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云南农业年鉴》统计，2016 年云南省草

莓播种面积已达到 0.15 万 hm2（2.25 万亩），当地

通常于 7 月 25 日至 8 月 30 日移栽，10 月至翌年 5
月采收，移栽用苗主要采用裸根苗，少数采用营养

钵苗，每 667 m2 定植 7 500～10 000 株，用苗量大，

种苗成本及移栽成本较高。另外，裸根苗移栽后缓

苗期较长，易出现死苗、弱苗现象，导致早期产量

和总产量受影响。为解决草莓生产中种苗成本高及

移栽成活率低等问题，笔者通过多年试验摸索，总

结出一套大棚草莓节苗增效栽培技术，减少了草莓

种苗用量，延长了采收期，提高了草莓产量，目前

该技术已在云南昆明、曲靖等地示范栽培 3.3 hm2 

（50 亩）以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　大棚草莓节苗增效栽培技术特点

大棚草莓节苗增效栽培技术的核心是采用三代

营养钵苗提前 30～45 d（天）移栽，在草莓生产田

直接催生匍匐茎苗扩繁成为生产苗。三代营养钵苗

移栽后成活率高，能在田间快速抽生出大量健壮匍

匐茎，通过按压匍匐茎产生新苗，由于新苗直接由

匍匐茎提供营养，生长速度快，容易成活，作为生

产用苗可达到以下效果。

一是减少移栽种苗用量。通过再抽生匍匐茎小

苗直接成苗，确保了草莓生产田每 667 m2 种苗达

到 7 500 株以上，既保证了草莓产量，又降低了育

苗成本，移栽用苗从每 667 m2 的 7 500～10 000 株

降至 1 500～2 000 株，按生产用裸根苗每株市场价

0.50 元、常规营养钵苗每株 1.00 元计算，每 667 
m2 可节约种苗费用 3 000～8 000 元。

二是提高草莓苗成活率，提前采收，提高产量

和产值。提前 30～45 d（天）移栽草莓三代营养钵

苗，通过底施有机肥、磷肥，在抽生匍匐茎期间追

施氮、磷肥等水肥管理技术，可促使匍匐茎快速生

根、发叶成为生产用苗，成苗率达 95% 以上，且

无缓苗期，成苗根系发达，可快速形成大量功能叶

片。2018 年在昆明市石林县杏林大观园采用该技

术种植 1 hm2（15 亩）大棚草莓，6 月 15 日定植，

9 月 27 日开始采收，始收期较常规裸根苗栽培提

前 23 d（天）（表 1），每 667 m2 早期产量增加 260 
kg（其中 9 月 27 日至 10 月 20 日提早成熟的产量

为 130 kg，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进入盛产期，

多形成的产量为 130 kg），按市场价每千克 30 元计

算，可增加收入 7 800 元，加上节约的种苗费用，

总计可增加收入 10 800 元以上。该技术增加了草

莓早期产量，且后期产量与其他常规栽培方式产量

相近。由于提早上市的产量增加以及提早上市时正

处于草莓供应淡季，草莓价格较高且稳定，增产增

收效果明显。

大棚草莓节苗增效栽培技术可应用于云南省相

同气候类型区域的大棚草莓促成栽培，其他地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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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草莓节苗增效栽培技术是将三代营

养钵苗提前 30～45 d（天）移栽，在草莓生产

田直接催生匍匐茎苗扩繁成为生产苗，可将

移栽用苗从每 667 m2 的 7 500～10 000 株降至

1 500～2 000 株，节约种苗费用 3 000～8 000
元，每 667 m2 早期产量增加 260 kg，增收

7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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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节苗增效栽培与常规栽培草莓生长发育期比较 （月 -日）

栽培方式 定植期 匍匐茎小苗发生期 幼苗期 第 1 花序发生期 初次采果期 盛果初期 采收结束

节苗增效栽培 06-15 07-10 07-10 至 07-30 07-30 09-27 10-20 翌年 05-10
常规裸根苗栽培 07-25 — 07-25 至 08-15 08-15 10-20 11-20 翌年 05-10
常规营养钵苗栽培 07-25 — 07-25 至 08-05 08-05 10-10 11-10 翌年 05-10

棚草莓促成栽培的时间和三代苗用量应根据当地的

气候特点与栽培品种的匍匐茎发生特点具体掌握。

2　草莓三代营养钵苗的培育及定植

2.1　三代营养钵苗培育　选择章姬、京藏香、隋

珠、圣诞红、妙香 7 号、天仙醉等草莓品种。于 2

月在大棚育苗地的种植行开种植沟，沟深 20 cm，

沟中施入基肥，每 667 m2 施腐熟有机肥 800 kg、

过磷酸钙 50 kg、复合肥（N-P-K 为 15-15-15，下

同）10 kg，施后覆土 10 cm，并将土壤整平、整细，

种植行间距 1.4 m。采用草莓二代脱毒苗作为母苗，

定植在种植行上，同时铺设灌溉施肥用的滴灌带，

定植后浇定根水，生长期注意保温防寒，促苗生长。

4～5 月，当二代草莓母苗开始抽生大量匍匐茎时，

用“U”形固定夹将匍匐茎伸长的偶数成苗节点固

定在装好育苗基质的营养钵中，每天用微喷灌喷雾

保持基质湿润，促匍匐茎苗生根，10 d（天）后用

微喷灌喷施 2 次 0.3% 的复合肥。6 月上旬，待生

长出大量的匍匐茎三代营养钵苗达到壮苗标准后即

可移栽。壮苗标准：植株健壮，叶色绿，叶柄粗短，

有 4～5 片成龄叶片，根茎粗 1.5 cm 以上，取下苗

钵后白根盘成团不松散。

2.2　三代营养钵苗定植

2.2.1　起垄施基肥　采用高垄栽培，高垄栽培通风

透光好，可降低草莓果实周围的湿度，果实不易

感病，品质好。起垄规格：垄间距 80～90 cm，垄

高 35 cm，垄顶宽 30～40 cm，沟底宽 30 cm。草莓

结果期长，为防止植株早衰，要重施基肥，一般每

667 m2 施优质农家肥 3 000 kg、过磷酸钙 60 kg、

复合肥 40 kg；中后期多次滴灌施肥，施肥要掌握“适

氮，增磷、钾”的原则。

2.2.2　铺设滴管及定植　选用管径为 1.6 mm、滴孔

间距 10 cm、滴孔直径 0.2 mm、滴水流量为 1.5～2.0 

L·h-1 的滴管，每垄铺设 2 条，间距 15 cm，拉直滴

管并用“U”形铁丝固定。按照株距 40～50 cm 将

草莓三代营养钵苗单行定植在滴管旁，每 667 m2

定植 1 500～2 000 株；定植后浇足定根水。

3　三代营养钵苗定植后管理及定苗

移栽成活后，每隔 10 d（天）交替追施尿素和

复合肥各 2 次，浓度为 0.2%～0.3%，每次每 667 
m2 尿素用量 1.5～2.0 kg、复合肥用量 3 kg，促进

移栽后的草莓三代营养钵苗抽生大量健壮的匍匐

茎。将抽生的 3～4 条匍匐茎在偶数节点形成的小

苗按行距 20～25 cm、株距 15 cm 的规格，用“U”

形叉压在垄上，匍匐茎小苗的弓背朝向垄沟，使其

生根发叶成为生产苗，最终每 667 m2 草莓苗总数

量达到 7 500～10 000 株。生长期间，三代营养钵

苗和生产苗之间的匍匐茎不用切离。

4　定苗后田间管理

4.1　水肥管理　生产苗展开 2 片叶后，每 667 m2

追施复合肥 10～15 kg，分 2～3 次追施，促根发

叶。开花结果期分次追施复合肥，每 667 m2 共施

80～100 kg，每隔 10～15 d（天）追施 1 次，冬季

气温低时可间隔长些，每次每 667 m2 5～7 kg，开

花结果期还可以叶面喷施 0.3% 磷酸二氢钾溶液，

以提高坐果率，改善果实品质。

4.2　温、湿度管理　草莓适宜的生长温度为白天

23～25 ℃，夜间保持在 5 ℃ 以上，当外界气温降

到 0 ℃ 以下时，应在大棚内加盖小棚，植株上还

可以覆盖地膜，如棚内温度达到 25 ℃ 以上则要进

行通风降温。苗期土壤湿度保持在最大持水量的

70%～80% 为宜，花期保持在 80%，果实采收前 2～ 

3 d（天）可适当控水，提高果实品质。

4.3　带花果越冬　草莓苗经过 5 ℃ 以下低温和秋

冬季的短日照会进入休眠期，停止生长，可采用适

当提前定植、在低温来临前带花果越冬的措施增 

加产量。

4.4　摘叶及疏果　及时摘除植株下部的老叶和多

余匍匐茎，以改善光照和通风条件，开花前后摘除

花序中弱小畸形高级次花的花果，可增加大果率，

提高果实整齐度。

5　病虫害防治

5.1　病害防治　草莓病害主要有白粉病、灰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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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疽病等。

5.1.1　白粉病　选用抗病品种，培育健壮秧苗并加

强肥水管理，防止长势衰弱。避免棚内多湿和异常

干燥，注意通风换气。药剂防治可以采用 50% 醚

菌酯水分散粒剂 1 500 倍液，或 25% 乙嘧酚可湿性

粉剂 1 000 倍液喷雾。

5.1.2　灰霉病　防止棚内高湿，避免过多施用高氮

肥，控制植株过密和徒长，保持棚内通风良好。药

剂防治可用 10% 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

或 25% 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从现蕾时起

每隔 7 d（天）喷施 1 次，连喷 2～3 次。

5.1.3　炭疽病　育苗地进行土壤消毒，避免苗圃地

多年连作，及时摘除病叶、病茎及带病残株。发病

初期可用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喷施，

连喷 3～5 次；或用 0.4% 波尔多液悬浮液全面喷

洒，防止病害蔓延。定植前再次剔除发病植株，选

择健壮营养钵苗进行定植。

5.2　虫害防治　草莓虫害主要有红蜘蛛、蚜虫、

线虫等。

5.2.1　红蜘蛛　高温干燥利于诱发红蜘蛛大量增

殖，注意及时浇水，避免土壤干旱。及时摘除病叶

和枯叶，减少虫源传播。药剂防治可用 5% 唑螨酯

悬浮剂 2 000～3 000 倍液，或 25% 丁醚脲悬浮剂

1 000 倍液喷雾。

5.2.2　蚜虫　及时摘除老叶，清理田间，消灭杂

草。设置黄板，黄板上涂机油诱杀。药剂防治可喷

施 70% 吡虫啉水分散粒剂或 70% 啶虫脒水分散粒

剂 6 000～8 000 倍液。

5.2.3　线虫　深耕改土，增施有机肥，不与容易滋

生根结线虫的番茄、黄瓜、甜瓜等作物轮作，育苗

时选择未携带线虫的幼苗。定植前可用 1.8% 阿维

菌素可湿性粉剂 2 000 倍液浇灌定植穴，然后定植

覆土；或在移栽前每667 m2用10%噻唑膦颗粒剂1.5 

kg 与土壤混匀施于定植穴内。

铁棍山药又称怀山药，河南省焦作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秦汉时《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以河南怀

庆者良。焦作古称怀庆府，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山药、地黄、菊花、牛膝“四大怀药”驰名中

外。山药作为“四大怀药”之首，医家评价其“温补”“性平”，是“药食同源”的典范。铁棍山药为怀山药中的珍品，

因其色褐间红、质坚粉足、身细体长，外形酷似铁棍而得名。  
焦作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形成独特的“牛角川”地势。气候温和，冬不过冷，夏不过热；雨量丰沛，干湿相宜。

千百万年来，太行山特殊的岩溶水携带丰富的微量元素渗入地下，与焦作地下水贯通相连，形成了独特的水质。土壤、

气候、水质、空气，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焦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铁棍山药在这里生长，经过数千年种内

遗传变异，逐渐形成了外部形态、生理机能以及有效成分合成上的独有特质。长期试验证明，铁棍山药在多地区试种，

其品质发生变异。曾有日本专家将当地的土壤、水样、种子运回日本，分析、研究、调配土壤进行试种，结果以失败告终。

所以，只有使用怀庆府铁棍山药种子，并在怀庆府种植生长的铁棍山药才是正宗的铁棍山药。

铁棍山药既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被历代医家所推崇，又是美蔬佳肴。铁棍山药中含皂苷、粘液质、胆碱、山药碱、

淀粉、糖蛋白、自由氨基酸、多酚氧化酶、维生素 C、碘质、16 种氨基酸，还有铁、铜、锌、锰、钙等多种微量元素。

《本草纲目》说它有补中益气、强筋健脾等滋补功效。干制入药为滋补强壮剂，对糖尿病等有辅助疗效。

铁棍山药中含丰富的脱氢表雄酮（DHEA），DHEA 是人体生命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是环戊烷多氢菲的

一种衍生物，医学界誉称为“青春因子”。环戊烷多氢菲是人体内肾上腺皮质激素和性激素（雌、雄激素）的基本结构。

DHEA 的主要保健功效是抗衰老、增强免疫功能和改善性功能。其保健作用的机理是可根据身体的需要转化为雄性激

素或雌性激素，补充由于衰老和疾病造成的激素失调，从而使人保持旺盛的精力，增强抵御疾病的能力，加速受损组

织的修复，并能预防和减缓恶性肿瘤、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肥胖、老年痴呆症等。

 张德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京 100081）

焦作铁棍山药

·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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