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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开始，北方地区日光

温室越冬茬黄瓜生产将全面

展开。黄瓜的越冬茬生产是
指黄瓜的采收期跨越整个冬
季并延续到春末夏初的栽培
茬口，该茬口生产产量高、效
益好，但同时生产难度较大、
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为了给生产者提供技术

支撑，北京市农技专家结合

近年来试验示范结果及高产

经验的分析总结，就如何做

好该茬黄瓜生产提出以下几

个技术关键点，供广大菜农

和技术人员参考。

生产设施要性能良好

越冬茬生产要求温室在

设施结构方面具有良好的采

光和蓄热保温能力，墙体厚

度土墙不低于80厘米、砖夹

心墙不低于60厘米，前屋面

平均采光角不低于30°、后

坡仰角 31-45°，同时采取

必要增温保温措施保证温室

冬季温度指标达到侯平均最

低温度不低于8℃、50%以上

的时间不低于10℃、极端最

低温度不低于6℃，侯平均最

低地温不低于12℃、50%以

上的时间不低于15℃。

品种要突出低温耐受

性，日光温室冬季栽培的典

型环境特点是低温弱光高

湿，因此，要选择耐低温弱

光、抗病及丰产性强的黄瓜

品种。

育苗要采用嫁接技术

生产者可根据市场需求

及砧木特点，选择适宜的砧木

和嫁接方法进行嫁接育苗。

播种与定植时期要适宜

结合温室内外界气候特

点和黄瓜生长发育规律及市

场黄瓜价格走势，以10月中

旬至下旬定植较为适宜，日

历苗龄30-35天。

整地做畦
要针对茬口特点

该茬口生产要跨越整个

低温季节、生育期长，因此在

整地做畦环节要着重做好以

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土壤及棚室消毒，

尤其是上茬生产中土传病虫

害严重的地块；

二是要注重底肥的施

入，根据多年高产户的生产

调查，可亩施优质农家肥20

立方米左右或商品有机肥

3500公斤左右（有机肥务必

充分腐熟），基施三元复合肥

40 千克、磷酸二铵20 千克、

硫酸钾10千克；

三是提高做畦质量，以

台式高畦为宜，畦高不低20

厘米为好、保证根际土层深

厚疏松；

四是地膜优选无色透明

地膜，于吊蔓前采用对接方

式进行畦面覆盖。

田间管理技术
要落实到位

1、群体调控。
一是栽培密度以 3500

株/亩较为适宜；二是落蔓以

移位落蔓为好，落蔓后保持植

株功能叶片量不低于12片、

基部叶片不拖地；三是

商品瓜及时采收、畸形

瓜和侧枝及严重病叶

及时疏除。

2、土壤管理。
缓苗期、蹲苗期

各中耕松土一次，开

花坐果期每 20-30

天于大行间中耕松

土1次。

3、水肥管理。
采用滴灌灌溉方

式。定植水要浇透，

一般亩灌溉量25立方

米左右，达到畦面均

匀湿润、沟内无明水；

缓苗水要少浇，一般亩灌溉

量6-8立方米（若土壤不明

显缺水可不浇）；开花坐果期

要根据土壤湿度、植株长势

和天气情况进行水肥管理，

根瓜膨大时浇水15-20立方

米/亩、7-10 天后再灌溉 1

次，结合浇水滴灌追施水溶

肥4-5公斤/亩。

12月中旬至 2月下旬，

视天气情况，一般15天左右

灌溉追肥1次，亩灌溉量20-

25立方米、追施水溶肥8-10

公斤。

进入3月份灌溉频次逐

渐调整到10-7天一次、4月

份以后逐渐调整到7-5天一

次，每次灌溉量20立方米左

右、追施水溶肥4-5公斤。

4、光照管理。
定植后缓苗阶段，于高

温强光时段适当遮阳；12月

中旬至2月下旬，确保棚膜清

洁、尽量增加光照（连阴后骤

晴要注意适当遮阳）；3月份

以后，中午高温强光时段注

意遮阳。

5、温度管理。
缓苗阶段保持白天25-

30℃、夜间15-18℃；蹲苗阶

段保持白天 25-28℃、夜间

13-15℃；12月中旬以前和3

月份以后，保持白天 25-

30℃、夜间13-15℃；12月中

旬至2月下旬期间，白天保持

白天 25-33℃（最高不超过

35℃）、夜间10-13℃（最低不

低于8℃）。

6、湿度管理。
一是采用膜下灌溉、病

虫害烟剂/粉尘剂防控、大行

间锯末或稻壳覆盖等方式防

范棚室空气相对湿度过高；

二是通过通风措施来降低棚

室空气相对湿度，在棚室湿

度过高时，可在上午当棚温

达到28℃时开始通风，温度

下降到22-23℃时及时关闭

通风口。在寒冷的冬季，不

要求每天通风，一般3-5天

通风1次。

7、二氧化碳施肥。
应用吊袋式二氧化碳气

肥或气瓶等方式进行二氧化

碳施肥。

8、病虫害防控。
该茬口黄瓜生产主要病

虫害有霜霉病、灰霉病、白粉

病、黑星病、角斑病、蓟马、蚜

虫等。在进行药剂防治时要

优选烟剂、粉尘剂以免进一

步加大棚室空气相对湿度而

加剧病害发生和蔓延。

冬季增温保温措施
要落实到位

为了加强温室的防寒保

温，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应

用墙体增厚、防寒沟、高透光

棚膜、高保温外覆盖物、防雪

膜、裙膜、前地角围挡等措施

做好温室的防寒保温工作，

同时要做好应急增温准备工

作。对于老旧温室要通过墙

体骨架加固等方式，提高设

施抵御大雪的能力。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供稿）

西施番茄、贵妃番茄、话梅

鸡尾酒番茄……这些名字新奇

的水果番茄，都是国家农业科技

创新园的热门品种。娇艳欲滴

的外观、吹弹可破的外皮、充盈

甜美的汁水加上恰到好处的酸

甜比，直接品尝、榨汁或是用于

制作番茄酱都再合适不过了。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位于

北京市北三环。与人们常见的

种植园不同，该园区的生长景象

很是特别。在这里，上百个金属

栽培槽整齐排开，间距0.8米左

右。栽培槽上，茂密的番茄藤蔓

沿着铁丝一直向上攀爬。在每

株番茄藤蔓根部附近的岩棉内，

还插着两只针状的细管，用来补

给水分和营养。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的相

关负责人魏灵玲向记者介绍，这

种模式叫做温室工场，属于设施

农业的一个类型，能够在温室内

智能调控植物生长所需的温度、

湿度、光照等要素，模拟出最适

合植物生长的环境，还可以根据

植物的生长状况精准地控制水

肥配方，让老百姓在一年四季都

可以品尝消费优质新鲜果蔬。

“我们国家这几年的连栋温

室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

环境控制、使用寿命等方面还有

待提升。经过几年的研发和实

践后，我们对温室从结构、屋面、

栽培工艺做了标准化的提升和

改进。”魏灵玲说。

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温

室的整体结构选用大小不一的

密闭构件，轻巧而坚韧，兼顾了

透光性与安全性。温室配备交

错开窗系统，能够自由调节窗扇

开启的角度，同时采用软硬共挤

的屋面密封条设计，解决了由于

结构伸缩而带来的温室气密性

差的问题。

在温室顶部，有一排长长的

双结中空水槽，能够巧妙地将屋

面的雨水和冷凝水一起进行收

集和排放，排水能力比常规的天

沟提高了20%，由此大大减少了

温室内因滴露产生的病虫害。

此外，总计 15000 平方米

的温室工场全部启用智能化物

联网环境控制系统和生态运营

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收

集、记录温室环境参数，并根据

种植管理人员的设定，自动动

态控制温室环控设备，精准控

制温室温度，提高温室作物产量

和品质。

“这套系统的运用，大大减

轻了种植人员的工作负担，整体

工作效率提升了20%，满足了现

代化种植与精细化种植的需要，

经济效益显著增加。”魏灵玲说。

除了在温室内进行智能化

调控，温室工场还致力于提供植

物生长的“定制化方案”。以番

茄种植为例，温室工场采用大跨

度高密栽培技术，空间利用率

高，辅之以水肥一体化和精准灌

溉技术，在综合省水40%、水肥

循环利用率达90%的基础上，可

以大大提高产量。

温室工场里还有专人负责

定期对农作物的营养液与作物

组织进行取样，并通过专业机构

的监测分析报告，不断调整用肥

策略，做到精准用肥、节约用肥

与安全用肥，提升农产品品质。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温室工场 番茄长在岩棉上

日光温室越冬茬黄瓜效益好
这样做高产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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