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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机蔬菜被人们称为“纯而又纯”的食品 ,从基地选择到生产 ,从加工到上市 , 从菜地到餐桌 ,都有非常严格的生产、质量控制和管
理体系。介绍了有机蔬菜基地的必备条件、生产的基本要求和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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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机蔬菜基地的必备条件

1 .1  必须具备完整性 有机蔬菜基地的土地应是完整的地

块, 附近没有污染源, 水量充足, 水质好, 其间不能夹有进行

常规生产的地块, 但允许夹有有机转换地块; 有机蔬菜基地

与常规地块交界处必须有明显标记。

1 .2  严格执行转换期 由常规生产系统向有机生产转换通

常需要2 年时间 , 多年生蔬菜在收获前需要经3 年转换时间

才能作为有机产品。转换期应从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之日

起计算, 生产者在转换期间必须完全按有机生产要求操作 ,

即3 年内不得使用化学肥料、农药, 同时对土壤中铁、镉、铬

等微量元素、盐酸饱和度和有机质进行综合分析化验, 力求

其中磷、铜、铅等矿物质符合有机蔬菜的生产要求。经1 年

有机转换后生长的蔬菜, 可作为有机转换产品销售。

1 .3  设置标准隔离带 如果基地的有机地块有可能受到邻

近的常规地块污染影响, 则在有机和常规地块之间必须设置

缓冲带或物理障碍物。不同认证机构隔离带的要求不同, 如

我国OPDC 认证机构要求为8 m, 德国的 BCS 认证机构要求

为10 m, 以确保基地作物不受外来污染。

2  有机蔬菜生产的基本要求

(1) 引进、示范、推广抗病虫害且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良品种。

( 2) 使用优化、高产、高效种植模式, 合理安排茬口, 确保

土壤的合理利用。

( 3) 应用遮虫网隔断有机蔬菜生产基地与常规农业区的

害虫传播, 采用粘虫板、黄色诱蚜板并释放天敌昆虫 , 控制病

虫害; 应用昆虫微生态制剂杜绝化学农药的使用。

( 4) 以蔬菜作物为对象, 健身栽培为基础, 优先采用农业

生物防治措施, 发挥综合效益, 把病虫害控制在经济允许的

水平下 , 确保蔬菜中不含农药残留。

( 5) 相对封闭的作物营养循环经济生产体系, 是利用人、

土地、动植物作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 把农业生产中的各

种有机废弃物, 通过加工制成有机肥料, 重新投入到农业生

产体系中, 形成生态良性循环链。

3  有机蔬菜的种植技术

3 .1 栽培管理技术

3 .1 .1 品种选择。有机蔬菜种子和种苗, 应选择适应当地

土壤和气候特点, 对病虫害有抗性的蔬菜种类及品种, 充分

考虑保护作物遗传多样性。禁止使用任何转基因种子。若

在有机种植的初始阶段, 一时得不到认证的有机种子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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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可先行使用未经禁用物质处理的常规种子。

3 .1 .2  轮作换茬和清洁田园。有机生产基地应采用包括豆

科作物或绿肥在内的至少3 种作物进行轮作 ; 在1 年只能生

长1 茬蔬菜的地区, 允许采用包括豆科作物在内的2 种作物

轮作。前茬蔬菜腾茬后, 要彻底清洁基地, 以减少病害基数。

3 .1 .3  集成配套栽培措施。通过培育壮苗、嫁接换根、起垄

栽培、地膜覆盖、合理密植、植株调整等技术, 充分利用光、

热、气等条件 , 创造一个有利于蔬菜生长的环境, 以达到优

质、高产、高效的目的。

3 .2  肥料施用技术 首先应做到用地与养地同步进行。使

用动物和植物肥的数量应掌握在1∶1 为好。一般施用有机

肥45～60 t/ hm2 , 追施有机专用肥1 .5 t/ hm2 。其次施足底肥 ,

将施肥总量的80 % 用作底肥, 结合整地 , 将肥料均匀地混入

耕作层内, 以利于根系吸收。三是巧施追肥 , 对于种植密度

大、根系浅的蔬菜可撒施追肥, 并及时浇水; 对于种植行距较

大, 根系较集中的蔬菜 , 可开沟条施, 并用土盖好后及时浇

水; 对于种植行株距大的蔬菜可采用开穴追肥。四是针对有

机肥有效养分含量少和前期释放缓慢的特点, 可利用某些微

生物如根瘤( 固氮) 、解钾解磷菌来补充和加速养分的积累和

释放, 保证蔬菜对养分的正常需求。

3 .2 .1  允许使用的肥料种类。①农家肥。如堆肥、厩肥、沼

气肥、绿肥、作物秸秆、泥肥、饼肥等 ; ②生物菌肥。包括腐殖

酸类肥料、根瘤菌肥料、磷细菌肥料、复合微生物肥料等 ; ③

绿肥作物。如草木樨、紫云英、田菁、柽麻、紫花苜蓿等; ④有

机复合肥。如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 还有活性

( 生物) 有机肥、液肥等新产品。

3 .2 .2 常用几种有机肥料( 表1) 。①人粪尿。多作速效氮

肥施用( 对水3 倍左右泼浇) 。由于含有一定盐分, 一次用量

不可过多。人粪尿应专缸贮存, 并加盖, 添加少量苦楝杀虫 ,

夏季贮存半个月, 春秋季贮存1 个月。②猪圈粪。多作基肥

秋施或早春施。积肥时多以秸草垫圈 , 粪肥出圈制作堆肥

时, 堆外部要抹糊一层稀泥密封, 高温腐熟后才能使用。③

马厩肥。属热性肥料 , 肥效较快, 一般不单独施用, 而是与猪

圈粪混合积存, 多作基肥早春施或秋施 ; 单独积存时 , 要把肥

堆拍紧, 堆积时间要长, 使其缓慢发酵 , 以防养分损失。④羊

圈粪。是迟、速兼备的优质肥料。羊圈粪堆制方便, 容易腐

熟, 适用性广, 可作基肥或追肥 , 适宜用于西甜瓜等作物穴施

追肥。⑤禽粪。属于热性肥料, 可作基肥、追肥 , 用作苗床肥

料较好。禽粪中含有一定的钙, 但镁较缺乏 , 应注意和其他

肥料配合施用。⑥秸秆堆肥。碳氮比高, 属于热性肥料 , 分

解较慢 , 但肥效持久, 长期施用可起到改土的作用。堆肥的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7 ,35(12) :3535 - 3536                    责任编辑 罗芸 责任校对 李菲菲



适用性广 , 多作基肥施用。积造堆肥时应注意控制水分在

60 % ～75 % , 适当通气, 加些粪肥调节碳氮比。

  表1 各种有机肥有效肥分含量 g/ 100g

种类 有机物 氮 磷 钾

人粪尿 5～10 0 .50～0 .80 0 .20～0 .40 0 .20～0 .30

猪圈粪 25 0 .45 0 .20 0 .60

马厩肥 25 0 .58 0 .28 0 .53

羊圈粪 32 0 .83 0 .23 0 .67

禽粪 25 1 .63 1 .50 0 .85

秸秆堆肥 15～25 0 .40～0 .50 0 .18～0 .26 0 .45～0 .70

3 .2 .3 施肥中应注意的问题。①人粪尿及厩肥要充分发酵

腐熟, 最好通过生物菌沤制, 且追肥后要浇清水冲洗。另外 ,

人粪尿含氮高, 在薯类、瓜类及甜菜等作物上不宜过多施用 ;

②秸秆类肥料在矿化过程中易引起土壤缺氧, 并产生植物毒

素, 要求在作物播种或移栽前及早翻压入土; ③有机复合肥

一般为长效性肥料, 在施用时最好配施农家肥 , 以提高肥效 ;

④绿肥一般都在花期翻压, 翻压深度10 ～20 c m, 翻压15 .0 ～

22 .5 t/ hm2 , 可根据绿肥的分解速度, 确定翻压时间, 防止引

起发热 , 造成烂种、烧根。

3 .2 .4 施用方法。①基肥。结合整地施腐熟的厩肥或生物

堆肥4 .5 ～7 .5 t/ hm2 , 有条件的可使用有机复合肥作种肥, 作

种肥要避免与种子接触, 用量也应减少 , 作追肥应条施; 或用

益利来活性( 生物) 有机肥在移栽或播种前, 开沟条施或穴施

在种子或幼苗下面, 施肥深度以5 ～10 c m 较好, 避免直接与

种子或根系接触。②追肥。追肥分土壤施肥和叶面施肥。

土壤追肥主要是在蔬菜旺盛生长期结合浇水、培土等进行 ,

主要使用人粪尿及生物普利肥等。叶面施肥可在苗期、生长

期选取生物有机叶面肥, 每隔7 ～10 d 喷1 次 , 连喷2～3 次。

另外还应根据肥料特点及不同的土壤性质、不同的蔬菜

种类和不同的生长发育期灵活搭配, 选择使用。特别要注意

有些肥料如含硝酸根的复合肥, 不宜在叶菜类使用。

3 .3  病虫草害防治技术  由于有机蔬菜在生产过程中禁止

使用所有化学合成的农药, 所以有机蔬菜的病虫草害要坚持

“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的原则。通过选用抗病品种、高温消

毒、合理的肥水管理、轮作、多样化间作套种、保护天敌等农

业措施和物理措施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3 .3 .1 病害防治。可用石灰、硫磺、波尔多液防治蔬菜多种

病害; 允许有限制地使用含铜的材料, 如氢氧化铜、硫酸铜等

杀真菌剂来防治蔬菜真菌性病害 ; 可用抑制作物真菌病害的

软皂、植物制剂、醋等物质防治蔬菜真菌性病害; 高锰酸钾是

一种很好的杀菌剂, 能防治多种病害; 允许使用微生物及其

发酵产品防治蔬菜病害。

3 .3 .2  虫害防治。提倡通过释放寄生性捕食性天敌动物

( 如赤眼蜂、瓢虫、捕食螨等) 来防治虫害; 允许使用软皂、植

物性杀虫剂或当地生长的植物提取剂等; 可在诱捕器和散发

器皿中使用性诱剂, 允许使用视觉性( 黄粘板) 和物理性捕虫

设施( 如防虫网) ; 可以有限制地使用鱼藤酮、植物来源的除

虫菊酯、乳化植物油和硅藻土来杀虫; 允许有限制地使用微

生物及其制剂如杀螟杆菌、Bt 制剂等。

3 .3 .3 草害防制。采用限制杂草生长发育的栽培技术( 如

轮作、绿肥、休耕等) 控制杂草; 提倡使用秸秆覆盖除草; 允许

采用机械和电热除草 ; 禁止使用基因工程产品和化学除草剂

除草。有机蔬菜因为不能使用除草剂, 一般采用人工或机械

方法除草, 或利用黑色地膜覆盖, 抑制杂草生长。提倡合理

的水旱轮作, 对某些水生有机蔬菜可采用在水田中养殖鱼类

的方法减少杂草。另外 , 在使用含有杂草的有机肥料时需使

其完全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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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游人的游园兴致。

3 .2 多元景观的营造

3 .2 .1 景观的社会性。主题公园中的景观围绕其鲜明的主

题展开设计, 主题情节贯穿于各个景观区域, 通过模仿、比

拟、联想创造出紧扣主题内涵的环境, 使人们在获得心理放

松的同时获得潜意识下的感染与熏陶。

3 .2 .2 景观的参与性。主题公园景观的参与性使人们不再

是被动的参观, 而是主动地参与到主题场景中 , 这种亲身体

验的机会, 迎合了当前游人对于景观体验性的需要, 同时寓

教于乐 , 在活泼、轻松的环境视觉中理解主题、感受主题。

3 .2 .3 景观的实用性。注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不刻意追

求表面的美学意义与效果, 而更强调内在价值与实用功能。

3 .2 .4 景观的科技性。高科技手段的加入, 使得景观取得

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多方面的延伸, 赋予景观意境新的

形式与内容, 创造更加引人入胜的景观环境。

3 .2 .5 景观的艺术性。艺术性是风景园林自始至终的追

求, 作为展现文化为主的主题公园, 更需要艺术的烘托以提

高文化品位, 这是人们对其达成景观认可的基础和前提。

3 .2 .6 景观的持续性。持续性发展对于景观, 尤其对于主

题公园, 意味着良性运营的基础, 主题公园的持续性景观就

是围绕本身主题定位, 以市场为导向, 根据服务对象的品位 ,

设计出具有持久生命力和潜在进化力的景观。

文化主题公园要达到景观上的完美就要文化景观、自然

( 生态) 景观、艺术景观、科技景观、体验景观等多元景观的协

调与持续发展。在人们迈入主题公园后感知主题文化的博

大精深, 同时要将生态意识、艺术修养、科技普及、人际交往

等多方面的内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游人的思维之中, 这才是

做到了真正的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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