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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基地选择、整地起垄、品种及种苗选择、定植、定植后管理、病虫害防治、适时采收等方面
介绍了临夏县夏季草莓栽培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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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为宿根性多年生草本植物，属蔷薇科草

莓属。草莓果实外观呈心形，鲜美红嫩，果肉多

汁，酸甜可口，具有特殊的浓郁水果芳香，色、

香、味俱佳，营养价值高，维生素 C 含量丰富，

有帮助消化之功效，被誉为“水果皇后”［ 1 - 4］。临夏

县夏季凉爽，种植草莓的土桥镇曹家村地势平坦，

海拔 1 950 m，年平均气温 6.5℃，年降水量 560

mm，无霜期 155 d左右，土壤属黄麻土，土层深

厚，自流灌溉。为了进一步带动提升农业生产效

益，我们引进草莓新品种，总结出了适宜临夏县

夏季草莓主要栽培技术，现介绍如下。

1 基地选择与设施建设

基地田间纵向修建水泥路 1条，横向修建沙

路 3条，沙路两面用“U”型槽修建水渠，并在水渠

边架设电源，确保了水、电、路通畅。修建 150

m3蓄水池 6个，按长度 50～80 m，跨度 6 m的标

准搭建拱棚。

2 整地起垄

起垄前撒施“田野”有机肥（N-P2O5-K2O为

8-5-3）1 500 kg/hm2、发酵鸡粪 22 500 kg/hm2、氮

磷钾三元复合肥（N-P2O5-K2O为 15-15-15）450

kg/hm2。然后用旋耕机将地旋平，旋细，按 6 m为

8.2 间苗定苗

3叶期间苗，拔除弱苗、杂苗、高脚苗。4～5

片真叶时定苗，株距 3～4 cm。

8.3 追肥

苗期（4～5叶期）追施尿素 37.5 kg/hm2，蕾薹期

（现蕾至抽薹）追施尿素 30.0～45.0 kg/hm2。

8.4 虫害防治

主要害虫为跳甲和蚜虫。跳甲发生时，用

48%毒死蜱乳油 750 g/hm2对水 375 kg，或 2.5%溴

氰菊酯乳油 750 g/hm2对水 450 kg田间喷雾防治。

蚜虫发生时，用 40％乐果乳油 375 g/hm2对水 300

kg，或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25 g/hm2 对水 225

kg田间喷雾防治。

9 收获

油菜田 70%～80％植株角果呈蜡黄色时收获，

并堆放后熟。

10 脱粒及入库

堆放 7 d左右时进行脱粒，脱粒后的籽粒要

进行充分晾晒，种子含水量≤90 g/kg 时方可入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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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棚划分小区，搭建钢架拱棚。小区内用开沟机开

沟起垄，两侧作 50 cm半垄 2条，中间作 100 cm

全垄 5条。一般采用大垄双行栽培，垄面宽 60～

70 cm，垄高 30～40 cm，垄沟兼人行道［ 5］。垄面

上铺设微喷灌滴灌系统。

3 品种及种苗选择

草莓品种选择自美国加州的中日性、高产、早

熟、果实硬度高、耐储运，较抗炭疽病、灰霉病、

红蜘蛛的品种阿尔比、圣安德瑞斯等。种苗选用组

培脱毒苗，或采用三级育苗体系繁育的无病毒苗，

苗龄 40～60 d，4叶 1心，无病虫，根系完整。

4 定植

4月 1日前后选择晴天定植。首先将种苗在

3～5℃低温下放置 120 h，以打破休眠。剪去部分

黑色老根，并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及生根剂蘸根［ 6］。定植时

定向移栽，将苗的弓背向沟道一侧，使花序着生

在同一方向，1穴 1株，以上不埋心、下不露根为

宜。每垄双行，株距 20 cm，行距 50 cm，定植密

度 99 000株 /hm2。

5 定植后管理

5.1 水肥管理

定植后喷透水 1次，7 d内早晚各浇水 1次，

以后保持土壤湿润状态。草莓植株第 2片新叶展

开时，保温 3～5 d 后喷施 5～10 mg/L 赤霉素 1

次，每株喷施 5 mL，以打破休眠，促进花芽分化。

草莓从定植至开花需肥较多，通常在果实膨大期和

采收始期穴施“田野”有机肥（N-P2O5-K2O为8-5-3）

375 kg/hm2，或氮磷钾三元复合肥（N- P2O5-K2O为

15-15-15）225 kg/hm2［ 7］。也可喷施 1～2 g/kg磷酸

二氢钾 2～3次。成花期不喷肥。以后每隔 20 d随

水交替追施 1次。

5.2 中耕除草

草莓植株恢复生长后及时浅中耕，去除枯、

死、病残叶，对以后长出的茎原则上全部去除。

从定植缓苗后到覆膜前，可用 70%甲基托布津可

湿性粉剂 1 000倍液在地表喷雾，并防除杂草 1～

2次 ［ 8］。缓苗后及时铺设黑色除草地膜，打孔放

苗，温度控制在 25～30℃。

5.3 植株调整

草莓生长期及时摘去老叶病叶，叶片始终保

持 6～8片。为了减少养分消耗，应剪去匍匐茎，

掰弱茎，留壮腋芽 1个。通常每个果穗留果实 4～

5个。也可在苗期按说明喷施多效唑，以抑制匍匐

茎的发生和植株营养生长，促进生殖生长，使植

株高度保持在 20～25 cm。

6 病虫害防治

夏季草莓主要病害有灰霉病、白粉病、炭疽

病，虫害主要有红蜘蛛、蚜虫及地下害虫。灰霉

病主要危害果实，花瓣、花萼、果梗、叶片及叶

柄均可感染。发生时可用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1 000

倍液喷雾防治。白粉病主要危害叶片、叶柄、果

实、果柄等部位，可用 12.5%腈菌唑乳油 1 000倍

液喷雾防治。炭疽病主要危害匍匐茎、叶柄、叶

片、托叶，花、果实也可感染，可用 70%甲基托

布津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喷雾防治。红蜘蛛用

1.8%阿维菌素乳油 1 500～2 000倍液，或 10%吡

虫啉可湿性粉剂 1 5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用 20%

杀灭菊酯乳油 5 000～8 000倍液，或 10%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 1 500倍液喷雾防治。

7 适时采收

草莓果实发育期为 20～25 d，通常于 6月上

中旬果实色度达 70%以上开始采收，高峰期每隔

1～2 d采收 1次。采收时要带果柄，一般在距萼

片 1 cm处折断，切忌堆放和搬运时挤压。并轻拿

轻放，剔除畸形、病虫果，分级包装后置 0～2℃

保鲜库冷藏后及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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