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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网纹甜瓜周年高效
栽培技术

厚皮甜瓜是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山东省海阳

市留格庄镇 1998 年引种网纹甜瓜栽培成功，面积连

年扩大。目前，仅留格庄镇就有约 30 hm2（450 亩）。

为解决多年栽培引起的重茬问题，并延长产品供应

期，近年来当地引进嫁接技术及秸秆反应堆技术，已

成功实现了日光温室网纹甜瓜的周年栽培，从 11月

至翌年 8月均可播种、育苗、定植，从 3月至元旦均

有产品供应，全镇瓜农年总收入逾 1 000 万元。留

格网纹甜瓜品质好，风味独特，已连续 2 a（年）被评

为烟台地区十大名瓜，产品销往烟台、青岛、威海、济

南、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现将留格庄镇日光温室

网纹甜瓜周年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　茬次安排
主要有冬春茬特早熟栽培、春季早熟栽培、夏秋

茬栽培和秋延迟栽培 4个茬次。鲁厚甜 1号网纹甜

瓜冬春茬特早熟栽培：11 月下旬播种，12 月中旬定

植，翌年 1月下旬至 2月上旬授粉，3月中下旬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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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早熟栽培：2月中下旬播种，3月中下旬定植，4

月下旬至 5月上旬授粉，6月中下旬采收。夏秋茬栽

培：7月上中旬播种，7月下旬至 8月上旬定植，8月

下旬至9月上旬授粉，10月中下旬采收。秋延迟栽培：

8月中下旬播种，9月中下旬定植，10月中下旬授粉，

12 月上中旬采收。一个日光温室一年可种 3茬，分

别为冬春茬特早熟栽培、春季早熟栽培、夏秋茬栽培

或秋延迟栽培，其中冬春茬特早熟栽培需采用嫁接

技术与秸秆反应堆技术，秋延迟栽培采用嫁接技术。

2　品种选择
厚皮甜瓜品种为鲁厚甜 1号（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蔬菜研究所育成），砧木品种为德高铁柱（德州德

高蔬菜种苗研究所提供）。

3　育苗
采用育苗基质分散育苗。分为实生苗育苗和嫁

接育苗，嫁接育苗通常采用插接和靠接方法，以插接

法为主。2月底以前用电热温床进行育苗。电热温

床的电热线功率要求达到 100 ～ 120 W。

3.1　种子处理　播种前将砧木和接穗种子晾晒

3～ 5 h（小时），然后进行温汤浸种，即将种子放在

55～ 60 ℃的温水中，不停搅拌，使水温 15 min（分）

内降至 30 ℃，砧木种子继续用清水浸泡 6 h（小时）、

甜瓜种子继续浸泡 2 h（小时）。浸种完成后捞出沥

干水分，用湿布包好，放在暖炕上，保持温度在 30 ℃

左右，一般经过 24 h（小时）即可露白播种。

3.2　播种　插接法嫁接育苗时，南瓜砧木播种需比

甜瓜提早 5～ 7 d（天），接穗种子均匀播在装有基

山东省海阳市留格庄镇引进嫁接技术及秸秆反应堆技术，成功实现日光温室网纹甜瓜

周年栽培。多数瓜农使用该技术每 667 m2 一年可复种三茬，总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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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平盘内，每标准盘播 800 粒。砧木和甜瓜实生

苗播在穴盘或营养钵中，每穴或钵中央播 1粒发芽

的种子，覆土厚 1.0 ～ 1.5 cm。靠接法育苗时，则需

先播甜瓜，后播南瓜。冬春季播种前苗床提前加温，

当苗床温度稳定在 15℃以上时播种，播后盖地膜增

温，苗床盖小拱棚。为防猝倒病，幼苗拱土时苗床撒

草木灰除湿消毒。

3.3　插接法嫁接　砧木第 1片真叶展开如 5角钱

硬币大小、接穗子叶展平时为适宜嫁接期。具体操

作如下：先将砧木第 1片真叶去除，留生长点，用一

楔形且与接穗下胚轴粗度相仿的竹签（可用牙签削

磨而成）或钢签，在砧木一片子叶腋处斜插向另一片

子叶下 3 mm的叶节处，深度以从下胚轴表皮处隐约

可见竹签为宜，长约 0.8 cm；然后取接穗，左手轻捏

两片子叶，右手用锋利的刀片在离子叶叶节 0.8 cm

处，准确、迅速地斜向下切成楔形面，长约 0.8 cm，取

出竹签，右手捏住接穗两片子叶，大斜面向下，准确

插入插孔中，使砧木与接穗切合面紧密接合，并与子

叶呈“十”字形。

3.4　苗床管理

3.4.1　出苗期管理　冬春季节出苗前密闭小拱棚及

地膜保温。夏秋季育苗应用报纸等遮阴、保湿，并通

风降温。出苗期白天温度保持在 28 ～ 30 ℃，夜间

18 ～ 20 ℃。60%种子出苗后撤掉覆盖物，小拱棚

早揭晚盖，使白天气温降到 25 ℃左右，夜间 16～ 18 

℃，白天超过 30 ℃时通风。

3.4.2　嫁接后的管理　嫁接前苗床浇透水，嫁接后

嫁接苗覆盖地膜保湿，冬春季节苗床加盖小拱棚。

第 1～ 2天用遮阳网遮阴，早晚见散射光，不通风，

白天温度保持在 25～ 30 ℃，夜间 18 ～ 20 ℃，湿度

控制在 90%以上。第 3～ 5 天可逐渐减少遮阴时

间，适当增加光照，白天温度保持在 25 ～ 28 ℃，夜

间 17 ～ 19 ℃，湿度在 80%以上。6～ 8 d（天）后

不再遮阴，逐渐通风至撤去覆盖物，白天气温保持在

20～ 25 ℃，夜间 16～ 18 ℃。9 d（天）后伤口基本

愈合，延长见光时间，白天温度保持在 25 ～ 28 ℃，

夜间 18 ℃左右。嫁接后第 5天及时对砧木摘心。

4　定植
4.1　整地施肥　冬春季提前 15 d（天） 整地，深翻 30 

cm 左右。不用秸秆反应堆时，每 667 m2 用商品有机

肥 500 kg、复合肥（N∶P∶K为 15∶15∶15）30 kg。

使用秸秆反应堆时，每 667 m2 土地需用植物秸秆

4 000～5 000 kg、世明牌秸秆生物反应堆菌种8～10 

kg、植物疫苗 3.5 kg、麦麸 225 kg、花生皮粉 150 kg、

花生饼 250 kg。菌种和疫苗均来源于山东省秸秆生

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具体操作如下：先将疫苗与

麦麸 125 kg 和水拌匀、花生皮粉 150 kg 与花生饼 50 

kg 拌匀，然后两者混匀，盖上遮阳网，4～ 5 h（小时）

翻 1遍，共翻 3～ 4遍，发酵 5～ 7 d（天）后待用。

在定植行上挖沟，沟宽 70 cm、深 20 cm，长度根

据日光温室跨度而定，沟间距 80 cm。沟内用玉米

秸秆铺匀踏实， 并高出地面 5～ 10 cm，把生物菌种

与 100 kg 麦麸拌匀后，均匀撒在秸秆上，用铁锨拍

落；再将花生饼 200 kg 用水泡散后撒在秸秆上，用

铁锨拍震，使其均匀落在秸秆缝隙内，覆土 20 ～ 25 

cm 厚，沟两端露出 10 cm 秸秆便于通气，大沟灌水。

7～ 8 d（天）后，将畦面耙平，将疫苗均匀撒上，与

10 cm 表土混匀，在两边打 2行孔，孔距约 30 cm，孔

深以穿透玉米秸秆为度。

定植前盖黑色地膜，定植后用直径 2 cm 的钢钎

在定植行中间及两边共打 3行孔。孔距 30 cm，孔深

15 ～ 16 cm。春季早熟接冬春茬特早熟栽培时不再

整地施肥。秋延迟栽培时，将高垄深翻 20 cm，整平

后中间开沟，沟施商品有机肥 600 ～ 700 kg。

4.2　定植期及定植方法　甜瓜苗两叶一心时定植。

具体定植时间根据设施保温情况、苗龄、地温及天气

等而定。冬春茬栽培一般在地温稳定在 13 ℃以上，

选晴天定植；夏秋季一般选择下午定植。双行定植，

株距 45 cm，每 667 m2 栽植 1 800 株左右。一年三茬

均在同一定植行上定植。第 1茬收获前 3 d（天），

在两棵老株之间定植提前育好的新苗，前茬收获后，

拔除老株。

5　田间管理
5.1　肥水管理　浇水采用膜下滴灌方式。定植前后

在定植行上浇足缓苗水，坐果前尽量不再浇水，缺水

时只浇小水。坐果后浇水 2～ 3次，其中坐果后 7 d

（天）左右浇大水，其余时间浇小水，尤其是网纹形成

期间土壤水分不宜剧烈变化，收获前 10 d（天）停止

浇水。整个生育期追肥 1～ 2次。第 1次在坐果后

7～ 10 d（天），第 2次在初上网纹时，每次施高钾复

合肥（N∶P∶K为 10∶6∶40）10 ～ 15 kg。

5.2　温度管理　冬春低温季节，以保温为主。特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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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栽培时，前后墙用薄膜包被，风口处用毯子封口保

温，在畦上插小拱棚、覆盖两层薄膜提温，植株长到

10 节时，撤掉小拱棚。温度较高季节主要通过调节

上面及前面风口降温。开花坐果前，白天气温保持

在 25～ 28 ℃，夜间 16～ 18 ℃。坐住瓜后，白天气

温 28 ～ 32 ℃，不超过 35 ℃，夜间 15 ～ 18 ℃。上

网纹期温度较高时，浇水在半夜进行，既可降温抑

制长势，又能加大昼夜温差，有利于上网纹和提高

品质。

5.3　整枝、授粉和吊瓜　单蔓整枝，在 15～ 16片叶

时摘去小米粒大小的生长点，植株能继续长出6～ 7

片叶。在第 12 节留 1瓜，第 16 ～ 17 节留 1条预备

蔓，其余枝蔓全部去掉，果实坐住后，预备蔓也去掉。

幼瓜长到0.25 kg以前，用绳系在瓜柄靠近果实部位，

将瓜吊到与坐瓜节位相平或略低的位置。

开花时，用 0.1%氯吡脲 200 ～ 240 倍液处理促

进坐瓜。采用喷雾法，在子房上下面各喷一下。氯

吡脲宜在棚温 10 ～ 30 ℃时使用，并根据棚内温度

调整浓度大小，高温时使用浓度略低于低温时。

6　病虫害防治
当地瓜农非常注重通过温湿度管理来防治病虫

害，各种病害发生较轻。常见病害有炭疽病、蔓割病、

疫病、霜霉病等。主要使用甲基托布津、甲霜灵（瑞

毒霉）等防治。蔓割病发生时，初期喷甲基托布津溶

液，后期将粉剂调成糊状在病处涂抹。细菌性病害

发生时，使用农用链霉素防治。

常见虫害有蓟马、蚜虫、潜叶蝇。一般选用吡虫

啉、乐果乳油或阿维菌素等药剂防治。

7　采收
鲁厚甜 1号果实发育期 50 d（天）左右，不同季

节其发育期会有 2～ 3 d（天）的差异。可根据授粉

日期、果皮网纹的发生情况、皮色的变化、瓜前叶的

变化等来判断采收适期。采收一般在早上进行。

8　经济效益分析
3 月收获的网纹甜瓜，单果质量 0.75 ～ 1.00 kg，

近 2 a（年）来批发价约为 30 元·kg-1，每 667 m2 大

棚收入 3万～ 6万元；6月收获，单果质量 1.75 kg 左

右，批发价为 9.0 元·kg-1，每 667 m2 大棚收入 2万～

3 万元；12 月收获，单果质量 2.0 ～ 2.5 kg，批发价

约为 20 元·kg-1，每 667 m2 大棚收入 4万～ 5万元。

多数瓜农每 667 m2 一年三茬总收入能达到 10 万元

以上。

·信息·

南京农业大学“黄瓜种质创新及优异基因资源的发掘利用”
研究项目通过成果鉴定

我国是栽培黄瓜的起源与主要演化地之一，由于遗传基础狭窄，黄瓜育种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种质资源的贫乏也极大地

限制了重要性状遗传机制及优异基因的发掘克隆。因此，建立快速有效的黄瓜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体系，发掘优异基因，是促进

黄瓜遗传育种发展的关键环节。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陈劲枫教授及团队从 1989 年开始，以远缘杂交和细胞工程技术为主要

手段，以种质创新和优异基因资源发掘为根本目标，开展了促进黄瓜育种发展的系列研究。2013 年 7月中旬，教育部组织有关

专家对陈劲枫教授牵头的“黄瓜种质创新及优异基因资源的发掘利用”研究项目进行了成果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研究成果

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甜瓜属远缘杂种的获得和小孢子培养核心技术研究为国际上首创。

经专家鉴定，在种质创新方面，项目组首次在国际上成功实现了甜瓜属栽培黄瓜与野生酸黄瓜的种间杂交，创制了遗传稳

定的异源四倍体新物种，以及异源三倍体和单体异附加系。通过种间渐渗途径结合细胞分子遗传学手段，获得了国际上独有的

渐渗系1 200余份，鉴定出携带野生种抗病抗逆性状的渐渗系80余份，其中高抗霜霉病渐渗系材料11份，抗蔓枯病渐渗系5份，

抗南方根结线虫渐渗系 2份，拓宽了栽培黄瓜的遗传基础，为黄瓜育种提供了新的重要种质资源。此外，该项目在国际上首次

建立了黄瓜小孢子培养技术体系，通过优化培养体系，将子房培养的胚诱导率提高到 70%。创制出黄瓜同源四倍体、同源三倍

体等不同染色体倍性材料，进一步获得 4种黄瓜三体材料，建立了基于细胞工程快速创制黄瓜新材料的技术途径。

在基因发掘方面，项目组利用现代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已获得的优异种质材料进行了野生种抗霜霉病、蔓枯病和线

虫基因的定位，其中抗蔓枯病基因定位到 528 kb 的范围内。在高抗霜霉病渐渗系中克隆出候选抗性基因 CSRGA23和 Pto-
typeRGAs。在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方面，该项目培育出不同类型黄瓜新品种（组合）13个，其中 4个通过省农作物品种鉴定；获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 13项。目前新品种已在江苏省各地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中国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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