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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近几年的生产实践，总结提出了凉州区日光温室秋冬茬黄瓜—早春茬番茄年两茬高产高效栽
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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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日光温室发展

速度迅猛，截止 2014年底，全区累计建成节能日

光温室 6 600 hm2，是甘肃省设施蔬菜生产面积最

大县区［ 1 - 6］。在近几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武威

市凉州区农业科技人员探索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

高效生产模式，其中秋冬茬黄瓜—早春茬番茄两

茬高产高效生产模式因茬口搭配合理、销售价格

高、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显著，在当地深受广

大种植户好评。2014— 2015 年生产年度，秋冬

茬黄瓜—早春茬番茄一年两茬栽培平均总产量达

133 875 kg/hm2，总产值为 373 155元/hm2，生产成

本总投入 70 230 元 /hm2，纯收入高达 302 925

元 /hm2。灌水量 6 360 m3/hm2，水效益 47.6元 /m3。

现将凉州区日光温室秋冬茬黄瓜—早春茬番茄一

年两茬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 品种选择及茬口安排

黄瓜品种选用津优 35号、津优 38 号、夏多

星等，番茄品种选用粉达利、迪芬尼、思贝德、

惠裕等。黄瓜一般于 7—8月播种，8—9月定植，

9— 10月采收，翌年 1月拉秧；番茄一般于 9月

上中旬育苗，11月中旬至 12月上旬定植，翌年 1

月上旬至下旬开始采收， 6—7月拉秧。

2 秋冬茬黄瓜栽培技术要点

2.1 育苗
2.1.1 苗床准备 选择肥沃耕作土和腐熟农家

肥，过筛后按 7∶3 的比例混匀铺于苗床上，厚

约 10 cm。用 68%金雷水分散粒剂 5～10 g/m2，

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 g/m2 用适量细土拌匀

制成药土，2/3 撒在苗床面上，1/3 用于覆盖种

子。

2.1.2 种子处理 用 55℃温水浸种 15 min，并不

断搅拌，待水温降至 30℃左右时停止搅拌，浸泡

6～8 h后捞出洗净，在 25～30℃条件下催芽，每

24 h用 25℃清水清洗 1～2次。

2.1.3 播种 当催芽种子 70%～80%露白时即可播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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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苗期温度管理 黄瓜播种至出苗，白天温

度保持在 25～30℃，夜间温度保持在 15～20℃。

出苗后，白天温度保持在 20～25℃，夜间温度保

持在 10～15℃。第 1片叶展开后，白天温度保持

在 25～28℃，夜间温度保持在 15～18℃。5～6

片叶时，白天温度保持在 20～25℃，夜间温度保

持在 12～16℃。定植前 5～6 d，白天温度保持在

25～28℃，夜间温度保持在 8～10℃。

2.2 定植前准备

2.2.1 整地施肥 定植前结合整地施优质腐熟农

家肥 75 000 kg/hm2、尿素 300 kg/hm2、磷酸二铵

300～450 kg/hm2、硫酸钾 150 kg/hm2、普通过磷酸

钙 750～1 500 kg/hm2。

2.2.2 温室消毒 定植前 7～10 d，按温室空间

用 75%达科宁（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1.0 g /m3+80%

敌敌畏乳油 0.1 g/m3与适量锯末混匀后熏蒸 24 h。

同时可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30.0～37.5

kg/hm2、或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30.0～

37.5 kg/hm2与 300 kg细干土拌匀后撒入土壤中进

行土壤消毒。

2.3 定植

黄瓜定植时以苗龄 20 d左右、株高 10 cm左

右，茎粗 0.8 cm以上、3～4 片真叶的壮苗为宜。

或选用工厂化集中育成的优质苗进行定植。采用

宽窄行覆膜起垄栽培方式，垄宽 70 cm，垄沟宽

50 cm，每垄按株距定植 2行。

2.4 定植后的管理

2.4.1 温度管理 黄瓜定植至缓苗期白天温度保

持在 25～30℃，夜间温度保持在 15～20℃。缓

苗后至结果期白天温度保持在 25℃左右，超过 30

℃时放风降温排湿，降至 20℃时闭棚，前半夜温

度保持在 15℃以上，后半夜温度保持在 10～13

℃。结果期白天温度保持在 25～30℃，前半夜温

度保持在 15～20 ℃，后半夜温度保持在 10～15

℃。

2.4.2 水肥管理 黄瓜定植后 3～5 d灌 1次缓苗

水，待根瓜坐住后开始灌水，每 10～15 d灌水 1

次。采用膜下暗灌，灌水量以 300 m3/hm2 左右为

宜。每次随水追施磷酸二铵 75 kg/hm2、尿素 75

kg/hm2、硫酸钾 75 kg/hm2。

2.4.3 光照管理 清除棚膜上的灰尘和杂物，保持

棚膜洁净。在温室后墙上张挂反光幕，增强光照。

2.4.4 植株调整 黄瓜长至 7～8 片叶后进行吊

蔓，龙头接近架顶时进行落蔓；及时摘除老叶、

黄叶、病叶、卷须等。

2.5 采收

根瓜及时及早采收。盛果期每 3～4 d采收 1

次。采收一般在早晨进行，以保证黄瓜瓜条含水

量大，品质鲜嫩。

3 早春茬番茄栽培技术要点

3.1 育苗

3.1.1 苗床准备 同黄瓜育苗。

3.1.2 种子处理 用 55℃温水浸种 15 min，并不

断搅拌，水温降到 30 ℃左右时停止搅拌，浸泡

6～8 h后捞出洗净，在 25～30℃条件下催芽，每

24 h 用 25 ℃清水清洗 1～2次。用 100 g/kg 磷酸

三钠溶液浸种 20 min可预防病毒病发生。

3.1.3 播种 当催芽种子 70%～80%露白时即可

播种。

3.1.4 苗期温度管理 播种至齐苗白天温度保持

在 28～30℃，夜间温度保持在 18～20℃。出苗

后及时揭膜，白天温度保持在 25℃左右，夜间温

度保持在 15～16℃。

3.2 适时定植

于 11月中旬至 12月上旬，当番茄幼苗 4～5

片真叶时，将前茬黄瓜拉秧清洁田园后按株距

35～40 cm定植。

3.3 定植后的管理

3.3.1 温度管理 番茄缓苗期，白天温度保持在

25～28℃，夜间温度保持在 15～20℃。开花至结

果期白天温度保持在 22～25℃，夜间温度保持在

10～15℃；结果期白天温度保持在 25～28℃，超

过 28℃放风，低于 20℃闭风，低于 15℃盖草帘

保温，前半夜温度保持在 13～15℃，后半夜温度

保持在 8～13℃。

3.3.2 水肥管理 番茄定植时浇稳苗水，5～7 d

后浇缓苗水。第 1穗果实膨大时开始浇第 1次水，

以后每逢穗果实膨大时浇水 1次，浇水量以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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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hm2 为宜。每次随水追施磷二铵 75 kg/hm2、尿

素 45 kg/hm2、硫酸钾 120 kg/hm2。

3.3.3 光照管理 清除棚膜上的灰尘和杂物，保

持棚膜洁净。在温室后墙上张挂反光幕，增强光

照。

3.3.4 植株调整 采用单秆整枝，及时吊蔓，摘除

下部黄、病叶。

3.3.5 保花疏果 用番茄灵等蘸花保果，并在其中

加入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防治灰霉

病。大果型品种每穗选留 3～4果，中小果型品种

每穗留 4～6果。

3.4 采收

应及早采收第 1穗果。粉果型品种果实变红

适时早收，大红果耐贮运型品种变红后不需及时

采收，可根据市场价格适当推迟采收时期。

4 病虫防治

常见病害有霜霉病、细菌性角斑病、叶霉

病、晚疫病、早疫病。主要虫害有白粉虱、蚜

虫。

4.1 霜霉病

发病前可用 70%安泰生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
或 75%达科宁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喷雾进行预防。

发现中心病株后可选用 68.75%银法利悬浮剂 600

倍液，或 0.3%丁子香酚可溶性水剂 1 000 倍液，

或 68%金雷水分散粒剂 600～800倍液，或 25%阿

米西达悬浮剂 1 500倍液交替进行叶面喷雾，每隔

5～7 d 喷 1 次，连喷 3～4 次，喷药量为 675

kg/hm2。

4.2 细菌性角斑病

发病初期可选用 72%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4 000倍液，或 47%春雷·王铜（加瑞农）可湿性粉

剂 800倍液进行叶面喷雾，每 7～10 d喷 1次，连

喷 2～3次。若细菌性角斑病与霜霉病混合发生

时，可用 47%春雷·王铜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或

77%可杀得悬浮剂 500倍液叶面喷雾防治，每 5～

7 d喷 1次，连喷 3～4次。

4.3 叶霉病

发病初期用 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

或 47%春雷·王铜（加瑞农）可湿性粉剂 800～1 000

倍液，或 10%世高水分散粒剂 1 500倍液交替进行

叶面喷雾，每 7～10 d喷 1次，连喷 2～3次。阴

雨（雪）天用 45%百菌清烟剂 3 750～4 500 g/hm2熏

蒸防治，每 10 d熏 1次，连熏 2次。

4.4 晚疫病

田间发现中心病株时，可用 72.2%普力克水

剂 600～800倍液，或 68%金雷水分散粒剂 500～

600 倍液，或 68.75%银法利悬浮剂 600～800 倍

液等药剂交替喷雾，每 7～10 d 喷 1 次，连喷

2～3次。

4.5 早疫病

发病前可用 70%安泰生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

喷雾预防。发病初期用 75%达科宁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或 68%金雷水分散粒剂 600倍液，或 10%

世高水分散粒剂 1 500倍液交替喷雾防治，每 7～

10 d喷 1次，连喷 2～3次。同时可用 50%扑海因

可湿性粉剂 50倍液涂抹病部。

4.6 白粉虱、蚜虫

白粉虱、蚜虫发生前可用 10%异丙威烟剂 6.0

kg/hm2熏蒸进行预防。发生时可用 70%艾美乐水

分散粒剂 10 000倍液，或 25%阿克泰水分散粒剂

3 000～5 000 倍液，或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 500～2 000倍液交替喷雾防治。每 7～10 d喷 1

次，连喷 2～3次。

参考文献：

［1］ 张 柏，王玉忠，张丽萍. 凉州区日光温室蔬菜生产
现状与发展对策［J］. 甘肃农业科技，2012（2）：41-
43.

［2］ 赵丽玲，赵贵宾. 甘肃省设施蔬菜生产现状及发展措
施［J］. 甘肃农业科技，2014（2）：52-55.

［3］ 柴 洁，王玉忠. 凉州区日光温室蔬菜几种主要高产
高效栽培模式［J］. 甘肃农业科技，2015（9）：97-99.

［4］ 王玉忠，张丽萍. 甘肃凉州日光温室和大棚一托一发
展模式［J］. 中国蔬菜，2011（21）：51-52.

［5］ 张丽萍，王玉忠. 凉州区 5种日光温室辣椒栽培技术
［J］. 甘肃农业科技，2013（5）：56-57.

［6］ 张学斌，邱仲华. 甘肃省设施蔬菜产业发展对策的探
讨［J］. 农业工程技术（温室园艺），2011（6）：26-27；
29.

（本文责编：郑立龙）

9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