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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适用区域、 茬口安排、 品种选择、 关键栽培技术等方面总结了近年来天水市山区、 浅山区山地集
雨型日光温室， 秋冬季广泛应用的秋冬茬辣椒套种冬春茬番茄和秋冬茬西芹套种早春茬西葫芦 2 种模式及关键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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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是一种中国自主研发的设施类型， 由
于不需要额外辅助加温即可实现喜温果菜安全越冬
生产， 在中国北方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2�］， 已
成为中国设施园艺产业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
保持菜篮子产品长期有效供给的重要手段［3�］。 山
地集雨型日光温室一般与集雨水窖配合应用， 比
普通日光温室投入少， 冬季保温性能较强， 适宜
土层水位低、 光照好的山区或浅山区采用［4�-�5�］。 近
年来， 天水市山区、 浅山区山地集雨型日光温室
秋冬季广泛应用的有秋冬茬辣椒套种冬春茬番茄
和秋冬茬西芹套种早春茬西葫芦 2 种模式， 但目
前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限制了当地秋冬季蔬菜生
产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 我们根据当地气候及地
理特点， 结合多年山地集雨型日光温室蔬菜栽培
试验， 总结提出了以上 2 种模式的关键技术， 以

期为天水市反季节蔬菜生产发展提供参考。
1���秋冬茬辣椒套种冬春茬番茄
1.1 适用区域

适合于秦安的刘坪、 吊湾， 武山、 甘谷的北
部等渭北浅山干旱地区。
1.2 品种选择

番茄选用品种中杂系列、 金棚系列等。 辣椒
选用羊角椒品种天椒 12 号、 航椒 5 号等， 或牛角
椒品种天椒 6 号、 航椒 8 号等。
1.3 技术要点

番茄于当年 12 月上旬育苗， 翌年 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结合整地施有机肥 75�000�kg/hm2、 尿素
150～225�kg/hm2 或硫酸铵 300～450�kg/hm2、 普通
过磷酸钙 900～1� 200� kg/hm2、 硫酸钾 225～300�
kg/hm2， 起垄后定植， 定植后结合灌水追肥 2 次；

乳油 1�500 倍液， 或 20％万灵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 或 5％高效氧氰菊酯乳油 800 倍液喷雾防
治， 间隔 7～10�d 喷 1 次， 连防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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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前控水， 及时整枝打杈； 4 月初上市。 辣椒 6
月下旬育苗，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结合整地施腐熟
鸡粪 37�50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kg/hm2、 硫
酸钾 150～300�kg/hm2。 起垄后定植。 缓苗期不浇
水， 门椒挂果后结合浇水追肥 1 次， 之后每隔 20�
d 结合浇水追肥 1 次； 10 月上旬上市， 12 月上旬
结束。
1.4 经济效益

番茄产量60�000�kg/hm2， 产值18�万元 /hm2；
辣椒产量 45�000�kg/hm2， 产值 9 万元 /hm2。 总产
值 27 万元 /hm2， 纯收入 18 万元 /hm2 左右。
2���秋冬茬西芹套种早春茬西葫芦
2.1 适用区域

适合于秦安的刘坪、 吊湾， 武山、 甘谷的北
部等渭北浅山干旱地区。
2.2 茬口安排

西芹 7 月中下旬露地育苗， 9 月下旬定植； 日
光温室 10 下旬扣棚膜， 翌年 1 月上中旬收获。 西
葫芦 12 月中旬在日光温室育苗， 翌年 1 月下旬定
植， 3 月上中旬采收。
2.3 品种选择

西芹选用品种皇后、 文图拉、 加州王等， 西
葫芦选用品种寒玉西葫芦、 京葫 1 号等。
2.4 西芹栽培技术要点
2.4.1����育苗 苗床应选光照良好、 排灌方便的地
块， 苗床面积为温室面积的 1/10。 整地作畦， 畦
宽 1.5～1.8�m， 苗床施入腐熟农家肥 10�kg/m2， 整
平后浇足底水， 将种子均匀撒入畦面， 覆细土
0.5～1.0�cm。 出苗前苗床要保持湿润， 可以用草
帘或遮阳网遮阴。 当幼苗长至 5～6�cm、 有 3～5
片叶时进行分苗， 分苗时大小株要分开， 可按 3�
cm× 8�cm 的株行距分栽。 苗期要注意防暴雨， 干
旱时要及时灌水， 小浇勤浇， 以保持床面湿润，
并及时拔除杂草。
2.4.2����定植 定植前温室内应施入腐熟有机肥
75�000�kg/hm2， 并随基肥撒施磷酸二铵 750�kg/hm2、
硫酸钾 450�kg/hm2， 混匀深翻， 整地作畦。 一般采
用 1.5�m 宽的平畦， 南北走向。 定植时大小苗要分
开， 单株带土定植， 株行距以 20�cm 为宜， 然后
浇大水 1 次。
2.4.3����田间管理 要及时中耕保墒， 蹲苗 10～15�
d， 霜冻前温室要及时扣膜， 夜间最低气温在 10�
℃以上时不必覆盖草帘。 蹲苗期过后， 追施尿素

225�kg/hm2， 以后每隔 25～30�d 追施 1 次， 也可用
3�g/�kg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 l～2 次。 当夜
温下降至 5�℃以下时开始盖草帘， 白天温度宜在
15～25�℃， 当温度超过 27�℃时应及时放风降温。
当外界出现霜冻后， 要注意防寒保温， 草帘要晚
揭早盖。 收获前 30�d， 用 80～100�mg/�kg 的赤霉素
喷施叶面， 可使植株增高 5～10�cm。
2.4.4����病虫害防治 菌核病发病初期用 50％速克
灵可湿性粉剂或 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000～
1�500 倍液喷雾， 也可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
剂 600 倍液喷雾， 或用 l0%速克灵烟剂薰蒸， 或
10%灭克粉尘剂防治。 病毒病防治方法主要是防蚜
避蚜， 发现病株及时拔除， 并使用 20%病毒 A 可
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抗毒剂 1 号 200～300 倍液，
或高锰酸钾颗粒剂 1�000 倍液喷雾防治。 蚜虫可用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3�000 倍液防治。
2.4.5����采收 定植后 100�d 左右、 株高达 70～80�
cm、 单株重达 1�kg 可及时采收。
2.5 西葫芦栽培技术要点
2.5.1����育苗 12 月中旬在日光温室采用营养钵育
苗。 营养土体积比按有机肥 40％、 田园土 60％配
制， 且加普通过磷酸钙 6� kg/m3、 磷酸二铵 2.5�
kg/m3、 磷酸二氢钾 0.5�kg/m3， 充分拌匀， 过筛后
装营养钵。 催芽后晴天上午播种， 播种时每个育
苗袋平放 1 个种芽， 随盖细土厚 1.5～2.0�cm， 播
完后覆地膜， 加盖小拱棚。 一般 3～5�d 可齐苗，
齐苗后去掉小拱棚。 第二片真叶展平后喷 1 次 2�g/�
kg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2.5.2����整地覆膜 基施优质有机肥 75�000�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1�500�kg/hm2、 磷酸二铵 600�kg/hm2、
硫酸钾 450�kg/hm2， 深翻土地 30�cm， 耙碎搂平。
南北向起垄覆膜， 垄距 1.2�m、 垄面宽 80�cm、 垄
沟宽 40�cm。
2.5.3����定植 一般苗龄 45�d 左右、 四叶一心时精
选壮苗在垄面双行定植， 株距 50� cm， 密度为
30�000 株 /hm2。 壮苗的标准是四叶一心、 叶色浓
绿、 叶面积适中、 叶柄较短、 无病虫和畸形、 茎
粗壮， 栽后浇水。
2.5.4����水肥管理 定植后浇缓苗水 1 次， 水量不
宜过大。 缓苗水后要连续中耕松土 3～4 次， 以提
高地温， 促进根向纵深发展。 当根瓜长到 10�cm
大时开始浇催瓜水， 2～3�d 摘根瓜后进入结瓜期，
晴天可 5～7�d 浇水 1 次， 连阴天要控制浇水。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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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Amorphophallus konjac）属天南星科魔芋
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中国古代又称妖芋， 自古以
来魔芋就有“去肠砂”之称。 魔芋可分为白魔芋与
花魔芋。 魔芋为有益的碱性食品， 对食用动物性
酸性食品过多的人， 搭配食用魔芋， 可以达到食
品酸碱平衡的作用。 此外， 魔芋还具有降血糖、
降血脂、 降压、 散毒、 养颜、 通脉、 减肥、 通便、
开胃等功效。 魔芋全株有毒， 以块茎为最， 不可
生吃， 需加工后方可食用。 魔芋具有药理作用的
是块茎中提取的魔芋葡甘露聚糖（KGM）， 具有吸
水性、 凝胶性、 黏结性、 低热可食的特性， 在食
品加工、 日用化学、 医药化工、 保健品等都有广

泛的应用［1�］。 魔芋在陇南山区的文县、 武都、 两
当、 康县、 徽县、 成县均有野生分布， 人工种植
以花魔芋为主。 花魔芋春天发芽， 地上部秋季枯
死， 球茎越冬， 第 2 年开花， 受精结籽， 枯死。
产值在 45�000 元 /hm2 以上， 适宜山区种植， 是促
进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 花魔芋已
由过去的零星种植转变为大田连片集中种植， 陇
南市文县的海拔、 土壤、 植被均呈明显的垂直分
布， 气候湿润， 属花魔芋生长的适宜区， 2015 年
种植面积 0.133 万多 hm2。 但是， 花魔芋种植技术
和管理水平落后， 导致花魔芋病害严重发生， 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 我们依据花魔芋生物

摘要： 介绍了陇南花魔芋丰产种植的关键技术， 包括选地、 整地、 种芋选择、 分级、 播前消毒、 播种
方法、 间套遮阳、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 采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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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浇水可隔一水追 1 次肥， 每次追施尿素 225�
kg/hm2。 禁止施用硝态氮肥。
2.5.5����蘸花 日光温室栽培不利于昆虫授粉， 为
防止化瓜， 可在8：00～10：00时雌花开放时进行人
工授粉。 用保果宁 2 号每袋对水 1.5～2.0�kg 或 30�
mg/kg 的防落素制成蘸花液， 用毛笔涂抹花柱茎部
与花瓣基部之间， 并在蘸花液中加入体积占比
0.1%的 50%农利灵可湿性粉剂预防灰霉病。
2.5.6����病虫害防治 白粉病发病初期用 20%粉锈
宁乳油 2�000倍液， 10%世高水分散颗粒剂 2�000～
2�500 倍液喷雾防治。 灰霉病可选用世高水分散颗
粒剂 1�000～1�500 倍液、 40%施佳乐悬浮剂 1�200
倍液， 40%百可得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喷雾防
治。 蚜虫和白粉虱用 1.8%阿维菌素乳油 3�000 倍
液喷雾防治。
2.6 经济效益

西芹产量 75�000～90�000�kg/hm2， 产值 13�5000

元/hm2； 西葫芦产量 75�000�kg/hm2， 产值 112�500
元/hm2； 总产值 247�500 元 /hm2， 纯收入 150�000
元/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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