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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Citrullus lanatus） 属葫芦科， 原产于非
洲， 具有清暑解热、 除烦止渴之功效， 是夏季最
受欢迎的水果之一［1�］。 随着我国西瓜栽培面积迅
速扩大， 栽培效率却止步不前， 肥料使用不当是
当前影响其产量和品质的主要问题［2�-�3�］。 无土栽
培是一种新型的栽培方式， 是不用土壤栽培植物
的农业高新技术， 可有效解决传统土壤栽培中难
以解决的水分、 养分供应矛盾， 使植物生长量、
生物量得到大大的提高［4�-�5�］。 无土栽培类型大多为
有机基质栽培， 主要应用于日光温室， 现已成为
生产者普遍接受的瓜果蔬菜栽培技术。 我们经过
多年的试验研究， 总结出了天水市日光温室西瓜
有机无土栽培技术， 现介绍如下。
1���日光温室建造
1.1 结构参数

日光温室一般坐北朝南偏西 5�℃左右建造。
室内跨度以 7～8�m 为宜， 脊高 3.6～3.8�m， 后屋
面角 40～45�℃， 前屋面角 60�℃。 后墙高 2.5�m，
女儿墙 0.7�m， 墙体底部宽 1.2�m， 上部宽 0.8�m。
温室前后间距（后排前沿与前排后墙外沿）9～10�
m， 东、 西间距不少于 5～7�m， 中间留道路及渠
系。
1.2 材料选择
1.2.1����骨架材料 采光面材料最好选购聚氯乙烯
或醋酸乙稀高保温无滴膜。 选择 7.5�m 跨度拱圆式

温室， 拱杆长 7.8～8.2�m， 龙骨架间距 3.6�m， 中
间加 4 道竹片， 横向拉 8 号铁丝 17 道（间距40�
cm）。 后立柱为水泥柱， 长 3.1～3.3�m， 间距 1.8�
m。 后梁 2.2�m， 为直径 l5� cm 的圆木或截面 15�
cm×10�cm 的水泥柱， 间距 1.8�m。 梁面横拉 8 号
铁丝 8 道， 间距 25�cm。 为了加强载荷， 前沿可用
双道铁丝或 30×30 角铁代替。
1.2.2����保温材料 采光膜面一般用稻草帘保温，
需 1�470 条 /hm2 左右， 草帘厚 5�cm， 打结紧实。
1.3 建造施工技术
1.3.1����施工时间 一般要求于 8 月底前施工完毕。
筑墙时土要干湿、 粗细均匀， 夯打结实， 采用山
墙包后墙或转角连体打法筑成。
1.3.2����后屋面施工 斜梁必须入墙体 50�cm 并超
过墙体上宽 2/3。 立柱根距后墙 80�cm， 顶端后倾
l5�cm， 倾角 5�℃， 每个梁要求高低一致， 梁与柱
的连接处用铁丝扎绑结实。 横梁上间距 25�cm， 拉
好铁丝后上铺旧棚膜或房笆， 然后将干草填足，
用旧膜包裹覆土踏实， 然后用草泥抹 2 遍取平，
整个后屋面必须做成前高后低（15∶100）坡度， 使
之平整无缝， 便于排水， 又能承受一定的工作重
量。
1.3.3����采光屋面的施工 先将弯曲成弧形的钢管
或龙骨架按间距固定在脊梁上， 然后将另一头在
棚前埋好的预件上固定， 最后按 40�cm 间距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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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上拉 17 道 8 号铁丝， 两头固定在山墙外的坠石
上。 铁丝与墙体相接处应垫上圆木， 以防铁丝陷
入墙体。 然后按钢管间距在铁丝上搭上竹板， 间
距 50～65�cm， 交叉处用细铁丝扎绑牢固。
1.3.4����扣棚膜 为使温室土壤尽早蓄积热量和有
充分的时间进行消毒等准备工作， 扣棚膜宜早不
宜迟。 首先把棚膜按实际长度（包括山墙厚， 外加
2�m） 分上下两幅裁好。 下幅宽按有效弧面总宽度
（下埋 40�cm， 缺出 40�cm 放风口）裁剪， 上幅裁宽
1.5～2.0�m�（重叠下幅 50�cm， 后屋面用草泥固定
80�cm）。 东、 西两侧固定在山墙上， 上下两幅重
叠处的膜边都要粘成筒， 穿入压膜线固定， 以便
上下拉动。
1.3.5����摆放草帘 每捆草帘盖面宽 90�cm， 两帘之
间最少要重叠 10�cm 或以品字形式摆放。
1.3.6����水池施工 地基及周边要夯实， 砂石要洗
净， 水泥比例要足， 混合要均匀， 做到不崩裂、
不渗水漏水。
1.3.7����防寒沟施工 日光温室前 10�cm 外挖宽 50�
cm、 深 110�cm 的防寒沟， 沟内用干草或麦衣填
充， 防止室内土温的传导。
1.3.8����粘结棚膜 用 500～1�000�W 电熨斗粘结，
下垫长 2�m、 宽 5�cm 左右的光滑木板， 棚膜接茬
不小于 5�cm。
1.3.9����建造耳房 耳房建在道路一边， 门向南开。
1.4 地上式栽培槽建造

地上式栽培槽以温室地平面为准， 在地面上
用红砖建造。 槽内径为 48�cm、 高 20�cm（4层砖），
槽长依温室宽度而定。 栽培槽南北方向延伸， 槽
底南低北高， 倾斜度为 2～5�°左右， 槽间距 90�
cm。 这种槽适合各种作物栽培。 该槽建造成本较
高， 但效果较好。 其缺点是槽内基质温度不稳定，
晴天中午基质温度较高， 比地下式栽培槽的基质
温度平均高 3～4�℃； 阴天基质温度偏低， 一般比
地下式栽培槽的基质温度平均低 2～3�℃。
2���基质配制

有机无土栽培基质的配制方法因条件而异，
推广应用的原料类型较多， 配方多样。 天水市利
用本地丰富的玉米秆、 畜禽粪便和炉渣等原料，
在国内现有基质配方的基础上， 进行了不同蔬菜
品种多种基质配方试验、 示范， 筛选出适合本地
区及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的基质配方。 该配方有机、

无机基质质量比为 6∶4， 有机成分中玉米秸秆、
牛粪、 菇渣的质量比为 1∶1∶1， 无机成分中炉
渣、 河沙的质量比为 2∶1。
3���品种选择

选用抗病、 早熟、 中小果型、 不易裂果、 耐
贮运、 优质高产的西瓜品种， 如金冠、 新金兰、
富贵、 小铃王。
4���茬口安排

秋延后栽培于 8 月下旬育苗， 9 月中下旬定
植， 元旦前上市。 早春茬栽培于 1 月上旬育苗， 2
月初定植，“五一”节前上市。
5���定植

选择晴天定植。 穴盘苗用 50%多菌灵可湿性
粉剂 800 倍液杀菌消毒后分级， 根据不同的茬口
确定株行距， 定植深度与原栽培面持平， 边定植
边浇水（水内配入适量移栽灵）。 秋延后栽培采用

“丁” 字形双行交错定植， 行株距均为 45�cm， 保
苗 33�000 株 /hm2 左右； 早春茬栽培采用丁” 字
形定植， 行株距均为 40�cm， 保苗 37�500 株 /hm2

左右。 植株距槽边 10�cm， 定植 3�d 后在滴灌带
上覆膜。
6���定植后的管理
6.1 水肥管理

根据西瓜的生长规律和需肥特点， 要求底肥
充足， 而追肥量适当减少。 定植前将 2/3 的肥料用
作底肥， 定植后适度控制水肥。 灌水以基质表面
见干见湿为主， 阴雨雪天不灌水， 保持棚内空气
湿度 55%～60%为宜。 开花前期追肥 1 次， 每株
追施 5�g 有机生态专用肥； 开花座果期严格控制水
肥， 待瓜坐稳后逐渐增加水肥， 果实膨大期每株
追施有机生态专用肥 10�g、 三元复合肥 5�g， 并适
量浇水； 中后期每株追施有机生态专用肥 20～25�
g， 间隔 15�d 左右追施 1 次。
6.2 整枝

及时进行植株调整， 采用单蔓整枝。 在基部
选留一条健壮的枝蔓， 其余全部摘除， 主蔓长至
20～25�cm 时及时吊蔓， 清除卷须。 开花后清除过
多雄花， 选留第 10～15 节位的雌花进行人工辅助
授粉坐瓜， 并作标识。 瓜坐稳后留 1 个长势快、
瓜型正的瓜， 其余均摘除。 待瓜秧长至 28～30 片
叶时掐顶， 利于果实膨大。 瓜长至碗口大小时及
时吊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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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适期采收

坐瓜后 30～35�d 即达生理成熟， 根据标识日
期， 准确判断成熟度， 适期采收上市。 早春茬栽
培收获后， 可利用平茬再生技术实现二次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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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砂田是白银地区流传很广的一种保护性耕作方法。 通过近年来的试验， 从前茬要求、 品种选择、 播
前准备、 抢时播种、 合理密植、 田间管理、 病虫鸟害防治、 选种留种、 适时收获等方面介绍了白银市水砂田复种
糜子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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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子是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重要作
物， 由于生育期短、 可播期长、 种植灵活、 抗旱
耐瘠、 适应性强， 在抗旱救灾生产中有其它作物
不可替代的作用。 糜子既可春播， 又可复种， 且
耐贮藏， 是备战备荒和救灾的重要粮食作物之
一［1�-�4�］。 白银市气候类型为中温带半干旱区向干
旱区的过渡地带， 年平均气温 6～9�℃， ≥10�℃有
效积温 2�240～3�200�℃， 无霜期 141～163�d， 海
拔高度为 1� 275～3�321�m， 年降水量 180～450�
mm， 昼夜温差较大， 气候四季分明， 日照充足。
砂田是白银地区流传很广的一种保护性耕作方法，
具有明显的蓄水、 保墒、 增温、 压碱和保持地力
作用， 能够促进作物提早成熟。 砂田分为旱砂田
和水砂田两种， 其中水砂田旱涝保收， 经济效益
突出， 种植西瓜、 小麦、 豌豆、 胡麻等作物， 前
茬收获后可以复种糜子、 谷子、 荞麦等小宗作物，
既能够充分利用光热资源， 又可增加农民收入。
现将白银市水砂田复种糜子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前茬要求
糜子复种对前茬作物要求不严， 只要前茬作

物能在 7 月中旬成熟收获即可。 前茬作物成熟后
及时收获， 灌水蓄墒、 耙地松土后即行播种。 白
银市水砂田前茬多为西瓜、 豌豆、 小麦或胡麻，
复种糜子最适宜的前茬为豆科作物， 其次是小麦、
早熟马铃薯等。 前茬作物收获早时复种早熟糜子
品种， 收获晚时复种极早熟糜子品种。
2���品种选择

选择极早熟品种或早熟品种， 如晋黍 7 号、
晋黍 6 号、 内糜 1 号、 陇糜 5 号、 陇糜 6 号等。
3���播前准备
3.1 施肥与灌水

糜子虽有耐瘠的特点， 但由于复种地块前茬
作物消耗了大量的土壤养分， 所以复种糜子时要
在施足有机肥的基础上实行氮、 磷、 钾配合施
用［5�］。 前茬收获后先在地面铺施有机肥 2.25 万～
3.00 万 kg/hm2， 再灌水蓄墒， 晾晒 2�d 后耙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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