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棚草莓促成栽培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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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适宜品种的选用、培育壮苗、适时定植、棚内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介绍了大棚草莓促成栽培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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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宿根性多年生草本植物, 味甘酸 ,

性凉, 无毒, 生津, 利痰, 健脾 , 补血, 化脂, 热量极低, 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 C, 对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溢血、高胆

固醇和结肠癌有明显疗效。草莓中含有鞣酸, 能避免致癌物

质将健康细胞转变为癌细胞。芜湖市组织培养中心对当地

的主要草莓品种进行茎尖组织培养、隔离繁殖 , 在南陵县十

铺、繁昌县高安、芜湖县火龙岗等地区进行大棚促成栽培。

1  品种选用

选择休眠期短、果实偏硬的早熟、鲜食品种 , 如丰香、宝

交早生、章姬和枥乙女等脱毒苗。草莓脱毒苗有2 大优势 :

①生长势旺盛, 植株整齐; ②结果数多, 果形大而亮丽, 产量

高。田间试验表明 , 常规草莓苗较无毒苗至少减产30 % 以

上, 严重的减产50 % 以上。所以, 培育无病苗是高产的关

键。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高山夜冷育苗手段, 促进草莓花芽

提前分化, 提早上市时间。

2  育苗期管理

( 1) 繁殖园的选择。选择土壤肥沃疏松、地势较高、排灌

条件好、背风向阳的地块, 不干燥、不积水、不重茬、无病虫害

的沙壤土。按1∶5 比例留足苗床。

(2) 整地施肥, 冬耕冻垡。土壤耕翻20～25 c m, 早春耕翻1

遍,2 月底前整地作畦, 并施足优质厩肥22 .5～30t/ hm2 、45 % 三

元复合肥450～600 kg/ hm2 , 深翻耙平整细, 做2 m 宽平畦。

( 3) 母株栽植。根据品种特性、栽植时期、栽培条件确定

母株株行距。发生匍匐茎能力强的品种以及栽植早、肥水条

件较好、栽培管理精细、发生匍匐茎多的母株应采用较大的

株行距 , 一般应栽植母株9 000～12 000 株/ hm2 。

( 4) 栽植要求。一般3 ～4 月栽植母株, 栽植时要去掉母

株的老叶、残叶, 要求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栽植深度使心叶

基部、根茎顶部与土面相平, 栽时按实。栽后及时浇水, 保湿

促活棵。

( 5) 肥水运筹。活棵后及时松土施肥, 为幼苗扎根创造

疏松、湿润的土壤条件。切忌高氮大水, 以防徒长、花芽分化

受阻和病害发生。天旱5 ～7 d 浇1 次水或小水轻灌, 不可大

水漫灌。结合除草经常浅中耕, 梅雨天或大水时要及时排水

降渍。底肥不足的田地可在匍匐茎发生期补施追肥2 ～3

次, 每次150 ～225 kg/ hm2 硫酸钾三元复合肥。

( 6) 摘除花茎和老叶、病叶。春季栽植的母株, 应注意及

时摘除母株上出现的花蕾, 减少营养消耗, 促发匍匐茎。形

成健壮子株。经常摘除衰老叶片和病叶 , 保持母株5 ～6 张
�

作者简介  郭丽敏( 1958 - ) , 女 , 辽宁义县人 , 农艺师 , 从事农业技术推

广工作。

收稿日期  2006- 04-03

绿叶和匍匐茎子苗4 ～5 张绿叶 , 促进子苗加快生长。

( 7) 整理茎蔓。植于苗床的母株, 应经常整理和固定匍

匐茎, 在匍匐茎的叶丛处用土块压茎, 使子株间距保持在10

～15 c m。定苗后, 去除母株苗和后发匍匐茎小苗, 从而达到

株丛间通风透光, 保证每个子株有足够的营养面积。

( 8) 喷施赤霉素。葡匐茎初发期, 将0 .3 ～0 .5 g 赤霉素

原粉用少许酒精溶解 , 加10 kg 水, 叶面喷施5～10 ml/ 株。

( 9) 化学和人工除草。栽苗前, 用48 % 氟乐灵乳油2 250

～3 000 ml/ hm2 叶面均匀喷雾。干旱时, 药后要及时松土。

生长期间单子叶杂草2 ～3 叶期时用盖草能、禾草克等进行

防治。

( 10) 病虫害防治。生长前期若发生地下害虫, 则可用乐

斯本1 500 倍液或90 % 敌百虫800 倍液泼浇, 也可用90 % 敌

百虫或辛硫磷乳剂150～200 g 喷拌炒香饼肥10 kg 傍晚撒施

田间, 毒饵诱杀。后期可选用农地乐、阿维虫清、王天星等高

效、低毒农药防治叶面害虫, 用井岗霉素、甲基托布津、百菌

清, 速克灵等防治病害。

3  移栽期管理

3 .1 大田灭菌消毒  夏季高温期, 利用太阳能对大田土壤

进行消毒。密闭大棚的同时, 施足有机底肥30 000 kg/ hm2 、

饼肥2 250 kg/ hm2 , 灌满水, 土表盖上旧农膜, 压实。利用有

机肥发酵和太阳能热量使地温上升到50 ℃左右, 连续保持

15 ～20 d。

3 .2 整地施肥起垄  移栽前, 对已消毒大田增施充分腐熟

的有机肥15 000 kg/ hm2 和硫酸钾复合肥( N、P、K 各15 %) 600

kg/ hm2 、碳酸氢铵300 kg/ hm2 。全耕层翻施作畦 , 以6 m 宽的

大棚为例 , 作6 个整畦,2 个边畦, 垄宽50 c m, 沟宽30 c m。定

植前3～5 d 用“施田补”1 800 ml/ hm2 对水750 kg/ hm2 均匀喷

洒1 遍。

3 .3  适时移栽 8 月底～9 月10 日 , 选择晴好天气移栽。秧

苗剥除老叶后留3 叶1 心 , 喷多菌灵1 000 倍液防病, 农地乐

1 000 倍液治虫, 带药移栽。每垄栽2 行, 边垄栽1 行, 株距为

25 c m,120 000 株/ hm2 定向栽植, 苗的弓背向沟, 做到“上不埋

心、下不露根”。定植前浇足底水, 定植后浇好活棵根水 , 保

持土壤湿润至草莓苗成活。

4  定植后管理

4 .1  摘除老叶、病叶、枯叶  活棵后10 d , 第1 次摘除老叶、

病叶、枯叶。

4 .2  肥水管理  覆盖黑地膜前, 初花期灌水1 次( 以半沟水

为宜) , 保持土壤潮湿。膨果期( 10 月上旬) 灌

结合灌水用复合肥225 kg/ hm2 和碳酸氢铵150 kg/ hm2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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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呈现隐性遗传的缺点 , 同时又兼有两者之长 : 即实验结果

稳定可靠, 重复性好, 呈典型的孟德尔遗传, 每个 AFLP 反应

可以检测的位点数多达50～100 个 , 多态性很强, 所需的DNA

模板少。

Griffiths 描述了在三棘鱼分离的2 个性连锁标记位点 ,

形成了 AFLP 标记技术确定鱼类性别的标记检测方法。

Thomas D K[ 7] 曾利用 AFLP 植物基因组图谱试剂盒构建尼罗

罗非鱼的遗传图谱 , 筛选出12 个AFLP 引物, 共产生了112 个

AFLP 标记 , 证实了利用 AFLPs 构建高密度遗传连锁图谱的

可行性。王志勇等[ 8] 对中国沿海的3 种真鲷的遗传变异进

行了分析 , 对福建官井洋大黄鱼AFLP 指纹多态性进行了研

究。另外 AFLP 分子标记是中性选择的 , 因此可用于研究亲

本对后代群体种质的贡献及基因追踪等方面, 如 Felip 等[ 9]

通过AFLP 指纹图谱研究了舌齿鲈的孤雌生殖, 准确鉴定了

雌核发育的成功率。Congiu 等[ 10] 鉴定了纳氏鲟和美洲鲟杂

交种。Liu 等[ 11] 用8 对引物对2 种鲇鱼亲本及其杂交后代进

行了遗传分析。

2 .4 微卫星( Microsatellite)  微卫星是指以几个( 1 ～6 bp) 核

苷酸为单位, 多次串联重复序列, 也称之为简单重复序列

( Single Sequence Repeats ,SSR) 、短串联重复序列( Short Tandem

Repeats ,STR) 或简单序列长度多态性( SSLP) 。在真核生物基

因组中, 大约每隔10 ～50 bp 就有1 个微卫星, 由于重复次数

和重复程度的不同而造成每一个位点的多态性。微卫星位

点可经PCR 扩增, 具高质量信息 , 是共显性标记物, 因而应用

也十分广泛。在鱼类遗传研究中, 微卫星标记被用来分析鱼

类物种遗传多样性、群体的遗传结构及种群的亲缘关系、遗

传图谱的建立和基因定位、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微卫星 DNA

指纹库的建立等。

孙效文等[ 12] 用斑马鱼SSLP 标记检测了鲤鱼种间的遗传

多态性, 并建立了鲤鱼的遗传连锁图谱, 其中图谱有 RAPD

分子标记56 个, 鲤鱼的微卫星分子标记26 个, 鲫鱼微卫星分

子标记19 个, 斑马鱼的微卫星分子标记70 个。白东清等[ 13]

用人源小卫星33 .15 和33 .6 探针对鳙进行了 DNA 指纹的初

步研究。刘占江等[ 14] 对适合于鲶鱼基因组研究的 DNA 指纹

技术进行了评估。鲁翠云等[ 15] 通过对鳙鱼微卫星分子标记

的筛选 , 获得了82 个微卫星序列,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3  结语

分子标记是目前最为优秀的遗传标记技术, 虽然它在鱼

类遗传研究的各领域内都得到了应用, 但在鱼类重要经济价

值的基因位点的应用研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例如在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方面前景非常广阔, 尚需要在主要

的经济鱼类研究上推广应用。随着分子标记技术的不断改

进和深入发展 , 它在鱼类遗传研究中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应

用, 从而推动鱼类种质资源和遗传育种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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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肥。10 月下旬覆黑膜以后, 通过微滴管进行灌溉, 沟内不

能积水。施肥前应将肥料溶解制成原液 , 过滤 , 稀释 , 才能

通过滴管施用。

4 .3  控温控湿 11 月上中旬当白天温度低于25 ℃时扣大

棚膜,12 月上旬扣第2 层内膜。花期白天棚温应控制在25

～30 ℃, 夜间15～25 ℃; 果实膨大期白天棚温应控制在20

～25 ℃ , 夜间15 ～20 ℃; 采收期白天棚温应控制在15 ～20

℃, 夜间5 ～10 ℃。扣棚后若有连阴雨天气或早晚棚内雾

气过大, 要注意揭膜, 降低空气湿度。

4 .4  花期管理  30 % ～40 % 植株现蕾时, 用6 mg/ L“九二

○”喷洒心叶。盛花和果实膨大期用0 .3 % 磷酸二氢钾溶液

喷施3～4 次。5 % 植株开花时, 每棚放1 箱蜜蜂。扣棚后,

放二氧化碳气肥发生器1 台 ,11 月下旬～2 月末使用浓度

为0 .075 % ,3 月以后逐步降低浓度。

4 .5  病虫害防治

4 .5 .1  主要病害。以预防为主, 可用福星5 000 倍液防治

白粉病, 速克灵1 000 倍液防治灰霉病。硫磺熏蒸法预防白

粉病效果较为理想。

4 .5 .2  主要虫害。蚜虫使用“吡虫啉”2 500 倍液, 红蜘蛛使

用杀虫素2 000 倍液。使用杀虫剂时, 应待药效过后才把蜂

箱移入棚内。在果实采收前15 d 内严禁使用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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