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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乌鞘岭北麓，腾

格里沙漠南缘，土地面积广阔，光热资源丰富。

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山地、川地、沙地各占 1/3，

平均海拔 2 500 m，年均气温 5.57℃，降水量 250

mm 左右，蒸发量 2 500 mm 以上，年日照时数

2 663～2 852 h，气温日较差大 14℃［ 1－4］，适宜日

光温室栽培。古浪县日光温室生产起步于 1994

年，经历了起步（1994— 2000年），自然发展

（2001— 2005年）和快速发展（2006年至今）三个阶

段。2006年以来，随着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项目

的实施，全县把日光温室生产作为推进农业结构

调整、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措施来抓，初步形成了山区人参果、食用菌，河

灌区果树、精细蔬菜和井黄灌区精细蔬菜 3个不

同种植区，截止 2014 年全县日光温室面积达到

0.10万 hm2。为了促进古浪县日光温室蔬菜生产可

持续发展，我们调查分析了古浪县日光温室发展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 发展现状

全县共有日光温室 0.10 万 hm2，其中蔬菜日

光温室 660.27 hm2，果树日光温室 259.53 hm2，食

用菌日光温室 106.87 hm2。2014年种植 576.27 hm2

（食用菌 4.6 hm2，人参果 20.33 hm2，葡萄 259.53

hm2，油桃 17.40 hm2，蔬菜 277.40 hm2）。经调查，

2013— 2014年，长 60 m的日光温室平均产量为

1 966 kg，棚均产值为 8 207元，棚均生产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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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根据纳污控制要求，全部取缔县城区排污口，

集中进入污水管网。加大对涉水违法行为的监查

力度，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拒不缴纳、拖延缴

纳或拖欠水资源费的行为，依法进行严厉惩处。

4 结语

水资源是维系高台县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

水利部门要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优化配置，

统筹考虑地表水、地下水、雨水及城市污水等的

综合利用，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水资源污染。

要确实转变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现状，同时加

大水利工程投资，保证水利工程能够最大限度的

发挥效益，实现全县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以

保障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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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0元，棚均纯收入为 6 277元。不同作物种类

效益分别为：日光温室辣椒一大茬栽培模式下的

辣椒平均产量为 2 247 kg，平均产值为 10 794元，

扣除当年投入 2 378元，平均纯收入为 8 416元，

产投比为 4.5∶1，单方水效益为 49元。日光温室

番茄一大茬栽培模式下的番茄平均产量为 4 205

kg，平均产值为 9 020 元，扣除当年投入 2 091

元，平均纯收入为 6 929元，产投比为 4.3∶1，单

方水效益为 41元。日光温室人参果一大茬栽培模

式下的人参果平均产量为 1 746 kg，平均产值为

8 133元，扣除当年投入 1 576元，平均纯收入为

6 557元，产投比为 5.2∶1，单方水效益为 30元。

日光温室葡萄栽培模式下的葡萄平均产量为 1 300

kg，平均产值为 15 600元，扣除当年投入 2 214

元，平均纯收入为 13 386 元，产投比为 5.9∶1，

单方水效益为 40元。

全县从事日光温室服务的技术人员 182 名，

其中县级专业技术人员 33名（蔬菜 23名、食用菌

3名、果树 7个），乡镇技术人员 65名，村科技助

理员 34名，农民技术员 50名。县、乡、村三级

技术人员实行分级包抓责任制，深入村组，蹲点

指导，跟踪服务，重点做好日光温室建设的技术

指导和质量监管工作。全县先后建成蔬菜育苗基

地 5个，分别是古浪县蔬菜育苗中心、古浪县日

光温室示范园、土门农市场育苗基地、永丰滩乡

庵门村育苗基地、土门育苗中心。共建成育苗温

室 19座，塑料大棚 7座，年繁育优质种苗 780万

株以上，可满足县境内 466.67多 hm2日光温室的

种苗供应。全县先后成立了具有一定服务功能的

蔬菜专业合作社 11 个，如绿鑫、高峡平湖、民

欣、裕农等。并于 2006年成立了古浪县华伟蔬菜

保鲜有限责任公司，总建设面积 760 m3，库容量

600 t，为全县蔬菜产品的产后服务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2 存在问题

2.1 日光温室建设费用高

日光温室是高投入、高产出的新型产业。一

座长 60 m 的日光温室仅建设成本达到 6.4 万元。

每年的生产费用 4 228 元，其中折旧性生产费用

2 213元，一次性生产费用 2 015元。由于全县经

济条件有限，县上配套资金不足，部分农户难以

承担高额的建棚费用和生产投入，致使农户对日

光温室建设产生消极情绪［ 5 - 6］。

2.2 配套设施滞后

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在日光温室建成后，渠、

路、电、管理房、蓄水池等配套设施相对滞后。

目前累计配套氧化池 491.93 hm2，蓄水池 188.33

hm2，电力 606.40 hm2，分别占 54.6%、21.7%和

67.4%，且部分日光温室电路负荷有限，无法正常

使用水泵、滴灌、防冻等电力设施，给日光温室

正常生产造成困难。

2.3 部分棚体质量差

由于全县大部分日光温室由乡镇承建，建设

中乡镇通过干部贷款、银行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

给乡镇带来巨大负债，干部为难情绪严重。同时

在建设中，县上下达任务后乡镇为完任务而建设，

导致部分乡镇未严格按照《古浪县日光温室建造技

术规程》要求进行规范建设，造成部分棚体质量

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7］。

2.4 市场风险大

日光温室是高投入，高产出的技术密集型产

业，市场价格对日光温室效益具有决定作用［ 8］。

全县日光温室生产由于缺少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

对市场信息把握不准，应对市场能力弱，经济效

益不稳。经调查，2013— 2014年日光温室辣椒前

期平均价格 4 元 /kg，中期有所上涨，为 10

元 /kg，后期价格又回落到 2 元 /kg，市场波动对

日光温室效益影响明显。

2.5 生产管理粗放

由于全县大部分日光温室由乡镇承建，给农

户造成了“日光温室生产是政府行为”的错觉，农

户的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导致全县大部分日

光温室种植户等、靠、要思想严重，温室管理粗

放，效益不佳［ 9］。同时，日光温室生产是技术密

集型产业，对生产者要求较高，而全县从事日光

温室果蔬种植的农户 80%以上为老人和妇女，他

们思想保守，文化素质低，接受能力弱，影响了

日光温室正常效益的发挥［ 10］。

2.6 比较效益低

经调查，2003—2014年日光温室蔬菜棚均纯

收入 7 300元，但日光温室生产成本高、周期长，

劳动强度大，而山区黄羊川、十八里堡等乡镇种

植的高原夏菜平均纯收入在 75 000元 /hm2 以上，

川区玉米和向日葵等经济作物平均纯收入在

22 500元 /hm2以上，且生产投入低，周期短，劳

动强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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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建议

3.1 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农民生产积极性

要建立政府投入为引导、农户投入为主体、

银行贷款为支撑、其它投入为补充的资金支撑体

系。一是对新建日光温室种植农户，特别是经济

条件较差的农户，要加大贷款扶持力度，及时兑

付建设资金，以解决日光温室建设资金短缺的问

题；二是加大对旧棚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对种

植农户协调小额担保贷款，农行、信用联社等金

融部门要重点支持发展现代农业，让农户及时更

换棚膜、草帘，加固钢梁，维修墙体，保证旧棚

发挥正常效益；三是鼓励农户自主建设，降低成

本。每座日光温室造价 6.4万元，其中材料费 3.9

万元，施工费 2.5万元，如农户投工投劳，造价可

控制在 4万元以内。

3.2 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日光温室后续管理

要尽快配套已建日光温室的基础设施，对棚

体质量较差的旧棚要进行加固和改造提升，对新

建的日光温室要一次性建设好附属设施，确保所

有已建日光温室能正常生产。一要严格建棚质量，

在建棚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古浪县日光温室建造

技术规程》要求进行规范建棚，对建棚材料进行严

格审验把关，在墙体建设中，做到阳土还原。二

要加大重点示范点基础设施配套，要提前做好渠、

路、林、水、电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及早谋划项

目，做到先配套再建设。三要强化督促检查，做

到当年建设，当年建成，当年见效。

3.3 优化区域布局，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宜菜则菜、宜果

则果的原则，结合全县实际，重点在南部山区发

展人参果产业，在河水灌区发展葡萄产业，在井

水灌区发展茄果类蔬菜，每个产业面积达到

333.33 hm2以上，形成优势区域，增加经济收入。

一是逐步扩大井黄灌区精细蔬菜种植区规模，土

门镇、永丰滩乡和黄花滩乡等日光温室发展比较

好的地方，群众积极性高，应鼓励发展日光温室

精细蔬菜。二是扩大以泗水镇、定宁镇为中心的

河灌区日光温室果树生产区，泗水镇日光温室红

提葡萄产业已初具规模，劳动强度小，发展优势

明显，可以在周边乡镇适当推广发展。三是扩大

以山区古丰乡、十八里堡乡、黑松驿镇为中心的

日光温室人参果和食用菌产业区。南部山区适合

反季节食用菌栽培，生产技术容易掌握，节水效

果好，经济效益明显，适宜推广发展。四是扩大

蔬菜育苗基地规模和筹建食用菌菌种场，以满足

全县设施蔬菜种植需求。

3.4 重视农民技术培训，提高实用技术的普及率

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大力开展

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工作，重点培

训标准化栽培技术、集约化育苗、病虫害防控、

产品采后处理等技术，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保证把日光温室

生产技术普及到千家万户，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

应用，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科技含量。

3.5 拓展销售市场，促进日光温室产业健康发展

牢固树立以销促产、以销提效、以销强农的

理念。一是加大“名、优、特”蔬菜宣传力度。通过

报刊、电视、农业信息网络等媒体，宣传古浪水

果、蔬菜产品的特点和优势，扩大古浪日光温室

蔬菜产品的知名度。二是壮大农产品营销队伍。

建立蔬菜批发市场，稳定销售客户源，支持销售

代理商赴全县各地收购，在批发市场统一销售；

建立销售信息平台，及时公布市场信息和销售价

格，实现生产与市场对接和产品及时销售；积极

争取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和壮大龙头

企业，不断扩大现有蔬菜保鲜库的储藏能力，在

全县重点蔬菜生产区域尽快建成 500 ~ 2 000 t蔬菜

保鲜库，提高对蔬菜购销的调控能力；三是制定

优惠政策，鼓励和引进蔬菜深加工企业，延伸蔬

菜产业链，提高蔬菜附加值，进一步拓宽市场空

间，推动我县日光温室蔬菜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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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为豆科植物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原
ralensis Fisch.）、胀果甘草（Glycyrrhiza inflate Bat.）

和光果甘草（Glycyrrhiza glabra L.）的干燥根及根

茎［ 1］，是一种应用极广的中药材，素有“十方九

草”之称。甘草地下根和根茎极发达，具有较强的

抗旱、抗寒、耐盐碱和防风固沙的能力，喜生于

干旱、半干旱地区钙质土上［ 2］。其根作为药用，

性平、味甘，功能为补脾益气，清热解毒，止咳

祛痰，调和诸药，近年也用于治慢性肝炎及抗癌

药物［ 3］。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甘草提取物对艾滋

病毒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的医学专家认为甘

草是治疗艾滋病最理想、最有前途的药物［ 4］。除

药用外，还用于食品、饲料、烟草、日化及畜牧

业等，年需量达 215万 t，既是出口的大宗品种，

也是国家专营的 4种药材之一［ 5］。

甘草作为重要的传统中药，市场需求稳中有

升。多年来，由于无计划盲目采挖，野生甘草资

源趋于匮乏，对环境的破坏也非常严重。2000年，

国务院发文明令禁止对甘草的掠夺性开发，加之

天然资源缺乏，甘草人工栽培已成为必然趋势。

甘草育苗移栽是甘草人工栽培的关键，如何培育

甘草优质种苗，已成为甘草栽培成功的关键因素

之一。全膜覆盖栽培最大的优势是具有覆盖抑蒸、

提高地温的作用。甘草播种后降水从出苗孔渗入，

全膜覆盖抑制蒸发，保墒效果明显，提高了水分

利用率，增强了甘草应对干旱的能力；全膜覆盖

有效提高地温，加快甘草提早出苗，保全苗。兰

州邦夫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不同育苗模式进行

试验探索，总结出了甘草全膜覆盖穴播育苗技术。

1 品种选择

选择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2 选地

甘草育苗地宜选择土壤肥沃、质地疏松、保

水保肥、排水良好的土地，pH 6.5～8.5，前茬以

玉米、小麦、大麦、瓜地为佳，忌甜菜、向日葵

茬和重盐碱地。大规模种植时，应选择有利于实

行机械化生产、集约化经营、规范化管理的地

块［ 6］。

3 整地施肥

甘草根系入土深，犁地深度达到 30 cm以上最

好。秋季结合深耕施足底肥，以充分腐熟的厩肥

为好，深耕后耙耱平整田地。甘草根有根瘤菌，

可适当减少氮肥量，N、P2O5、K2O 配比为 1∶

2.6∶2.4。结合整地施入腐熟农家肥 7.5万 kg/hm2、

摘要：从品种选择、选地、整地施肥、种子处理、覆膜、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及移栽等方面
介绍了甘草全膜覆盖穴播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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