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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棚室甜瓜经济效益高，甜瓜早春棚室生产采取嫁接育

苗技术，收获之后及时对土地进行翻整施肥。接着种植秋白菜，

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一年二季高效种植管理技术在实践中已

经取得不错成效，为应用者带来较高经济效益。可以将其在全国

范围内推行，为农业生产者提供良好借鉴，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更

上一层楼。

1品种选择

甜瓜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并且口感甘甜，汁水充裕，在市

场上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人们对甜瓜、白菜的需求量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同时甜瓜和白菜的栽培技术在社会上受到

广泛重视，种植过程中对空气、土壤、温度以及湿度有着严格的

要求。基于此，现提出了一项新的栽培管理技术，早春棚室栽培

出的作物品质高，能够实现量产，满足市场上的大量需求，市场

销路较广，存在着很高的经济价值，能够为农业生产者创造较高

经济效益。在棚室收获甜瓜之后及时对土地进行整理，补充土地

中流失的养分和水分，继而种植秋白菜，实现一年两季种植。这

种栽培方式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规避

资源流失和对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发生，并且能够有效增

加收益，促进经济效益提升的同时社会效益也会有所提升。

甜瓜在品种选择上，应该选择品质较高的品种，以早熟、中

熟的优质品种为主。最好的甜瓜品种是其适应能力较强，拥有较

强的抗病虫害能力，且口感层次丰富，拥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

景。只有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品种才能够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

2培育甜瓜壮苗

2.1 播种期

当早春棚室内的温度在 12℃以上时，就可以做好一切准备

工作，完成甜瓜的播种。其播种育苗需要在专门准备的加温温室

以及温床内提前进行，山东菏泽地区通常会在每年的 2 月份进

行嫁接育苗工作。

2.2 嫁接育苗

实施甜瓜嫁接的主要目的是提升甜瓜对病虫害的免疫能

力，充分防止土传病害的发生以及在极大程度上克服连作障碍，

这一环节是后续工作的基础性保障，必须对其足够重视。当前阶

段，生产种植上采用的甜瓜砧木有台湾出产的南瓜“勇士”以及

原产于日本的南瓜杂交种“新土佐”。这两种砧木在亲缘关系上

较远，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联系，但是进行嫁接时会有一定的亲和

力，互相之间的排斥程度较小，适合进行嫁接种植。并且抗病虫

害以及对高低温的耐性也比较好，相较于其他品种，会更适合用

在早春棚室种植当中。最好的甜瓜砧木还是选用抗病害的野生

或者栽培类型育成的本砧。

2.2.1 砧木播种

砧木播种主要会采用穴盘播种的方式，每个孔只需要播种

一颗种子。将种子平放至孔内，确保芽尖朝下方放置，在播种后

之后应该根据播种的品种选用适合的消毒药剂喷洒苗床，为确

保其不会被污染，之后覆盖一层塑料薄膜，起到保温保湿的作

用。

出苗前棚内白天的温度需要控制在 28～30℃，晚间温度控

制在 20～22℃，出苗 50%～70%时用 95%绿享 1 号可湿性粉剂

3000 倍液加 72.2%普力克水剂 600 倍液喷洒一次，待到齐苗之

后再次进行喷洒，充分预防苗期病虫害的发生，降低其感染病虫

害的概率。

2.2.2 接穗播种

砧木吐心时开始接穗播种，每个孔中大概播种 5～8 粒，播

种后仍然使用 95%绿享 1 号可湿性粉剂 3000～4000 倍液对苗

床进行喷洒工作，之后采取相同的步骤措施，盖上一层塑料薄膜

起到保温的作用。在此期间需要对夜晚和白天的温度进行严格

控制，确保为其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并且及时脱帽，接穗子叶

展开时准备嫁接。

2.2.3 嫁接方法

通常情况下，会采用插接法进行嫁接，嫁接时需要将砧木的

生长点去掉，用竹签紧紧贴在叶子的叶柄上面，竹签需要稍微穿

透砧木的表面，将竹签的尖头微微露出。在甜瓜苗子叶基部

早春棚室甜瓜秋白菜一年二季高效种植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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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能够用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资源不断缩减。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农业生产要想获得更高效益的同时提升农作物质量，就需要探寻新的种植管理技术，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以此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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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cm 处平行于子叶斜切一刀，再垂直于子叶将胚轴切成楔形，

将已经切好的接穗快速插入到砧木切口处中，尖端同样稍微穿

过砧木的表面，使二者能够相接合，子叶交叉形成“十”字型。

2.3 嫁接苗管理

嫁接之后应该在营养钵中适量加入少量水分，确保水分充

足，为其生长提供良好的水分保障。在嫁接苗上面覆盖拱棚，并

将其严密封闭，为甜瓜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避免暴露在空气当

中受到不同物质的污染导致其感染病虫害，从而对苗期的生长

产生不利影响，并且需要根据其实际生长情况对室内温度进行

适当调控，保证温度在其能够适应的范围之内。白天中午是阳光

最强烈的时候，需要在拱棚上覆盖一些诸如报纸、纸张等一类的

东西，进行遮阳工作，避免其在阳光暴晒下导致水分快速蒸发，

同时也对甜瓜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嫁接 3d 之后，其状况基本上

已经处于稳定状态，白天的温度需要控制在 30℃左右，晚上的温

度则需要控制在 21℃左右。完成嫁接的 2～3d 之内，一定要保证

对室内的拱棚进行密封，确保其中的空气湿度，为嫁接苗提供充

足的生长空间和相应的营养，棚内空气的湿度需要保证在 90%

～100%之间。

嫁接后 7d 基本上已经愈合，这时候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切断接穗根部，从而使接穗与砧木能够形成一个整体，互相之间

相互融合。嫁接成活之后，将砧木上新生长出来的侧芽及时进行

清理，为后续的生长节省养分，避免不必要的养分流失，从而对

嫁接苗的生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4 苗期管理措施

2.4.1 温度管理

首先，需要对温度进行管理。初期的时候，出土前的苗床温

度应该尽量保证在 29℃左右，上下浮动不能超过 1℃。这一环节

是为了保障幼苗能够尽快出土，当幼苗出土之后，白天的温度需

要保持在 20～30℃。

在中期真叶的生长阶段，夜间的温度不能低于 15℃。如果夜

间的温度低于标准数值，那么其正常生长就会受到抑制，难以实

现良好生长，最终会导致幼苗无法继续生长，也就不能继续后续

的栽培工作。最高温度不能超过 30℃，如果超过这个数值，那么

幼苗将会疯长，将其中的养分迅速吸收，发展过快会导致养分不

足，同时也会导致在极快的速度内进入到下一阶段的生长之中，

对甜瓜的良好生长产生影响。

最后是后期的温度管理，瓜苗在长出两片真叶之后，温度需

要以大温差的管理方法为主，短时间内可以达到 9℃左右，从而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瓜苗的适应能力，也是在增强瓜苗对环境以

及周围气候的适应能力，提升其免疫能力和抗病虫害的能力。在

3月中旬左右就可以将瓜苗移栽到大棚内，这时温度之间的差值

可以根据瓜苗的生长状况适当进行增加，为定植环节做好充分

准备。通常情况下，温度管理会遵循前高、中平、后低的原则，这

种温差会对甜瓜的生长起到有利影响，还有助于雌花形成。

2.4.2 光照管理

光照管理也是整个种植栽培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苗期是甜瓜育苗的生长阶段，需要充足的光照保证养分，并且进

行光合作用，因此相较于其他生长阶段，应该适当增加这一时期

的光照。一般会采用在苗床后墙挂反光幕的物理手段来增加光

照。在保证温度适宜的状态下，尽量早揭晚盖草帘和小拱棚塑料

等较为遮光的覆盖物。叶子表面需要喷洒顺升农 1000 倍液，以

此来保证其能够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并且促进光合作用的转

换成效。

2.4.3 肥水管理

苗期管理需要保证营养土时刻处于湿润的状态，为苗期生

长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分支撑。可以配置 1000 倍液的磷酸二铵

和 300 倍液的康地蕾得混合液，浇透营养土。

3定植及管理

根据种植当地的天气状况选择定植时间，如果早春大棚内

的温度处于 19℃以上的稳定状态，并且苗长至三叶一心时，就可

以进行下一步的定植。

沿大棚走向起宽 70cm、高 15cm 的畦，在高畦上按照 50cm

左右的行距开沟，沟的深度在 11cm 左右，在其中施用海德路复

合肥 50kg、生物钾 2.5kg，在浇水之后将地膜覆盖上去，待地温的

温度升高之后，按照株距 50cm 进行打眼，栽苗覆土。

3.1 缓苗期管理

为了充分提升甜瓜苗的免疫能力，提升其抗病虫害的能力，

需要在叶片上喷施碧护 2000 倍液、糖原一号 300 倍液、嘧肽霉

素 300 倍液。用施肥的方式来促进甜瓜苗能够茁壮成长，为其创

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和营养保护，充分预防病虫害的发生，提升甜

瓜苗自身的免疫力。

3.2 温度管理

定植后的一周时间左右不需要进行通风，棚内温度如果超

过 35℃，再进行通风。植株缓苗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正常的管理

阶段，白天温度控制在 27℃左右有，晚间温度控制在 15℃左右，

一旦棚内的温度高于 32℃，需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降温通

风，确保进行严格的温度管理和把控。

3.3 光照管理

利用大棚进行甜瓜种植，应该利用一切有效方法增加光照，

白天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应该适当减少薄膜覆盖和减少遮光

措施，让其能够拥有足够的阳光照射。待到晚间为了保障棚内的

温度，就可以继续将薄膜和遮光措施进行覆盖。

经常擦拭塑料薄膜，确保其拥有良好的透光性。在叶片上喷

洒 300 倍液糖原一号也能够有效增加苗的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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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肥水管理

通常情况下，在开花之前，如果天气气候较为干旱，可以进

行少量浇水。开花阶段就不需要进行浇水了，甜瓜成熟的前一周

停止浇水。浇缓苗水每亩每次需要施用黄瓜专用肥 4kg，大多数

果实进入膨胀期的时候，可以用“用就富”西红柿专用肥 8kg、铵

钙镁 5kg 和硫酸钾 5kg。在田间的生长阶段，每隔 10d 左右的时

间交替喷施保利丰 500 倍液和糖原一号 300 倍液。

4秋白菜高效种植

白菜具有管理便利、经济效益高、对生长环境没有过多要求

的优点，一般情况下，大白菜亩产甚至可以达到 5000～10000kg，

每亩的产值在 3500 元左右，数值会随着市场的需求上下波动，

其价格适中甚至多数时间较为便宜，具有丰富的营养，深受人们

的喜爱，市场需求量和销量一直比较好。

4.1 选用优良品种

现阶段，可以用来进行一年二季种植的秋白菜品种主要有

新五号、秋美、绿星等 70 多个品种，生育周期在 80～85d，生长周

期较短，产量能够为市场提供充足的供应，以此来满足市场和广

大消费者的需求。

4.2 整地施肥

应该选择口感层次较丰富、保水保肥性较好、中等以上肥力

的甜瓜，这样在甜瓜收获之后，也能够保证其种植过后的土地拥

有良好的养分，在整地施肥之后能够充分满足白菜的种植所需。

在甜瓜成熟收获之后，应该及时进行耕地施肥、整地工作，为后

续的白菜种植提供较好的种植环境。

4.3 播期与方法

大白菜的种植方法较为简单，只需要在每株白菜之间保持

较为适当的距离。最适宜进行白菜播种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

为每年的 7月份，播种方法分为点播和条播两种。点播需要白菜

与白菜之间相隔 55cm 左右，上下浮动需要在 5cm 的范围之内，

株距一般为 45～60cm，每穴 8～10 粒种子。

条播需要在耕地范围内开垦较浅的播种沟，将种子均匀撒

入，进行均匀播种，播种之后需要将土壤重新覆盖在种子上面，

通常情况下覆土 1cm为最佳厚度。在播种的过程中，如果土壤的

肥力、养分以及水分存在不足的状况，应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

行补充，这样为白菜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支持，避免在其生长

过程中出现营养不良的状况，从而对白菜的品质和产量产生不

利影响，造成经济效益下滑。

4.4 田间管理

4.4.1 幼苗期

播种之后如果遇到干旱的状况，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进

行少量多次的浇水。在幼苗拉十字期应该进行第一次间苗，每穴

留苗 4～5 棵;第二次间苗需要在真叶 5 片叶时进行。结合定植

亩追施硫酸铵 20～25kg，以此来为幼苗发育提供充足的养分。在

此期间需要及时对田间的杂草进行清理，同时伴随着松土、中耕

等工作，通常情况下中耕 3～4 次为最佳耕种次数，避免会对白

菜的根系产生影响，从而对整个生长环节产生不利影响。

4.4.2 莲座期

这一阶段是叶片进行分化的重要时期，应用适当的措施能

够加强叶片的分化，充分提升叶片数量，而叶片数量的多少对于

叶球的生长状况有着极大程度的影响。需要进行重点管理的环

节是促进地下根系发育，充分防止地下根系徒长。浇水需要根据

白菜实际生长状况进行，避免浇水过多而影响其整体的生长态

势，确保莲座呈现壮而不旺的情况。

4.4.3 结球期

这一阶段要求阳光十分充足，并且需要充足的养分，才能够

保障白菜的顺利生长。在此期间为了有效防止土壤干旱的现象

发生，应该在每亩地中追施硫酸铵 30kg、硫酸钾 10kg。施用钾肥

能够为白菜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加快养分的制造和运转，确

保其能够将这些肥料转换为自身的营养，提升白菜的品质和质

量，增加糖的含量，丰富白菜的口感，同时还能够有效加快结球

速度，尽快将白菜投入到市场当中。

4.5 病虫害防治

白菜的病虫害都是农耕中农作物较为常见的类型，包括软

腐病、菜青虫、蚜虫等。

对于菜青虫的防治，可以在其处于幼虫阶段时，采用氯氰菊

酯 2000 倍液，每间隔 6d 左右进行 1 次喷洒，只需要连续喷洒 2

次就可以完全灭杀害虫。小菜蛾也需要在其幼虫时期进行灭杀，

主要采取喷洒阿维菌素 1500 倍或者甲氨基苯甲酸盐 2000～

3000 倍液的方式，同样是每间隔 6d 进行一次全面性的喷洒灭杀

害虫工作，需要连续喷 3次。

白菜的收获时间会受到种植当地的天气气候以及对大棚内

温度、湿度控制程度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会在 10 月中下旬进行

收获。

综上所述，一年二季高效种植管理技术能够在最大限度上

将甜瓜和大白菜的质量、产量达到最优成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市场和广大人民对于食物的需求。在提升生产经营管理者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效益的提升，同时还能够提升

农业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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