抽薹，不

易裂口的品种，如三青香、太原笋、抗热先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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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品种选择、适时播种、幼苗管理、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等方面总结介绍了沿祁连
山冷凉区莴笋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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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时播种

莴笋可直播也可育苗移栽。河西走廊高海拔

冷凉区莴苣直播适宜时期为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

播种过早，若遇倒春寒则易将幼苗冻坏，影响植

株健壮生长；播种过晚，抽薹率增加，产量下降。

提倡育苗移栽，育苗一般在 3月中旬在日光温室

或拱棚内进行。

3 育苗移栽及幼苗管理

播种前将种子在阳光下晒 6～8 h，然后将种

子放入 50℃的水中进行温汤浸种 30 min，待水温

降至 20℃时浸泡 3～5 h，再将种子捞出后淋去水

分，包在干净、湿润的纱布中，在 15～20℃下催

芽，当 60%种子萌芽时即可播种。一般采用穴盘

基质育苗，选用 128孔的穴盘，填入无土育苗专

用基质，播前浇透水，每穴播入种子 1粒，上覆

厚 0.5 cm的育苗基质或珍珠岩。在穴盘上覆盖地

膜，利于保湿保温，出苗快而齐，将要顶土出苗

时揭掉地膜。为培育壮苗，温度掌握在 15～

20℃，白天温度高应适当放风。移栽前 5～7 d揭

开农膜炼苗，4～5片真叶时起苗定植。

4 定植

在中等肥力条件下，结合整地施优质有机肥

75 000 kg/hm2、尿素 225～300 kg/hm2、普通过磷酸

钙 600 kg/hm2、硫酸钾 150～225 kg/hm2，也可在化

学肥料施用量减少 10%的基础上，增施 AM菌肥

15 000 mL/hm2 或农大哥复合生物肥 75 kg/hm2［5］。

采用覆膜垄植沟灌，垄宽 40 cm，垄高 15 cm，沟

宽 30 cm。按照 35 cm株距在垄上挖穴定植，每穴

1株，每垄 2行，定植 81 000株/hm2左右。

5 田间管理

定植后要及时灌水，以促进缓苗。莲座叶形

成前适当控制水分蹲苗，促进形成强健的根系和

繁茂的叶丛。叶片肥厚、已长出 2个叶环、心叶

与莲座叶平头时茎部开始肥大，此时结束蹲苗并

及时浇水、追施速效氮肥与钾肥，由控转为促。

可采用交替灌溉技术，生育期内总共灌水 6 次，

总灌水量为 1 260 m3/hm2。其中种（定）植至定苗期

灌水 2次，每次灌水量为 270 m3/hm2；莲座期灌水

2次，每次灌水量为 180 m3/hm2；肉质茎膨大期灌

水 2次，每次灌水量为 180 m3/hm2。莲座期结合浇

水追施尿素 150 kg/hm2、硫酸钾 75 kg/hm2，肉质茎

膨大期结合浇水追肥 2 次，每次追施尿素 150

kg/hm2、硫酸钾 75 kg/hm2。收获前 20 d禁止追施

化学肥料。

6 病虫害防治

6.1 病害防治

莴笋主要病害有霜霉病、菌核病、灰霉病、

软腐病等。霜霉病发病初期选用 64%噁霜灵·锰锌

可湿性粉剂 600～800倍液，或 75%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 500倍液，或 72.2%霜霉威可湿性粉剂 600～

800 倍液喷雾防治，每隔 7～10 d 喷 1 次，连喷

2～3次。菌核病发病初期用 50%腐霉利可湿性粉

剂 1 000倍液，或 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1 000倍

液喷雾防治，每隔 7～10 d喷 1次，连喷 2～3次。

灰霉病用 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或

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

7～10 d喷 1次，连喷 2～3次。软腐病发病初期

喷洒 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4 000倍液，

或 14%络氨铜水剂 300倍液防治，间隔 7～10 d喷

1次，共喷 2次。

6.2 虫害防治

莴笋主要虫害为蚜虫，可利用黄板诱杀，或

铺设银灰色地膜条驱避蚜虫。发生量大时可用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2 000～3 000 倍液，或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 500倍液，或 0.2％苦参

碱水剂 800倍液喷雾防治，间隔 6～7 d喷 1次，

连喷 2～3次。

7 采收

当植株主茎顶端与最高叶片的叶尖相平时为

收获适期，这时茎部已充分肥大，品质脆嫩，如

收获太晚，花茎伸长，纤维增多，肉质变硬甚至

中空，品质降低，所以一定要注意适时采收。收

获前 20 d禁止使用化学农药或氮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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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无叶豌豆新品种武豌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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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半无叶豌豆新品种武豌 1号的特征特性、产量表现、抗性表现、适种区域，并从施肥、播
种、水肥管理、病虫草害防治、适时采收等方面介绍了该品种的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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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腾格里沙漠南缘，

海拔 1 640～2 600 m，年平均气温 6.6℃，年降水

量 300 mm，年日照时数 2 852 h，无霜期 150 d左

右。全县有耕地 7.33万 hm2，正常年景农作物播

种面积 5.67万 hm2左右。豌豆是四大粮食作物之

一，在山川不同类型区域均有种植。年播种面积

达 8 200 hm2，产量 1.6 万 kg，占粮食总产量的

10%。目前全县种植的豌豆品种退化、混杂严重，

产量越来越低，更为重要的是种植品种的一些农

艺性状不能满足新型种植模式的要求。为了使豌

豆品种不断更新换代，丰富栽培品种类型，满足

市场、生产的需求，增加农民收入，培育适应水

地种植，抗病、高产、早熟等多种类型的豌豆品

种势在必行［ 1 - 5］。武豌 1号 2010年 4月通过甘肃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现将其特性及栽

培技术总结如下。

1 品种来源

武豌 1号是古浪县良种场于 1989—2005年采

用 6亲本复合杂交、系统选育而成的半无叶豌豆

新品种。

2 特征特性

武豌 1号叶色深绿，根系发达，须根多，植

株矮，节间短，生长健壮，株高 75 cm左右。节

间短而粗，茎壁厚，每节只着生一片羽状托叶；

小叶突变成一根卷须，卷须顶端分生 5 根侧须，

每根侧须上生有 5根毛须，属半无叶型。卷须相

互缠绕形成一个整体，使植株呈直立生长，抗倒

能力强。第 10～11 节着生花序，以后每节均有

花。花白色，荚稍扁而长形，长 5～8 cm，宽 1.1

cm，双荚率高，豆荚比麻豌豆长 1～3 cm、宽 0.43

cm。单荚种子 5～8粒，比麻豌豆多 1～3粒，圆

球形，嫩籽粒淡绿色，成熟籽粒呈白色，千粒重

220 g，高于麻豌豆 60 g。表面光滑，属嫩粒和干

粒兼用型豌豆。生育期 90～95 d。

2008年 10月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测试中心检

测，武豌 1号籽粒含粗蛋白质 253.9 g/kg（干基）、

粗淀粉 545.4 g/kg、赖氨酸 19.8 g/kg、粗脂肪 14.2

g/kg、水分 106 g/kg。

3 产量表现

1999—2005年在武威市参加品比试验，武豌

1号平均产量 7 627.5 kg/hm2，比对照当地主栽品

种麻豌豆增产 21.7%；2006— 2007年参加武威市

多点试验，武豌 1号在 10点（次）均增产，平均产

量 6 411.0 kg/hm2，较对照品种麻豌豆增产 36.5%；

2005— 2007 年参加武威市生产试验，3 a 15点

（次）种植面积 0.63 hm2，武豌 1 号平均产量

5 102.4 kg/hm2，比对照品种麻豌豆增产 15.8%。

2007—2009年进行示范种植。2007年在古浪县新

49.
［5］ 张玉鑫，王晓巍，王志伟，等. 化肥减量配施生物菌

肥对 4 种高原夏菜的影响［J］. 甘肃农业科技，2014

（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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