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东海县自 1982 年开始种植草莓，草莓

促成栽培已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但促成栽培

所需的日光温室造价昂贵，一次性投入太高，制约

了其生产规模的扩大。东海县根据当地的自然条

件，通过 20 多年的探索与发展，结合当地的地理

条件，发展简易日光温室，通过技术集成，探索出

一套草莓促成栽培技术，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益的

栽培模式。草莓 3 月中下旬育苗，8 月下旬到 9 月

上旬定植，在国庆后采收上市，元旦、春节大量上

市，翌年 6 月上旬采收结束。由于草莓上市期提前

到 10 月中旬，实现了每 667�m2 投入 4�600 元、获

利 15�000 元左右的高效益。目前东海县草莓种植

面积逾 2�000�hm2（3 万亩），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江苏省草莓

主产区，并在全国草莓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

1　简易日光温室建造

根据草莓植株矮小，较耐寒，对温室高度和保

温性能要求较低的特点，东海县发展了简易日光温

室草莓栽培。通过用价格低廉易得的建筑材料取代

砖、水泥和钢筋建造日光温室，种植户可就地取材，

利用玉米秸、稻草、竹竿、木材、水泥柱等，加上

棚膜就可建造出适合草莓促成栽培的简易日光温

室。温室采光面的坡度因地域而异，东海地区温室

长40～80�m，宽8�m，后墙高2.2～2.6�m，最南端高0.5�

m（图 1）。用四重覆盖取代草帘覆盖或加温，降低

了成本，提高了效益，在生产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具体建造方法如下。

图 1　简易日光温室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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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发展简易

日光温室种植草莓，探索出一套草莓促成栽培

技术，使草莓上市期提前到 10 月中旬，与传

统日光温室栽培相比，每 667 m2 可降低成本

逾 2 900 元，增加收入 5 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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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墙体建造。墙体用玉米秸或稻草做成。在

北墙处每隔 3�m 用水泥杆设一个立柱，高 2.4�m，

水泥杆宽 20�cm，厚 8�cm。立柱 60�cm 和 120�cm�处

各用钢丝或铁丝东西向设拉线，拉紧后固定在立柱

上。然后把稻草（玉米秸）做成束或帘固定在拉线

上。东、西墙建造与北墙相似，只是在墙中间设 1.8�

m 高的立柱，最南端立柱高 0.5�m，并在东墙或西

墙留一个门方便进出。最后在墙的两边覆盖无破损

的薄膜，用细铁丝固定。这样就完成墙体的建造，

墙体厚度 25�cm 以上。

②�设立支柱和骨架。在棚的最南端每隔 3�m

设 0.5�m 高的支柱，在支柱顶端东西向拉一道钢丝

或竹竿。在棚中部每 3�m 设一排东西向立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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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m，也在顶端东西向拉一道钢丝或竹竿。

在立柱顶端南北向固定直径 10�cm 左右的大竹竿，

在大竹竿之间南北设 2～3 排直径 5�cm 左右的小竹

竿作为大棚骨架。

③�覆膜。最后在棚顶覆盖无滴棚膜，用压膜

线或细竹竿固定即可。

④�小拱棚搭建。用小拱棚代替草帘保温，可

采用旧棚膜覆盖，进一步降低成本。

与砖墙日光温室相比，简易日光温室每

667�m2 一次性投入降低 19�970 元，折旧成本降

低 2�923 元，降低幅度分别为 75.0％和 38.5％�

（表 1）。

2　土壤消毒

由于多年重茬栽培，种植前应进行土壤消毒，

生产上推广石灰氮太阳能土壤消毒技术。主要方

法：作物收获并清洁田园（温室）后，在夏季气温

最高、光照最好的一段时间。每 667�m2 用稻草或

麦秸（最好铡成 4～6�cm 的小段，以利于翻耕）等

未腐熟的有机物 1～2�t、石灰氮（氰氨化钙）颗粒

剂 75～80�kg（含氮量为 18%～22％），均匀混合后

撒施于土壤表面。用旋耕机将有机物（肥）深翻入

土�（深 30～40�cm 为佳），以尽量增大石灰氮与土壤

的接触面积。土壤深翻、整平后做畦（高30�cm左右，

宽 60～70�cm），尽量增大土表面积，以利于迅速提

高土壤日积温，延长土壤高温的持续时间。然后用

透明薄膜将土壤表面完全覆盖封闭。从薄膜下往畦

间灌水，直至畦面湿透为止，但不积水。最好修理

温室破损处，将温室完全封闭（注意出入口、灌水

沟处不要漏风），持续 20～30�d（天）即可有效杀

灭土壤中的真菌、细菌、根结线虫等有害生物。消

毒完毕揭去薄膜，翻耕土壤，7�d（天）后方可定植�

草莓。

3　品种选择

目前东海县主要栽培品种有红颜、宁玉、宁丰、

久香、太空 2008、明宝等。这些品种休眠期短、

花芽分化早、果大、抗病、冬季低温条件下开花结

实能力强，花粉稔性好，适宜鲜食，色彩艳丽。

4　育苗

选用未种植过草莓、茄科类蔬菜，能灌能排，

雨季不积水的地块繁苗。采用深沟高畦定植，做成

畦面宽 2�m、沟宽 40～50�cm、沟深 40�cm 的畦，畦

中间略高于畦边。3 月中下旬在畦边 30�cm 处定植

无病虫害健壮草莓母苗（最好选用脱毒种苗），每

畦两行，株距 50�cm，每 667�m2 定植 800～1�000 株，

繁苗系数 60 左右为宜。草莓苗定植后，经常摘除

母株上花蕾花序，使养分集中，促进母株的营养生

长及匍匐茎抽生；并经常摘除老叶、病叶，利于植

株通风、透光，促进母株和子苗健壮生长。匍匐茎

抽生后长至 20～30�cm 时，向畦中间理顺，摆放均

匀并压土固定，以后每隔 20�cm 压１次。壮苗标准：

无病虫害，功能叶 4～5 片，叶色鲜绿，叶柄粗壮，

单株苗质量 20�g 以上，根部质量大于或等于叶部质

量，根茎粗 1.0～1.5�cm，株型矮壮，须根多、粗而白。

5　高垄稀植

东海县8月20日至9月10日为定植适宜时间。

由于红颜、宁玉、太空 2008 等草莓品种长势强，

适宜稀植，一般每 667�m2 定植 7�000～8�000 株。采

用高垄栽培，有利于减轻病害。定植前 15�d（天）

施基肥，以优质有机肥为主，增施微生物菌肥。可

每 667�m2 施腐熟猪粪 3�000～4�000�kg、腐熟豆饼

200�kg、地恩地微生物菌剂 15�kg（复合菌，有效活

菌数≥ 2 亿·g-1）。撒施后深耕 25�cm，细耙 2 遍，

垄高 15�cm，垄连沟宽 1�m，垄面宽 60�cm。定植株

距 25�cm，每垄定植 2 行，行距 30～40�cm。定植

深度以深不埋心，浅不露根为度。定植前剔除病苗，

摘除老叶，留 4～5 片健康叶。

6　扣棚保温

东海县日光温室草莓促成栽培采用草帘或 4 层

薄膜的保温形式。4层薄膜保温即地膜+小拱棚膜+�

中棚膜 + 大棚膜（图 2）。根据外界气温确定覆盖

表 1　两种日光温室建造成本比较（以 667 m2 计）

温室类型 墙体/元 竹木骨架/元 棚膜/元 立柱/元 人工/元 其他/元 合计/元 折旧成本/元·a-1

简易日光温室 240 1�700 3�200 800 280 450 6�670 4�675

砖墙日光温室 18�200 1�700 2�500 800 1�000 2�440 26�640 7�598

注：骨架按 4�a（年）、立柱和砖墙按 10�a（年）折旧。其他费用简易日光温室为大棚内搭建小拱棚费用，使用期限为 1�a（年）；砖墙日

光温室为草帘费用，按 3�a（年）折旧，棚膜使用期限为 1�a（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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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数，10 月下旬初霜后扣大棚膜保温，7～10�d

（天）后再覆盖地膜，用细土封严定植孔，以防晴

天中午地膜下高温水汽溢出烫伤植株及花蕾。在外

界气温低于 0�℃时加盖小拱棚和中棚保温。�

7　解除休眠

红颜、宁丰、章姬、久香等草莓品种在简易日

光温室中进行促成栽培，保温后温度控制在 28～30�

℃之间 3～4�d（天），植株开始抽生新叶，即可解

除休眠，不用药剂处理。如果部分植株进入休眠，

生长缓慢，可用碧护 5�000 倍液、多多收（植物生

长调节剂）5�000 倍液于扣棚后 10�d（天）左右进

行叶面喷雾处理。　

8　植株调整

草莓促成栽培应经常进行植株调整。明宝在生

产中不用疏花疏果，但整个栽培期要及时摘除老、

残、病叶。红颜可适当疏花疏果，摘除畸形果和三

级花序中的小花蕾，每花序留 6～10 个果。定植半

个月后，新叶发出并展开，此时将最下部发生的侧

芽及刚发生的匍匐茎、枯叶、黄叶摘除，保留 5～6

片健壮叶。开花坐果期，植株生长旺盛时会发生较

多的侧芽，可以留 2 个进行开花结果，其余应摘除。

植株基部的叶片由于光合能力减弱，留着只能增加

养分的消耗，且易成为病菌滋生场所，亦应摘除。

每茬果采收结束后及时摘除花梗。

9　辅助授粉

在简易日光温室中栽培草莓必须进行辅助授

粉，最好是蜜蜂授粉，能提高坐果率，减少畸形果，

可增产 15%～20%。草莓初花期开始放养蜜蜂，每

667�m2 放养 1 箱（3�000～4�000 只），放蜂前进行一

次病虫害防治，主要消灭蚜虫、夜蛾、地老虎等害

虫。也可在开花期用毛笔、鸡毛掸或扇子进行人工

辅助授粉。

10　肥水管理

草莓为浅根系作物，喜肥但不耐肥，应少量多

次施肥。每次结合追肥进行浇水。当植株早晨叶缘

无水珠时应浇水，每次浇水量以土壤湿润、栽培畦

将要渗水为宜。

10.1　基肥　以优质有机肥为主，增施微生物菌

肥。可每 667�m2 施腐熟猪粪 3�000～4�000�kg、腐熟

豆饼 200�kg。

10.2　定植后至现蕾前　定植后 10�d（天）内每 2～3�

d（天）浇 1 次水。刚定植时气温较高，勤浇水缓

苗较快，可减少死苗。9 月底通过滴灌追施高磷肥

料（N-P-K 为 15-35-10）每 667�m2 施 3～5�kg，促

根催花；叶面喷施170�g·L-1 康朴液硼750倍液 1～2

次，每 667�m2 用量 20�mL。

10.3　现蕾至开花坐果初期　此阶段叶面喷施 170�

g·L-1 康朴液钙 2～3 次，10～15�d（天）喷 1 次，

每 667�m2 用量 20�mL（3�000 倍液）。坐果后，当果

实花生粒大小时每 667�m2 追施高钾型大量元素水

溶肥（氮-磷-钾为 15-5-30）5～8�kg，10～15�d�（天）

施 1 次，共 2～3 次。

10.4　开花坐果盛期　一般在元旦后，每 10～15�d

（天）每 667�m2 随水追施高钾型大量元素水溶肥

（N-P-K 为 15-5-30）10�kg。同时每 7～10�d（天）

喷施1次N-P-K为 12-8-40的叶面肥（康朴红），每

667�m2 每次 40�g。当第一茬果采收结束，每 667�m2�

追施 N-P-K 为 20-20-20 的平衡肥 10�kg。然后每

10�d（天）施用 1 次大量元素水溶肥（N-P-K 为

15-5-30）8～10�kg。

10.5　结果后期　3 月中旬以后，温度升高，在通

风降温的同时，每 7�d（天）浇 1 次水，每 667�m2

可追施 N-P-K 为 12-3-35 的水溶肥 10�kg，15�d�

�（天）施１次。

11　温湿度管理

保温初期〔扣棚后 3～4�d（天）〕温度相对高

些，一般白天温度控制在 28～30�℃，最高不能超

过 35�℃，夜间 12～15�℃，最低不能低于 8�℃，

湿度控制在 85%～90%；开花期，白天温度控制在

22～25�℃，最高不能超过 28�℃，夜间 10�℃左右，

最低不能低于 6�℃ ；果实膨大期及采收期，白天

温度控制在 20～25�℃，夜间 5�℃以上，湿度控制

在 60%～70%。3 月中旬以后，以降温为主，加大

图 2　覆盖 4 层薄膜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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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口，延长放风时间，当最低气温 8�℃以上时不

用草帘或小拱棚覆盖。

12　病虫害防治

草莓病害主要有白粉病、灰霉病、炭疽病等。

虫害主要有蚜虫、红蜘蛛、夜蛾、地老虎、蜗牛、

蛞蝓等。灰霉病在现蕾后的生长期都可能发生，白

粉病、炭疽病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生，但炭疽病主要

在苗期及定植后至 10 月以前发生严重。虫害在整

个生长期均可发生，但蚜虫、红蜘蛛以立春后发生

较重，如果立春前不及时防治，大发生后无法根治。

12.1　农业防治　首先选用抗病品种。不同草莓品

种对病害的抗性不同，如明宝、甜查理、美国 6 号、

硕丰等对白粉病表现为高抗，而丰香、红颜、章姬

等易感白粉病；红颜易感炭疽病。其次是培育壮

苗。繁苗时控制繁苗数量，防止密度过大形成徒长

苗。第三是棚室消毒，清洁田园。定植前对土壤及

定植棚进行消毒，杀灭病原。在点状发病期，及时

清除病果、病叶、病株残体等，并用塑料袋装至棚

外销毁。最重要的是采用高垄稀植、全地膜覆盖、

膜下滴灌等措施，加强通风，降低棚内空气湿度。

12.2　化学防治　白粉病可选用 25% 乙嘧酚悬浮剂

600 倍液，或 36% 硝苯菌酯乳油 750 倍液，或 750�

g·L-1 十三吗啉乳油 3�000 倍液喷雾防治；灰霉病

可选用 20% 腐霉利悬浮剂 500 倍液，或 50% 异菌

脲悬浮剂 1�000 倍液，或 400�g·L-1 嘧霉胺悬浮剂

1�000 倍液，或 50% 啶酰菌胺水分散剂 1�200 倍液

喷雾防治；炭疽病可选用 22.7% 二氰蒽醌悬浮剂

500倍液，或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剂1�500倍液，

或 50% 咪鲜胺锰盐水分散剂 1�500 倍液，或 30%

乙蒜素乳油 500 倍液喷雾及灌根防治。各药剂交替

使用，每 7～10�d（天）防治１次。

虫害防治采取物理防治和药剂防治相结合。应

在放风口设置 40 目左右的防虫网。蜜蜂授粉前彻

底防治虫害，特别是蚜虫、夜蛾、地老虎的防治，

可用 1% 甲维盐乳油 700 倍液喷雾，10�d（天）后

方可放入蜜蜂。红蜘蛛可用 43% 联苯肼酯悬浮剂�

3�000 倍液，或 5% 唑螨酯悬浮剂 1�000 倍液喷雾防

治，对蜜蜂影响较小。防治蜗牛、蛞蝓采用 6% 四

聚乙醛颗粒剂撒施即可。

13　生理障碍

13.1　低温障碍　一般在气温突降时发生，有的花

蕊和柱头受冻后柱头向上隆起干缩，花蕊变黑褐色

死亡；或授粉不良，畸形果增加；或幼果停止发育、

干枯僵死。

防治方法：①�选择耐寒、耐低温品种。②�霜

冻来临之前，尽早覆膜保持地温，小水勤浇，切忌

大水漫灌，有利于保温排湿。③�喷施抗寒剂。可

选用碧护 5�000 倍液或叶面肥植物动力 2003+�3�000

倍液喷雾，提高植株抗寒能力。

13.2　肥害　症状：叶边焦枯，植株矮小，叶片无

光泽，生长发育缓慢。

防治方法：①�棚室栽培草莓，定植后要注意

棚室的通风透气。同时，底肥一定要腐熟、深施，

不要露出地表，以免产生的氨气熏蒸叶片而产生肥

害。②�严格按规定喷施叶面肥，准确掌握剂量，

做到合理施肥，配方施肥。③�夏季或高温季节追

施化肥时，应尽量沟施、覆土，避开中午时间施肥。

傍晚追肥及时浇水通风。有条件的棚室提倡采用滴

灌施肥浇水技术，可有效避免高温灼叶和肥水不均

状况。

新疆国际种子交易会（简称“新疆种交会”）将于 2015 年 8 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一年一度的新疆种交会以“规模大、

品种全、效果好、人气旺”而饮誉农业界，影响力覆盖新疆，带动西南，辐射全国。目前已成为国内外种业企业、经销商、

种植大户、政府主管机构、行业协会等相关人士齐聚的年度盛会。据了解，新疆种交会将与中国最大的农业展——新疆农博

会于 2015 年 8 月在乌鲁木齐一同举办，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及中亚等 26 个国家的 1�800 家农业企业参加展会，

其中种子企业将突破 500 家。展会展出面积 4.5 万 m2，重点展示具有绿色、环保、便捷、高效实用的农药、化肥、种子及农

业生产资料以及设施农机产品等。据初步推算，8 月 14 日开始的会场参观人数将突破 45�000 人次。

 （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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