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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1�a 内修剪 3 次为好， 第 1 次在 3 月初， 每株留
4～6 个枝， 每枝留花芽 3 个； 第 2 次在花谢后，
及时剪去残花； 第 3 次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
疏剪各种病虫枝、 枯枝、 重叠枝、 内向枝、 交叉
枝和徒长枝。 对于有发展空间的徒长枝， 留适当
长度进行短截， 以填空补缺。 对细弱枝和衰老枝
可重短截， 以刺激不定芽和隐芽萌发。
4.2 肥水管理

栽植后第 1 年一般不施肥。 从第 2 年开始每
年施肥 2 次， 第 1 次在“清明”前后， 施磷酸二铵
600�kg/hm2； 第 2 次在入冬前， 施有机肥 15�000�
kg/hm2+ 磷酸二铵 600�kg/hm2。 施肥方法以环状或
辐射状开沟交替进行。 灌水以宁干勿湿为原则，
如遇春旱时适当浇水， 以补充土壤水分的不足。
苗木生长期间要及时中耕除草。
5���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要以早期预防为主， 一般每年 2 月
中下旬用 3°Be石硫合剂全株喷雾， 3月初用 3%辛
硫磷颗粒剂 300�kg/hm2 撒施地面； 花后每隔 30～40�
d 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喷

雾。 10月下旬叶片干枯后， 及时清扫落叶， 并集中
烧毁或深埋， 以减少来年病虫害的发生。
6���适时采收

作为油料时， 在果皮变黄、 种皮变黑， 即种
子完全成熟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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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大棚是甘肃东部平凉市和庆阳市的一种
最重要的设施蔬菜生产类型［1�］， 大棚蔬菜生产面
积约占设施蔬菜总面积的 85%以上。 陇东河谷区
海拔 890～1�100�m， 年平均气温 8.5～9.5�℃， 年
平均降水量 450～700�mm， 无霜期 140～180�d，
属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 多年来， 大棚蔬菜生产
以传统的一年两茬， 即春提早和秋延后为主。 蔬
菜生产从 4 月上旬开始， 到 10 月中下旬结束， 年

生产时间仅 200～210�d。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土
地和设施大棚生产潜力， 充分利用季节、 地力和光
热等自然资源， 提高大棚蔬菜周年产量和产值， 我
们经过多年试验示范， 在冬春寒冷季节， 通过集成
塑料大棚多层覆盖、 穴盘育苗、 新优品种引进和病
虫害综合防控等技术措施， 成功总结出了塑料大棚
冬茬蒜苗 -春提早薄皮甜瓜 -秋延后番茄周年生产
技术， 使大棚蔬菜生产由传统的一年两茬变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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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茬， 实现了周年生产， 越冬茬蒜苗产量 38�400�
kg/hm2， 产值 115�200元/hm2； 春提早茬薄皮甜瓜产
量 51�750�kg/hm2， 产值 236�250 元/hm2； 秋延后番
茄产量 115�215�kg/hm2， 产值 276�450 元 /hm2； 大
棚全年产值达 627�900 元 /hm2。
1���茬口安排

冬茬蒜苗 10 月上旬播种， 翌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采收； 大棚春提早薄皮甜瓜 2 月上旬温室
穴盘育苗， 3 月上旬定植，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采
收； 大棚秋延后番茄 5 月中旬穴盘育苗， 6 月下旬
定植， 9�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采收。
2���冬茬蒜苗栽培要点
2.1 品种选择

选用休眠期短、 瓣大瓣多、 产量高、 生长快
的品种， 如民乐紫皮大蒜、 金蒜 1 号。
2.2 泡蒜挖根

将蒜头晾晒 2～3�d， 剥下蒜瓣， 去除茎盘，
根据大小对蒜种进行分级（为了使蒜苗生长一致、
便于管理， 必须对蒜种进行分级）， 淘汰煳根、 断
根、 腐烂的蒜瓣， 确保蒜种质量。 然后用 45�℃的
温水将蒜种浸泡 30�h 左右， 使蒜种充分吸水膨胀，
有利于齐苗和培育壮苗。
2.3 精细栽种

陇东河谷区大棚冬茬蒜苗最佳播种时间为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具体播种时间根据当地气温
而定， 通常 5�cm 地温在 18�℃左右即可播种。 播
种前， 沿大棚棚体延伸方向在棚中间留出 40�cm
宽的走道， 然后在走道两边沿棚体延伸方向做宽 1.8�
m 的畦， 按 20～23�cm 的行距开沟， 沟深 10�cm，
再按 5�cm 的株距摆放蒜瓣， 密度 82.5 万株/hm2。
播种深度为 6～7�cm， 覆土厚度一般以埋没蒜瓣的
顶尖为宜。 播后压碎坷垃， 整平地表。
2.4 覆膜及浇水

大蒜播种后立即浇透水 1 次， 水量要求能湿
润蒜头下 10�cm 深的土壤。 浇水 1～2�d 后， 将
33%二甲戊灵乳油 1�500�mL/hm2 对水 450�kg 均匀
喷施地表， 以防草害， 然后用 2�m 宽的普通农用薄
膜覆膜畦面。 冬前一般不需要浇水， 但视苗情和土
壤墒情， 特别干旱时可于 11 月上中旬浇越冬水 1
次。 2月初根据苗情和土壤墒情浇第 1次返青水。
2.5 施肥管理

播前结合整地施入充分腐熟的羊粪 75�000�
kg/hm2、 硫酸钾 600�kg/hm2， 施肥后深耕 30～40�
cm 并耙磨 2 次， 然后精细整地。 早春季节结合浇
第 1 次返青水冲施 58%水溶复合肥 60～75�kg/hm2

或速溶三元复合肥（N-P2O5-K2O为15-15-15）225�
kg/hm2。
2.6 温度管理

播种至出苗前床土温度控制在 20�℃左右。 出
苗后， 白天土温保持在 20�℃左右， 气温控制在
20～25�℃， 超过 25�℃时放风， 防止茎叶徒长。 温
度降至 20�℃时关闭风口， 夜间温度控制在 15～20�
℃。 同时应经常清洁棚面， 增加光照， 促进生长。
2.7 扣棚

10 月底至 11 月初棚内夜间最低温度在 2～3�
℃左右时， 应及时在大棚内搭建第二层拱棚， 保
温防寒。 陇东地区搭建的钢架大棚跨度在 8�m 左
右， 高度 3.0～3.3�m， 棚体中间均有 1 排立柱。 搭
建二层拱棚时， 沿棚体立柱， 在走道两侧各搭建 1
个中拱棚。 用 20�cm 宽的竹片或小竹竿做拱架，
拱顶部距地面高 1.3～1.5�m， 拱间距 2.0～2.5�m，
拱间用细绳联结， 绳子两头用小木桩固定在地面
上。 外层棚膜选用厚 0.10�mm 醋酸乙烯无滴膜，
内膜选用厚 0.06�mm 长寿流滴膜。 夜间如遇低温
天气， 要用草帘盖在二层膜上保温， 可使棚内气
温夜间稳定在 5�℃以上、 耕作层土壤温度达到 12�
℃以上。 白天除雨雪天气以外， 都要打开大棚风
口通风排湿， 夜晚将中、 大棚都盖严， 以防冻害。
2.8 病虫草害防治

种植前彻底清棚， 将上茬蔬菜的残枝、 枯叶
和果实带出棚外。 整地施肥前将 15%毒死蜱颗粒
剂按 30�kg/hm2 的用量， 掺田园表土 300�kg 左右均
匀撒施， 防治地下害虫危害。
2.9 适时收获

一般在“春节”至“元宵节”期间， 即 2 月中下
旬左右， 当蒜苗长到 50～60�cm 即可收获， 过早
收获影响产量， 收获过迟则影响品质［2�］。
3���春提早薄皮甜瓜栽培要点
3.1 品种选择

选择天山雪玉和超早蜜雪等。 天山雪玉来源
于齐齐哈尔市西甜瓜研究所， 早熟薄皮甜瓜， 坐
果至成熟 28�d 左右， 子蔓、 孙蔓均可结瓜， 植株
长势健壮， 叶片肥大浓绿， 成熟瓜高圆形， 乳白
色， 果面光滑美观， 大小整齐， 含糖高达17%（折
光糖）， 一般单瓜重 400�g 左右， 耐运输， 货架期
长， 抗枯萎病、 白粉病能力强， 产量高。 超早蜜
雪来源于北京中农绿亨种业有限公司， 极早熟，
开花后 22�d 转白即可上市； 果实梨形， 果形漂亮，
皮色亮白， 果肉白色， 肉质细腻甜爽， 中心糖度
15%～16%， 一般单瓜重约 400～500�g， 商品性极

79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62016 年 第 6 期甘肃农业科技

佳。 耐低温弱光， 易坐果， 抗性好， 产量高。
3.2 培育壮苗

2�月上旬温室穴盘育苗。 播种前进行种子处
理， 采用温汤浸种， 先用 52～55�℃热水恒温处理
20�min 后浸泡 5～6�h， 沥水后用湿毛巾包好放在
25～30�℃条件下催芽， 20�h 后当大部分种子露白
即可播种。 使用专用育苗基质， 穴盘播种前要浇
足底水， 覆土 0.5～0.6�cm， 以蛭石或细沙土最好。
苗期管理时控制水肥， 幼苗期可不追肥。
3.3 定植

3 月上旬当甜瓜苗 3 叶 1 心时， 选择晴天定
植。 株距 40�cm， 行距 55�cm， 密度 46�500株 /hm2。
3.4 水肥管理

定植前， 暂时拆掉大棚内的中拱棚。 结合起
垄， 施入充分腐熟有机肥 60� 000� kg/hm2、 油渣
3�000�kg/hm2、 硫酸钾 300�kg/hm2。 定植时带水移
栽， 严禁浇大水； 定植后至开花坐果前期， 适当
控制浇水和追肥， 防止长势过旺； 开花结果期，
如果土壤不过于缺水， 可不浇水， 也不追肥； 果
实膨大期， 即瓜长至鸡蛋大小时， 随水追施三元
复合肥（N-P2O5-K2O为14-14-30）450�kg/hm2， 一般
全生育期浇水 1 次， 浇水要在晴天上午进行。
3.5 温度管理

在甜瓜定植后的当天必须将大棚内的中拱棚
重新搭起来， 盖好棚膜， 四周用土压实， 提高棚
内温度。 定植后 7�d 内， 基本不放风， 提高温度促
进缓苗， 保持白天温度在 25～30�℃， 晚上在 15～
18�℃。 缓苗结束后， 逐渐放小风， 以防止叶片失
水萎蔫， 发生死苗。 以后随外界气温的回升要逐
渐去掉二层膜， 晴天打开大棚两侧通风口降温，
控制白天温度在 25～28�℃， 夜间 12～18�℃。
3.6 植株调整

采用单蔓整枝， 即立体吊蔓栽培， 可结三茬
瓜。 主蔓长至 5～8 片叶、 株高 15～20�cm 时开始
吊蔓。 主蔓第 5 片叶以下的子蔓及时摘除， 选留
第 5～9 片叶位长出的子蔓留第 1 茬瓜， 一般留瓜
3～4 个； 第 2 茬瓜在主蔓第 14～17 片叶长出的子
蔓留瓜， 一般留瓜 2～3 个， 9～13 片叶生的子蔓
全部摘除； 第 3 茬瓜在主蔓长至 21 片叶以上留子
蔓 1～2 条结瓜。 当主蔓长至 28～30 片叶， 根据
植株生长情况和结瓜状况摘心［3�-�4�］。
3.7 保花保果

在雌花开放的当天或次日8：00～10：00时， 选
用小型喷雾器向雌花（包括花柄）定向喷施 5�mL/kg
的氯吡脲溶液， 注意不要喷到茎叶上， 也不可重

喷。
3.8 病虫害防治

甜瓜病害主要为白粉病， 其次是霜霉病、 细
菌性角斑病。 虫害主要是白粉虱和蚜虫。 白粉病
可选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000～1�500
倍液， 或 50%硫磺悬浮剂 200 倍液全株喷雾防治。
霜霉病可用 72%克露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或
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 250～300 倍液喷雾防治。
细菌性角斑病可用 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
剂 4�000～5�000 倍液喷雾防治。 白粉虱和蚜虫可
在风口处安装防虫网、 棚内挂黄板诱杀（密度
300～375张/hm2）和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喷雾防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3.9 采收

5 月下旬开始采收， 当果实散发出香味， 果柄
基部茸毛脱落时采收上市。
4���秋延后番茄栽培要点
4.1 品种选择

秋延后选用番茄品种特美特 8 号。 该品种来
源于北京中研惠农种业有限公司。 无限生长型粉
果， 极早熟； 高抗 TY 病毒， 抗早、 晚疫病； 连续
结果能力强， 单果重 300�g 左右， 大小均匀， 着色
一致， 果实高圆形， 商品性好， 硬度高， 耐储运；
产量可达 150�000�kg/hm2 以上。
4.2 培育无病壮苗

５ 月下旬采用穴盘育苗。 用 50 目以上防虫网
与外界隔离， 或棚室内挂黄板（300～375张/hm2）防
治烟粉虱。 苗期忌旱， 保持苗床湿润。 在幼苗 1
叶 1 心时喷矮壮素 1�500 倍液防止幼苗徒长。 同时
做好苗棚遮阳防晒工作， 避免出现 35�℃以上的高
温， 影响番茄苗正常花芽分化。
4.3 定植

6 月下旬当番茄苗达到 4 叶 1 心时定植， 株距
40�cm， 行距 55�cm， 密度 46�500 株 /hm2。
4.4 温度管理

定植后要加强通风、 降温， 前期白天在棚膜
上覆盖银灰色的遮阳网， 起到遮阳降温的作用，
有利于促进番茄缓苗。 9 月中旬以后， 注意夜间保
温防冻。
4.5 施肥管理

定植前施入充分腐熟羊粪 90�000�kg/hm2、 三
元复合肥（N-P2O5-K2O为18-18-18）900�kg/hm2 做底
肥。 全生育期追肥 4 次。 当番茄第 1 穗果核桃大
小 时 追 施 三 元 复 合 水 溶 肥 （N-P2O5-K2O 为
20-20-20）75�kg/hm2 促果， 第 2、 3、 4 穗果核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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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种是食用菌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菌种
的质量优劣是决定生产成败的关键。 自改革开放
以来， 食用菌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 使我国迅速
成为食用菌生产大国［1�-�2�］。 目前， 我国食用菌菌种
的生产与经营多为合并进行， 即自产自销［3�］。 西
北地区食用菌产业起步晚， 生产技术较发达地区
相对落后， 近年来随着南菇北移， 西北食用菌产
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相关配套的菌种扩繁技术却
相对较为混乱， 菌种来源不明， 退化等问题突
出［4�-�5�］。 我们在多年工作基础上， 总结出了西北地
区双孢蘑菇、 平菇三级菌种扩繁技术， 现介绍如

下。
1���母种（一级种）菌种扩繁技术
1.1 母种（一级种）培养容器

规格为 18�mm×180�mm 或 20�mm×200�mm 的
试管， 用硅胶塞或棉花封口。
1.2 母种（一级种）培养基配方
1.2.1����双孢蘑菇母种配方 去皮马铃薯 200�g、 蔗
糖 20�g、 琼脂 18�g、 粪草发酵料 100�g、 水 1�000�
mL、 pH 自然。
1.2.2����平菇母种配方 去皮马铃薯 200�g、 蔗糖 20�
g、 琼脂 18�g、 蛋白胨 2�g、 水 1�000�mL、 pH 自然。

摘要： 从母种（一级种）、 原种（二级种）、 栽培种（三级种）菌种盛装容器， 培养基配方和制备及接种、
培养等方面总结了西北地区双孢蘑菇、 平菇三级菌种扩繁技术。

关键词： 双孢蘑菇； 平菇； 三级菌种； 扩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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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双孢蘑菇及平菇三级菌种扩繁技术
刘明军， 杨建杰， 耿新军， 王英利， 杨 琴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
小时追肥， 施肥量同第 1 次。
4.6 病虫害防治

风口处加设防虫网， 棚内悬挂黄板（375～450
张/hm2）， 并在风口处适当增加黄板， 对白粉虱、
烟粉虱以及蚜虫的防治效果达 90%以上。 苗期病害
主要为早疫病和猝倒病， 可用 3%恶霉·甲霜水剂
500～1�000 倍液＋68.75%恶唑菌酮·锰锌水分散粒
剂 600～1�000倍液喷雾防治。 成株期病害主要为晚
疫病和叶霉病。 晚疫病可用 58%瑞毒霉锰锌可湿性
粉剂 600 倍液， 或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 7ｄ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为
降低湿度， 棚室内可用 5%百菌清粉尘剂 3�750～
4�500�g/hm2 喷粉， 或 30%百菌清烟剂 3�750～4�500�
g/hm2 熏烟防治。 叶霉病宜用喷药与烟剂熏杀结合
的办法进行， 晚间用 30%百菌清烟剂 3�750～4�500�
g/hm2 杀菌； 用 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500
倍液， 或 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 或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 7～10ｄ 喷 1 次， 连喷 2～3 次［5�］。
4.7 采收

大棚秋延后番茄转色以后陆续采收上市， 当
棚内温度下降到 10�℃时， 应全部采收， 最迟于 10
月中旬拉秧。 采收后的果实贮藏在温度 10～12�
℃， 相对湿度 70%～80%的室内， 随市场行情挑
选红熟果陆续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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