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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县枸杞栽培技术要点
杜 霄 1， 杨 超 2， 叶红艳 3， 邓丽霞 2

（1. 甘肃省环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甘肃 环县 745700； 2. 甘肃省环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甘肃
环县 745700； 3. 甘肃省环县农业行政区划办公室， 甘肃 环县 745700）

摘要： 从品种选择、 选地整地、 植苗移栽、 园林管理、 病虫草害防治等方面提出了适宜环县当地的枸杞栽
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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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Lrichosanthes�ritilowii�masim�L.）属茄科植
物［1�］， 别名茨果子、 明目子等， 果实富含蛋白质、
氨基酸、 碳水化合物以及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
素 K、 Na、 Ca、 Mg、 Fe、 Mn、 Zn 等［2�］， 具有滋
肾、 补肝、 明目的功效， 可治肝肾阴亏、 腰膝酸
软、 虚劳咳嗽； 枸杞叶具有补虚益精、 清热、 止
渴、 祛风明目的功效， 主治虚劳发热、 目赤昏痛；
根皮具有清热、 退热、 凉血、 降血压的作用， 主
治虚劳潮热、 盗汗、 肺热咳喘、 凉血、 高血压［3�］。
随着人们健康养生观念的不断增强， 枸杞需求量
也不断增加。 枸杞适应性强， 耐寒、 耐碱、 耐肥、
抗旱。 环县居陕、 甘、 宁交界， 环境和土壤条件
完全能够满足枸杞的种植， 从 2013 年起， 已有农
户零星种植， 积累了一定的种植经验。 为了充分
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效益， 增
加农民收入， 环县将枸杞作为新型增收产业来发
展， 2016 年引进宁杞 1 号、 宁杞 3 号、 宁杞 5 号、

宁杞 7 号等品种［4�］， 种植面积已达 550�hm2。
1���品种选择

通常选择品种宁杞 1 号、 宁杞 3 号、 宁杞 5
号、 宁杞 7 号。
2���选地整地
2.1 选地

一般选择土壤无污染、 土层深厚、 肥力中等、
坡度在 10° 以下的地块， 要求土壤 pH�8.5 以下，
含盐量 5�g/kg 以下， 地势较高， 结构好的轻壤、 砂
壤或中壤土地建园［5�］。
2.2 密度

根据环县当地土壤和肥水条件， 平地栽植行
南北走向布设， 缓坡地沿等高线布设。 株距 1.2�
m， 行距 3.0�m， 保苗 2�775 株 /hm2。
2.3 整地

按照株行距和行走向确定定植点位置， 以定
植点为中心挖直径 60～70�cm、 深 60�cm 的平面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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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获
植株叶片开始变黄或枯萎、 薯块停止生长时应

及时收获。 及时清除地膜， 避免或减少土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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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状定植穴， 将表层 25�cm 的土壤放在上坡面，
25�cm 以下的深层土放在下坡面。 定植穴挖好后，
每穴施腐熟有机肥 10～15�kg、 磷酸二铵 1�kg、 硫
酸钾 1�kg， 并将肥料与定植穴上坡面放置的表层
土及周围的表层土混合均匀， 回填到定植穴的 30�
cm 以下并踏实。
3���定植
3.1 定植时间

定植时间为 4 月上中旬， 土壤解冻后越早越
好， 一般 5�cm 土壤温度稳定在 7～8�℃时定植。
3.2 定植前准备

定植前对苗木进行修根和剪截定干。 对劈裂、
断裂和断口不整齐的苗木根系进行剪截， 保留根
系完好与断口平整新鲜。 高度在 50�cm 以上的定
干 40�cm， 高度在 40�cm 左右的定干 20�cm。

剪截定干后定量捆绑， 并将苗木置于 3�g/kg
的高锰酸钾水溶液中浸泡处理 10�min， 然后放在
清水中冲洗干净， 再将苗木根系置于浓度 100�
mg/kg 的 ABT 生根粉水溶液泥浆中蘸浆， 并用地
膜包裹蘸浆后的根系， 置于阴凉处待栽植。
3.3 定植方法

先用湿润的表层土在定植的中央堆起高 25�cm
的锥形小土堆， 将苗木根系坐在小土堆顶部， 让
根系向四周伸展、 根颈略低于地面 2～3�cm， 再用
上坡面湿润的表层土覆平定植穴并轻轻踩踏， 使
苗木根系与土壤密接、 茎干直立。
4���田间管理
4.1 抹芽留枝

栽植成活后， 当苗木茎干高度达到 40�cm 时
的抹去茎干 30�cm 以下萌芽， 选留 30�cm 以上、 间
距 5�cm 左右的 3 个健壮新梢， 最上端的 1 个保持
直立向上生长， 另 2 个保持 45° 的分枝角度向四
周相对生长。 当直立向上生长的新梢长度达 30�cm
左右时摘心促分枝， 从分枝中选 2～3 个与下部 2
个主枝不重叠的健壮枝组成第 1 层主枝， 每个侧
生主枝的分枝角度控制在 45° 左右， 长度达 30�cm
左右时长短错落摘心促分枝， 去除主枝背上和背
下分枝， 交错保留两侧分枝， 并防止主枝枝头下
垂。
4.2 整形修剪

枸杞常用半圆分层形树形， 7～8 个主枝分两

层着生在中央干上， 第 1 层 4～5 个， 第 2 层 3
个。 上下层主枝相互错开， 不重叠。 树高 1.7�m 左
右， 树冠直径 1.2～1.8�m。
4.2.1����幼树整形 在种植当年定干与主枝选留的
基础上进行修剪培养树冠。 对上年骨架枝上的其
他一年生枝， 选择母枝两侧斜向上伸展的， 于中
部短截培养为侧生枝组， 侧生枝组左右交错分布，
充分占据空间。 剩余的一年生枝回缩至 2/3 处作为
结果枝， 完成第 1 层树冠培养。 第三年及其以后
依次类推逐年培养， 第 2 层的冠幅直径是第 1 层
的 2/3。 第五年或第六年， 第 2 层有主枝 3 个、 侧
枝 12 个左右， 全树有 40 个侧枝（结果母枝）， 结
果枝充实时在树顶中央选留 2～3 个中庸枝作顶，
使树冠呈上小下大呈钟状。
4.2.2����成龄树修剪 一是剪除根颈、 主干、 骨架
枝和树冠顶部的徒长枝， 减少养分消耗， 或在树
冠、 树顶空缺处短截， 以补空、 补顶。 二是清膛
清层。 从基部剪除结果层内的干枯、 针刺、 细弱、
病虫、 横穿以及下垂等枝条， 确保通风透光。 三
是树顶控制。 剪除超过树冠高度的徒长枝， 控制
树高和生长势， 形成浮顶， 防止树势衰弱。 四是
截底补空。 在春秋季节， 对树冠下部贴地面的枝
条在距地面 30�cm 处短截； 对因管理不当、 机械
和风损伤等造成的树冠空缺， 选留长在主干或主
枝上的健壮枝或徒长枝， 在伸向空缺部位的 2/3 处
摘心或短截， 促发侧枝， 补充空位。 五是果枝更
新。 在春季萌芽前， 对连续结果 3�a 的结果枝回缩
到基部进行更新； 结果多年的枝组应逐年间隔分
批重回缩， 更新枝组。
4.2.3����盛果后期修剪 定植 12～15�a 后， 树体生
长势渐弱， 发枝较少， 枝条短， 产量显著下降。
修剪上主要是回缩修剪， 复壮树势。 夏季对徒长
枝摘心， 培养新的枝组。 春季对骨干枝中下部回
缩修剪， 促使隐芽萌发新枝； 摘心培养新的树冠，
对无用徒长枝及时疏除。
4.3����灌溉保墒 灌水方式有沟灌、 畦灌、 渗灌、
滴灌等方式， 有灌水条件的地方进行灌溉栽培，
无灌水条件的地方进行雨水集流保墒栽培。 一般
在 4 月上旬、 5 月上旬、 6 月初、 6 月下旬、 7 月
中旬、 10 月下旬各灌水 1 次， 灌水量为 600～900�
m3/hm2。 结合灌水或降透雨将栽植行行间及树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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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耕 5～10�cm， 并及时清除杂草， 耱平耱碎土壤，
减少水分和养分的无效消耗。 同时将树冠下土壤
表面用作物秸秆、 绿肥植物和杂草等沿栽植行覆
盖， 宽 1.0～1.5�m、 厚 5～10�cm， 以保水、 增温、
压碱。
4.4 合理施肥

枸杞具有新梢生长、 花芽分化、 开花结果物
候期重叠， 且持续时间长达 5 个月的特性， 在其
生命周期及年生育周期内需持续不断的补充养分。
1～3�a 幼龄期营养生长占优势， 应多施氮肥， 适
量施磷、 钾肥； 4～5�a 盛果期后， 开花结果量逐
渐增加， 多施磷、 钾肥， 适量施氮肥。 4 月中旬至
5月上旬树体萌动抽梢展叶时， 多施氮肥， 适量施
磷、 钾肥； 5月中旬至 8 月上旬树体进入大量结果
期， 足量施氮、 磷、 钾肥； 8 月中下旬至 9 月中
旬， 进入秋梢生长结果期， 多施磷、 钾肥， 施少
量氮肥。
4.4.1����土壤施肥 基肥于 10 月中下旬施入， 将有
机肥料或微生物有机肥均匀撒在树冠外围的地面
上， 每株 10～15�kg， 翻耕埋于 20～30�cm 的土壤
中。 追肥每年每株土壤施 N� 150～200� g、 P2O5�
100～150�g、 K2O�80～100�g。 其中 4 月中旬、 5 月
中旬、 6 月中旬、 7 月下旬、 8 月下旬分别追施氮
肥全年用量的 30%、 20%、 20%、 20%、 10%； 5
月中旬、 7 月中旬随施氮肥分别追施磷肥、 钾肥全
年用量的 50%； 氮磷钾肥均匀撒于树冠下及外围
地面上， 翻耕伴随灌水施入。
4.4.2����叶面追肥 花果期内（5月下旬至 8月中旬），
每隔 10～15�d 选无风晴天 10：00 时前或 16：00 时
后进行叶面追肥。 通常用 5�g/kg 的尿素溶液加入
2～3�g/kg 磷酸二氢钾溶液， 或 20～30�g/kg 的普通
过磷酸钙水浸出液 100�kg 加入尿素 0.3～0.5�kg 和
硫酸钾 1.0～1.5�kg 混配的氮磷钾混合溶液， 或磷
酸钙 4～5�kg 加水 100�kg 过滤后的过磷酸钙浸出
液。 喷施后保持 0.5～1.0�h 的湿润时间， 以利叶片
对肥料的吸收。 喷后 3～4�h 内若遇降雨， 则雨后
重新喷施。
5���病虫草害防治
5.1 园地清洁

结合春秋两季修剪， 将地面及周围的枯枝、
落叶、 残果及周围的杂草等及时清理集中， 并进

行杀菌杀虫处理后粉碎， 做覆盖物或深埋做肥料。
5.2 化学保护

清园后， 树体萌芽前树冠与地面喷洒 1～2 次
3～5° Be 的石硫合剂， 喷药时一定要仔细全面，
不留死角， 喷遍树体、 树冠下的地面。 喷量以喷
遍树体但没有液滴从树上掉落为标准。
5.3 诱杀害虫

利用害虫对光的趋性， 用白炽灯、 高压汞灯、
黑光灯、 频振式杀虫灯等进行诱杀。 利用黄色色
板诱粘蚜虫、 木虱、 斑潜蝇等。 用蓝色色板诱粘
红瘿蚊、 食蝇等。 枸杞树体高低不同， 色板一般
悬挂于树高 3/4 处外围， 悬挂方位东北向， 每 2 株
树共用 1个色板。 树行间错位悬挂。
5.4 化学防治

防治原则是“中间轻， 两头重”， 即将 4 月中
旬、 10 月底作为重点预防期， 可有效控制越冬前
后的虫源。 这两个时期是枸杞的非结果期， 不会
构成农药对枸杞果品的污染。 5 月中旬、 6 月中旬
和 8 月中上旬为害虫繁殖盛期， 也是“治”的关键
时期。 这一时期要有计划地选择灭蚜松、 辛硫磷
等有机磷类， 吡虫啉、 吡虫清等杂环类， 吡虫啉
微乳剂、 扑虱蚜等二氯化烟碱类， 苦生碱、 烟碱
等植物源类， 石硫合剂和波尔多液等矿物类， Bt、
绿僵菌等微生物类农药进行树体喷施， 有效控制
蚜虫、 木虱、 廮螨、 红蜘蛛和锈螨等虫害和病
害［6�-�8�］。 一种农药在每个季节的使用不得超过 3
次， 不得随意加大药剂量（浓度）， 严格按说明书
施用。 尽量延长 2 次施药的间隔期， 降低喷药次
数， 降低残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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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市温室蔬菜根结线虫的发生及防治
韩斌杰 1， 高翠霞 1， 刘 辉 2， 王玉红 2

（1. 甘肃省玉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甘肃 玉门 735211； 2. 甘肃省玉门市玉门镇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甘肃 玉门 735211）

摘要： 通过近年对玉门市温室番茄、 黄瓜根结线虫病发生进行观察和试验， 分析了玉门市温室番茄、
黄瓜根结线虫病的发生特点以及发病原因， 总结出了选择种植抗病品种、 无病土育苗、 轮作倒茬、 高温闷
棚、 药剂防治等综合防治技术。

关键词： 根结线虫； 发病规律； 防治技术； 玉门市
中图分类号： S436.421.2��������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1463（2017）01-00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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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结线虫从 2014 年开始在玉门市玉门镇蔬菜
日光温室中发生， 当年发生 11.2�hm2， 平均发病率
45%， 主要为害日光温室番茄、 黄瓜等蔬菜作物。
为探讨番茄、 黄瓜根结线虫在蔬菜日光温室中发
生规律和防治方法， 2015�—2016 年玉门市农技中
心开展了日光温室蔬菜根结线虫的监测、 试验、
示范防治工作， 总结出了生态防治、 物理防治、
生物药剂防治根结线虫的方法， 取得了明显的防
治效果。
1���发生为害特点
1.1 症状

主要在根部染病， 以须根和侧根发生最多，
表现为须根和侧根比正常的略粗短， 且韧性差，
易折断。 病部产生近似球形的瘤状根结， 染病初
期瘤状物较小， 白色， 地上部症状并不明显； 后
期瘤状物逐渐增大， 颜色逐渐加深至褐色或黑色，
地上部较健株矮小， 发育不良， 叶色变淡或发黄，
与缺素症状十分相似。 根结线虫发生严重时， 植
株表现萎蔫直至枯死。
1.2 发生规律

在玉门日光温室根结线虫以南方根结线虫
（Melorlogyne�incogniea）为害为主， 南方根结线虫寄

主范围广， 能为害 30 多种蔬菜， 在玉门市目前主
要为害番茄、 黄瓜等蔬菜。 根结线虫多分布在 4～
25�cm 土壤内， 以 4～8�cm 土壤最多。 温室番茄定
植后， 2 龄幼虫侵染为害番茄， 10 月中旬至 11 月
中旬为第 1 个为害高峰期， 11 月下旬以后随着温
室温度的降低侵染率下降， 为害减轻。 以卵或 2
龄幼虫随植株残体遗留在土壤中越冬， 翌年 3 月
中旬后随着棚内温度的提高， 侵染率增加， 以 2
龄幼虫从嫩根处入侵， 刺激寄主根部形成肿瘤根
结， 并不断繁殖为害。 4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为第 2
个为害高峰期。 6 月中下旬后随着根系的老化， 侵
染率下降。 玉门市年发生 4 代， 且有世代重叠现
象。 年为害时间较长， 在本市为 6 个月左右。
2���发病原因
2.1 连作和连片种植

连作和连片种植是引起根结线虫严重发生的
主要因素。 同一种蔬菜连片、 连茬种植感染品种
时重于零散种植、 轮作种植调查表明， 连茬年限
越长发生越重， 连茬 2�a 以下的基本不发生， 连茬
3～5�a 的发生率 5.2%～18.9%， 连茬 6～10�a 的发
生率 32.7%～89.2%， 连茬 10�a 以上的发生率为
91.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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