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工番茄栽培技术



作物栽培学

加工番茄的育苗技术

育苗是利用温室苗床使种子提前萌发生
 

长，等外界温度适宜幼苗生长时，直接移栽到
 

大田中，来规避灾害天气，缩短大田生育期，
 

提前开花坐果成熟，延长生长周期增加复种指
 

数，提高土地利用率。育苗的成败、育苗的质
 

量直接影响番茄的产量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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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棚的选择

北疆育苗一般选择带有一定墙体的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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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扣棚

2月底（根据天气情况及温度回升情况定）前后完成扣棚工作，最好采用双

 层膜，保温效果较好。扣棚不易过早，过早会造成温棚内前茬病、虫害越冬，如

 果消毒、灭菌不彻底，极易引起育苗过程中病害的发生。但也不宜过晚，这样棚

 内水汽在点种前（3月8日左右）不能及时散尽，将严重影响育苗工作有计划实行。

 扣棚后每日中午1-2点以后棚内温度升起来后（根据当天温度及天气情况而定）

 放底风，这样可以快速将棚内水汽拉干，使温棚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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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层薄膜

安装小风扇和直径45cm的送风筒

风的流向

外层薄膜

热量

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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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棚的清理

3月1-5日开始着手于棚内的清扫、除草、维修，做育苗前准备工作。清扫

 过程中，要将棚内前茬的残根、秸杆、果实残留及废物垃圾清扫干净，使地面

 达到干净、平整；并及时对大棚的横梁、支架、火道、通风设施进行维护修

 理，使之达到待用状态。购买拉运煤炭、地膜（地面覆膜用）、草帘子（或棉

 被）、温度计、水泵等育苗用物资，做育苗前准备工作。

残根、

 
惨杆

废物、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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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棚的消毒

在大棚清理完毕之后，在点种前3-4天使用37%的甲醛4%的浓度对温室进行消

 毒处理。消毒过程中对温棚地面、棚膜、边角四周进行彻底喷洒，不留死角，喷

 药过程中喷药人员要穿防护服（如无防护服的区域，应穿着雨衣，戴防护帽，戴

 双层口罩，袋防护手套），在棚中滞留时间不易过长，应快速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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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质穴盘的准备

旧穴盘进行消毒清洗，使用0.2%的普通洗衣粉或1%的次氯酸钠溶液进行浸泡

 消毒处理，之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后整齐堆放备用。
；播种前撒水可以保证基质紧实、湿润，出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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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质的混拌

基质敲碎过筛（将颗粒较大的营养土筛除减少装穴中不必要的麻烦），建议

 用0.1%的百菌清或者代森锰锌消毒，基质混拌过程中掺入少量的水，减轻混拌过

 程中混合料细碎颗粒的飞扬，以及装穴过程中学孔较难充实及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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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装盘

基质混装过程操作要求齐、实、紧。齐：可以垒多层一般为10盘一摞

 （<10），方便搬运和统计数字；实：浇水后不会出现穴盘基质下陷严重（<0.5

 厘米）；紧：穴盘叠加可以压出一小坑（<1.5厘米）便于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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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m

种子

---- ---- ----

六、装盘

在填充基质过程中，每一穴要填充饱满，并压实，验证压实标准拿一根尖利

 的器物（比如牙签）插入穴块，能够轻松的将穴块取出，并且不会松散；或者

 将水浇入压制好的穴盘上后，穴块不会出现有很大的形变。当穴孔填充满后，

 在穴块表面压出1cm的小坑，便于以后点种需要。



作物栽培学

七、点种

3月8日左右开始播种（主要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而定），点种要求

 尽量每穴1粒，部分盘可1-2粒，以备有足够的幼苗，深度1厘米，播种后立即覆

 盖一层基质，厚度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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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

覆盖基质

---- ----

----

----

---- ----

七、点种

点种过程亨氏种子一般最好每穴点

 一粒种子，每个温棚有20-30%的穴盘点

 双粒或三粒种子，以备以后间苗时进行

 补苗需要（点双粒或三粒的穴盘单另摆

 放于棚的相应区域备以后补苗分苗用，

 这样可以减少苗盘的搬运调换，集中用

 工，减少劳动用工增加补苗工作效率）。

 常规未精选过的种子，点种过程中一般

 最好点双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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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摆盘（摞盘）

平铺（Tile） 摞盘（Stack）摞盘（Stack）

点完种之后，及时将基质覆盖。一般点种后如若天气情况正常，以及种植需

 要需早出苗，要将穴盘平铺开及时上水升温（如左图）。如天气不正常或为拉

 开育苗时间，则需将点好种的穴盘分批累好（如中图和右图）待用（未平铺主

 要因为棚内温度较高，平铺后穴盘内水分大量蒸发散失，表层基质变干膨松，

 打水过程中易引起飞溅，摞盘蒸发面积较小散失小但基质不易过湿否中心穴盘

 因温度较高达到催芽的效果，而极早萌发）。



作物栽培学

七、摆盘

摆盘要求紧实以节省空间、操作方便，摆盘前首先要做的是要将地面整平，

 并且在摆盘过程中要边摆边刮将踩过的足印刮平，便于将穴盘摆放平整。摆放

 过程中，每百盘（100或200盘）留一道走道便于以后检查、倒盘、浇水工作的

 进行。

地面要刮平

 
使地面、穴

 
盘保持平整

踩

 踏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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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布设火道

摆完盘后及时布设火道，布设火道时最好以左图将炉火设施布设在温棚中

 心，利于温度扩散。棚边布设火道一定要是保温条件较好的温棚，有棉帘或有

 较好的草帘设施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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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蓄水池

为方便浇水，在距温棚较近的区域内挖制蓄水池，蓄水池内铺设防渗膜（1、

 防止池水渗漏，2、防止池水被泥土污染带病菌），浇水所用池水要提前3-4个

 小时或1天放置好，最好覆膜提水温再对小苗浇水，刚从井中抽出的水直接浇苗

 子会将苗子击伤，但放置过久的池水也不宜用于浇苗子（水源带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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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打水

第一次打水最为关键，一定要打匀、打透（如果第一上水未打匀打透，重复

 多次打水将造成种子发育不完全，出苗时主要为黄化苗，且温室湿度过高引起病

 害的发生）。打水过程中喷头不易直射穴盘表面（易将表层基质和种子喷失），

 喷头雾化效果要好最好选用多头形式的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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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升温

温

 
度

 
计

温

 
度

 
计

打水后两天，要及时对温棚进行升温，尤其夜间温度一定要控制在10摄氏度

 以上，白天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空气温度最高不能超过30度，地温（基质）

 不易超过20度以上。摆放温度计过程中，不易离增温设备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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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放置毒饵

敌百虫拌麸皮

 
（毒饵）

放置毒饵，诱杀蟋蟀，

 出苗前后温棚中的蟋蟀是危

 害穴盘中种子和幼苗的主要

 危害。防治的主要方法是采

 用敌百虫与炒熟的麸皮或油

 渣混合在一起，放置于温棚

 中诱杀蟋蟀。放置毒饵过程

 中，不易撒施（会引起基质

 污染），应放置在火道旁至

 于塑料制品等防水设备之上。

 置于裸露地面和一些不防水

 设施上由于水的浸润造成药

 物的失效。拌制过程中药量

 不宜过重，应按100：1加90

 ％敌百虫做成毒饵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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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出苗

出苗后一周，要求及时进行间苗，移去穴孔中多余的幼苗至空穴盘中进行补

 苗，这样出棚前穴盘内一穴一苗。此阶段温度白天控制在20℃，夜间不得低于

 12℃，利用温度控制幼苗生长，促进壮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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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一周后照片 出苗一周后照片

分苗照片 分苗照片

十四、出苗

一叶一心是开始补苗间苗，时间为4-5天内，边补间苗边在地面铺地膜，减少

 挪盘次数，防止主根扎到土壤当中，促进侧根生长，达到壮苗要求。此期间要严

 格控制棚内温度，防止苗徒长，但也要做好防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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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壮苗标准：强健的紫色茎干和新叶，叶面呈浅黄色，而不是鲜绿色，非常

 硬挺
2、全部出苗后每5天施1次肥料,但只有植株叶片不表现亮绿色时才施肥,如果

 植株表现亮绿色时不加肥料.
3、KH2PO4 (3g/10升) 大概每5天一次

 
供P 、K肥

 
KH2PO4纯度含量大于＞

 99%
尿素

 
(3g/10升)大概每5天一次或更长

 
–

 
N 肥.

微量元素

 
(不含N)

 
大约14天一次

4、

 
总体上通过保持苗株的适量干燥，及少量氮肥施入来控制其长势和重量

 一旦看到热处和冷凉处的秧苗生长有差异,应7-10天采取1次

 倒盘措施。

磷酸二氢钾（含量99%）

 
建议准备数量= 3克*（总盘数/20盘）*7次

尿素（46%）

 
建议准备数量=3克*（总盘数/20盘）*7次

微量元素

 
建议准备数量= 0.1公斤/2000盘

十五、苗期管理、间苗（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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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苗后第7天喷施0.2%的氯氧化铜和0.2%的清洁剂混合溶液，以后每隔7天喷施

 一次
2、出苗后第10天喷施百菌清500-600倍液，防猝倒病和早疫病
3、

 
发现蚜虫用高效氯氰菊酯进行防治。

4、每天沿着温室对角检查50个植株，重点

 
观察萎蔫、枯萎、扭曲变形、有斑点的

 植株。寻找

 
叶片上或茎部褪绿斑。

在叶背寻找幼虫和虫卵。
拔出幼苗观察根部，健康的根应是白色或浅灰色，根盘的很好，形成一个整体的穴

 块。
如果发现1株有问题的植株，那么应检查那一片的植株是否存在相同的问题。
检查5株苗，健康的根部应是白色或浅灰色，根盘的很好，并形成一个紧实的穴块

 。如果根部发褐色，黑色，玻璃色，枯萎或皱缩的根，存在N肥问题（高EC值或高

 pH）。
5、

 
45天为育苗移栽的最佳时机。

6、

 
如果由于土地或气候的原因导致移栽工作延误，苗株可在温室内多放置不超过

 两周的时间，应严格控制浇水（除非苗株出现因缺水而呈打蔫），同时不应施以任

 何氮肥。
使用有关化学药品时，穿戴好防护设备．

十五、苗期管理、间苗（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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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苗期管理、间苗

苗期水份管理：喷水要求均匀，大面积育苗，建议安装喷灌，确保幼苗水分

 需求一致，生长齐、全。喷水过程中可以根据作物实际需求添加肥料。但肥料

 量不宜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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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放风、移栽前准备

间定苗结束后，要及时通风降温，防止徒长。出棚前至少10天，将棚膜部分

 或全部揭掉进行炼苗，同时防止幼苗萎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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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出苗工作

出棚标准：长度14~16厘米；茎粗3~5毫米；叶色深绿三叶一心；根系多、粗

 壮、发白、能包裹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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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移栽前滴水、运苗

16、出棚运输要求：搬运轻巧，避免粗放操作、

 
颠簸运输，确保幼苗成活力。

15、移栽前要对地块进行灌水，确保栽苗的土壤

 
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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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养苗及移栽

移栽前进行田头养苗，确保苗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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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cm

Plastic mulch

Drip line

Starter fertilizer Direction of pressure 
applied to set transplants

十、养苗及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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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m

150 cm

Plastic mulch

Drip line

Starter fertilizer

Direction of pressure 
applied to set transplants

十、养苗及移栽



机械采收的加工番茄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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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选择

机械采收加工番茄品种特性：

① 植株直立紧凑并且生长整齐一致。

② 坐果集中并且集中成熟。

③ 果实硬度高、果肉厚、耐压力强。

④ 果柄是无节类型，便于机械抖动时果实与
植株脱离，并且脱离后不带果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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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选择

一般选择连片面积在13.33 hm2 以上，自然
坡度0.2 % ～0.5 % ，土壤、水源应无农残
及重金属污染。有机质含量大于1% ，碱解氮
60～80 m g·k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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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植模式

3.1 采用平地铺膜，宽窄行配置窄行铺膜的同
时铺设滴灌毛管带。

3.2 行、株距配置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种植密度和行、株距，宽行行距120 cm ，窄
行行距30 cm。杂交种株距一般在30～44 cm 
，每667 m 2 保苗株数一般在2 000～3 000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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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间管理

灌足灌透栽苗水、缓苗水、头水（施肥）、二
水（施肥）、三水（施肥）、四水（施肥）、
五水（施肥）、六水（施肥）。一般情况下在
5～6 叶期即现蕾至初花期滴头水，植株叶片
略有萎蔫时也可提前滴头水，在第1 穗果果径
2cm 时开始增加施肥量。一般滴头水后，每隔
5～7 d（天） 滴水1 次，生育期浇水9～10 
次，采摘前20 d（天）禁止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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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理施肥

按照每667 m 2 产量6～8 t计，每667 m 2 共
应施尿素25～30 kg，过磷酸钙20～25kg，磷
酸一铵11.5～12.5 kg，硫酸钾16～18 kg。滴
灌番茄，结合冬耕每667 m 2 施尿素15 kg、过
磷酸钙20～25 kg 作基肥，把不溶于水的磷肥、
钾肥通过种肥和追肥前期施入，剩余肥料结合滴
灌在结果期施入。

滴肥要掌握好前稳、中控、后促原则。苗期适量
增施微肥；开花现蕾期根据植株生长状况应补充
少量尿素；现蕾、开花、坐果期，喷施具保花保
果作用的叶面肥3～4 次，每7 d（天）喷1 次，
有利于花芽分化，可防止落花落果，改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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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病虫害防治

虫害加工番茄生产中为害最大的害虫是棉铃虫。
开花坐果初期至成熟初期，加强番茄田棉铃虫
虫卵和幼虫基数的调查，选用针对性强的杀虫
剂是防治的关键。棉铃虫幼虫在3 龄前抗药性
差，故应在此之前（第1 穗果长至拇指大时）
用药，选用2.5 % 溴氰菊酯乳油3 000 倍液
喷雾防治，每7～9 d（天）1 次，共喷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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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

较大的病害有早疫病、晚疫病、细菌性斑点病、
疫霉根腐病、茎基腐病。与番茄人工采收田相
比，番茄机采田要承受更长时间的病原菌侵染，
尤其是进入成熟期后，遇到连续阴雨天，各种病
害容易发生，防治难度更大。应加强农业综合防
治：

① 选择抗（耐）病品种；

② 与非茄科作物实行2～3 年轮作倒茬；

③ 适当稀植，降低田间郁蔽程度；

④ 加强田间管理，做到早中耕、深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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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采收

采收

时间根据美国加州50 年的实践及我

国近5 年各地应用的经验，田间85 % ～90 % 果
 实红熟是进行机采的较为适合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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