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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蔬菜种植模式调查及发展分析 
李艳红 ，何 熊 

(1．四川省巴中市农业局，636000；2．四川省巴中市农业局经济作物指导站，616000) 

巴中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系米仓山南 

麓。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空气洁净， 

水质清洁，90％以上的区域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 

要求，非常适合发展蔬菜生产。近年来，巴中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蔬菜产业发展 ，将其作为新农村 

建设、扶贫连片开发的重点产业来抓。四县 (区) 

在城郊规划蔬菜基地，加大投入，创新机制，落实 

主推品种和关键技术，“买菜难”、“吃菜贵”的现 

状得到了初步改变。但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 

区人口不断增加，同时，农村和乡镇居民对商品蔬 

菜的需求也逐步增多，目前商品蔬菜仍然不能满 

足自给，反季节蔬菜调入量大。因此，找准适合该 

市蔬菜产业发展路子，做大做强蔬菜产业，对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保障市场供应具有重要意 

义 。 

1 发展现状和模式分析 

1．1 发展现状 

2010年，巴中市蔬菜播种面积4．27万hm2，产 

量 104万t，产值 17亿元，其中商品蔬菜2 200hm 

(复种生产面积 6 667 hm )，产量 2O万t，自给率 

达50％。该市蔬菜生产虽有一定基础，但要满足市 

场需求，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淡旺季调节不力，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技术落后单产低。无论 

是露地蔬菜还是设施蔬菜，集约化育苗、病虫害绿 

色防控、测土配方施肥、滴灌微灌等省工节本增效 

技术推广面不大，农民主要技术掌握不到位，667 m 

产量明显低于其他市州。如番茄，省内露地或钢架 

大棚栽培，667 m2产量通常3 000～7 000 kg，而巴 

中市仅 1 500～2 500 kg；寿光等地日光温室长季节 

栽培 667 1-n 产量可达 17 500 kgt {二是缺乏组织， 

规模小。特别是露地蔬菜以家庭经营为主，生产单 

元小，规模效益差；生产与市场脱节，与销售脱钩， 

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带动农户；三是设施栽培步 

伐缓。设施蔬菜高投入、高产出，一次性投入大，政 

府缺乏投入扶持，以业主模式发展设施蔬菜，很难 

形成规模产业；四是产业经营有空当。产、供、销 
一 条龙没有形成，在清洗、包装、加工、冷链运输 

等方面还是空缺。 

1．2 主要模式 

种植模式以露地蔬菜为主，设施栽培仅267 hm ， 

占2％。建成了l3-3 hm 以上的设施蔬菜标准化示范 

区7个，设施类型主要是近几年新建的普通钢架大 

棚，2009年巴州区成功引进山东寿光 “半地下式冬 

暖保温大棚”，正开展示范推广。 

1．3 模式分析 

根据在蔬菜生产基地实地调查，设施栽培和露 

地栽培情况分析如下。 

1．3．1 普通钢架大棚 

1．3．1．1 构造方式 装配式镀锌钢管大棚，跨度一 

般为6～8 m，高2．5～3 1TI，长30～50m，面积180～ 

400 m2／棚。棚膜为无滴膜。棚内安装滴管设施，省 

工增效。每667 m 大棚造价2．5万元，使用寿命 10 

年。 

1．3．1．2 生产情况 该类大棚在早春低温时期，通 

常棚温只比露地高3～6℃，一般增温值为8～10℃， 

夏季外界气温升高时增温值可达20℃以上，因此夏 

季采取卷起裙膜、覆盖遮阳网等措施通风降温，以 

防止高温危害。巴中市2月份平均气温6℃，地膜 

加小拱棚覆盖后白天棚内温度保持在15℃以上，可 

满足喜温瓜、茄、豆类蔬菜生长。 

1．3．1．3 种植模式 主要用于果菜类蔬菜春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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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延后栽培。1年3茬，第 1茬种喜温果菜，如番茄、 

辣椒、茄子、黄瓜等，2月上旬三膜覆盖 (地膜+小 

拱棚+大棚)定植，4月中旬上市，6yJ底结束采收； 

第2茬做果菜类秋延后栽培，与第 1茬实行茄果类、 

瓜类轮作，7月中旬定植，9月上旬上市，10月下旬 

至 11月初采收结束；第 3茬种植速生菠菜、生菜、 

菜心等。 

1．3．1．4 效益估算 

(1)成本 

大棚折旧：该类大棚每667 m 一次性建造成本 

为2．5万元，使用寿命 l0年，年折旧成本为 2 500 

兀 ； 

工人工资：每667 ITI 每年复种3茬，按50个工 

计算，当前巴中劳务费为35元／工，50×35=1 750 

兀 ； 

土地租金：每 667 1TI 需700元； 

生产成本：农药、种子、化肥及其他以每667 m 

每茬平均400元计，400×3=l 200元； 

每667m 总成本 一大棚折旧+工人工资 +土地 

租金+生产成本=2 500+1 750+700+l 200= 

6 150元。 

(2)收益 

第 1茬：早春果菜每667 m 平均产3 000 kg，3 

元／kg，3 000 X 3=9 000元； 

第 2茬 ：秋延后果菜类蔬菜每 667 ITI 平均产 

1 500 kg，2元 ／kg，1 500×2=3 000元 ； 

第3茬：速生绿叶蔬菜每667 m2平均产1 000 kg， 

1．6元／kg，1 000×1．6=1 600元； 

每667mz总收益=9030+3000+1030=13030元。 

(3)效益 

每 667 in 纯利润=总收益 一总成本=13 600 
— 6 150=7 550元。 

1．3．2 半地下式冬暖保温大棚 

1．3．2．1 构造方式 半地下式冬暖保温大棚为巴中市 

新引进的山东寿光第五代节能日光温室，其光能利 

用率高，增温陕，保温』生能好，目前在寿光推广面积 

较大，约占一半以上。棚体坐北朝南，东西延长，偏 

西5。，以便充分利用下午的阳光。长60～140 m，外 

径宽 12～13 ITI，后墙上顶宽 1．8 1TI、下底宽6 1TI、高 

4．8～5．3 1TI，棚中地面下挖 1～1．5 1TI，形成半地下 

式。面积 720～1 820 in ／棚。造价 15．5万元／棚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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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 15年。于 2009年引进，在巴州区曾口镇书 

台村修建1 1座并成功投产，效益显著，在全省尚属 

首例。 

1．3．2．2 适宜『生分析 节能型日光温室是一种充分利 

用太阳辐射作为光热资源的不加温温室，适宜在日 

照丰富的北纬43。至北纬32。之间推广 。巴中市位 

于四川省东北部，北纬31。15 至32。45 ；气候温 

和，多年平均气温 17．1℃；无霜期长；雨量充足，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 1 17．9 mIn；光照相对较好，多 

年平均光照时数为 1 462．1 h。改进的第五代 日光 

温室 (半地下式冬暧保温大棚)在光能利用率及保 

温性能上更加优越，引进该地后，通过综合应用各 

种增温、透光、降湿措施，在冬季外界最低温度为 

2℃时，棚内温度可保持 16～18℃，空气湿度控 

制在 80％左右，必要时进行适当的人工补光，冬 

季可满足耐低温弱光的设施专用型茄果类、瓜类等 

喜温蔬菜生长对光照及温度的需求 (茄果类生长温 

度 15～28℃；瓜类生长温度 15～3O℃；l5℃以下 

生长不良或停止生长)。 

1．3．2．3 种植方式 配套引进山东寿光耐低温弱光、 

抗病设施专用型品种及嫁接防病、埋茎栽培、人工 

授粉等先进种植技术，主要进行茄果类、瓜类蔬菜 

越冬长季节栽培。1年 1茬，9月上旬定植，10月底 

上市，翌年 6月底采收完毕，采收期达8个月，其 

中4月底前产量占总产量的75％。7、8月份高温闷 

棚杀菌。 

1．3．2．4 环境控制 利用冬暧式大棚越冬栽培瓜、 

茄、豆类蔬菜，关键在温度、湿度和光照的调节。 

(1)温度。选用耐低温品种；冬季夜间覆盖 

保温被；夏季棚内温度超过 26℃时，棚顶通风散 

热。 

(2)湿度。通过应用聚氯乙烯无滴棚膜增强透 

光率、膜下暗灌(滴灌)和地膜覆盖及配套技术，有 

效减少地面蒸发，设施内空气湿度降低20％～ 

30％。 

(3)光照。选用耐弱光品种；东西延长且偏西 

5。充分采光；采用无滴膜增强透光率；在保温前提 

下，尽可能早揭晚盖保温被，增加光照时间，阴天 

也揭开保温被，以增加散射光的透光率；连续阴雨 

天气达2周以上，需采用大棚专用日光灯进行人工 

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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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2．5 效益估算 

(1)成本 

大棚折旧：每棚 (720 m )建设成本155 000元， 

使用寿命 l5年，每667 m2年折旧成本为9 394元； 

工人工资：每667 m 需 10 000元 (采收期长， 

费工多，含技术员工资)； 

土地租金：每667 m 需700元； 

生产成本：每667 m 合计5 500元，其中：种 

子 1 500元 (0．5元／株，每667 m 栽3 000株)，磷 

钾肥 3 500元，农药及其他 500元； 

每 667 m 总成本=9 394+10 000+700+ 

5 500：25 594元。 

(2)收益 

长季节栽培果菜类蔬菜，1年1茬，每667m2平均 

产 1万kg。其中：1 1月 一翌年 4月，7 500 kg X 

6．4元 ／kg=48 000元 ；4—6月 ，2 500 kg X 2．0 

元 ／kg=5000元。每 667m2总收益=48000+5000 

= 530130元。 

(3)效益 

每667m2纯利润=总收益一总成本=53000— 

25 594=27 406元。 

1．3．3 露地蔬菜种植 

巴中市 自然条件下蔬菜可周年生产，露地蔬菜、 

水旱轮作是目前的主要种植模式。露地分常年蔬菜 

基地和季节性菜地。常年蔬菜基地全年只种蔬菜作 

物，季节性菜地主要是和大田作物进行套作或轮作， 

如小麦、玉米套蔬菜，水稻、秋冬菜水旱轮作等。以 

下以常年蔬菜基地进行效益分析。 

1．3．3．1 种植方式 1年3茬。第 1茬种植喜温果菜 

类蔬菜，3月底地膜 +小拱棚定植，5月底上市，8 

月中旬采收结束；第2茬种植冬季绿叶菜等耐寒 半 

耐寒蔬菜，9月上旬定植，11月上旬上市，12月底 

采收结束；第3茬种植速生菠菜、生菜、菜心等。 

1．3．3．2 效益估算 

(1)成本 

工人工资：每667m 每年复种3茬，按50个工 

计算，当前巴中劳务费为35元／工，50 X 35=1 750 

兀 ； 

土地租金：每667 in 需 700元； 

生产成本：农药、种子、化肥及其他以每茬每 

667 m2平均 400元计 ，400 X 3= 1 200元 ； 

每667n~总成本=1 750+700+1 200=3650元。 

(2)收益 

第 1茬：果菜类蔬菜每667 m 平均产2 000 kg， 

2．0元 ／kg，2000×2．0=4000元 ； 

第2茬：冬季绿叶蔬菜每667 m 平均产2 000 kg， 

1．2元 ／kg，2000×1．2=2400元； 

第3茬：速生绿叶蔬菜每667 ITI 平均产 1 000 kg， 

1．6元 ／kg，1 000×1．6— 1 600元； 

每 667 m 总收益 =4 000+2 400+ 1 600= 

8 000元。 

(3)效益 

纯利润 一总收益一总成本=8 000～3 650= 

4 350元。 

2 模式选择和对策建议 

2．1 发展思路 

按照 “露地蔬菜稳面积增效益、设施蔬菜建基 

地上规模、高山蔬菜重特色攻淡季”的总体思路， 

实现常年蔬菜基地和季节性菜地共同发展，形成 

行政推动专业大户、专业村社、专业合作社、龙头 

企业齐头并进的蔬菜产业发展格局。 

2．2 规划和模式 

根据已有的种植基础和农户的种植习惯，大力 

推进蔬菜专业村建设，种植各季时令蔬菜，打造无 

公害露地蔬菜产业；以三县一区城郊为重点，大力 

发展以钢架大棚为主的设施蔬菜，进行春提早、秋 

延后栽培，满足两淡市场供应，实现淡旺调节；主 

推半地下式冬暖保温大棚模式，进行果菜类蔬菜 

越冬长季节栽培，重点推广应用于海拔相对低、云 

雾少、光照较好的巴州区和平昌县；利用通江、南 

江高海拔冷凉立体气候特征，大力发展高山蔬菜。 

2．3 发展措施 

2．3．1 创新蔬菜生产经营模式 

按照 “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 

品牌化销售”的目标要求，建立起产、供、销一 

条龙的蔬菜产业化经营模式。露地蔬菜种植单元 

以农户为主，发展订单生产。重点推广两种模式： 
一 是大力发展蔬菜专业社和专业协会。种植面积 

200 hmz以上的乡镇和种植面积66．7 hm 以上的专 

业村要成立蔬菜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走 “合 

作社 +基地 +农户”运作模式；二是大力发展龙头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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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引进和成立蔬菜运销企业、加工企业，如泡 

菜、干菜 (黄花、蕨菜等)、芦笋加工等，走 “公 

司+基地+衣户”或 “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 

运作模式。通过协会、合作社和龙头带动，提高农 

民种植蔬菜的组织化程度。设施蔬菜以业主或大 

户为主要生产单元，走 “小业主大园区”运作模式。 

2_3．2 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一 是优化品种结构。科学安排播期，高中低海 

拔合理布局，早中晚熟品种错时上市，防止季节性 

过剩。除莴笋、白菜、萝 卜等大路菜外，面对成都、 

重庆、西安 “西三角”的城市宾馆和超市，适当发 

展西芹、西兰花、芦笋、水果黄瓜等中高档蔬菜。 

二是引进优质良种。引进和选育适合本地栽培的 

优质良种，加快品种的更新换代，尤其要加快设施 

专用型品种的引进、选育和推广，力争蔬菜基地良 

种 loo％覆盖。三是强化新技术的创新与推广。重 

点推广集约化育苗、嫁接防病、配方施肥、病虫害 

综合防治、采后处理技术，遮阳网、防虫网、黄板、 

喷灌滴管等设施设备及 “猪一沼一菜”生态种植模 

式。设施蔬菜栽培中要引进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 

增温防病增产效益明显。 

2．3．3 加 强机制创新引导 

建立完善 “政府引导、企业 (合作社)纽带、 

农户主体”发展机制。把加快蔬菜专业合作社建设 

作为桥梁和纽带来抓，形成与农户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大抓蔬菜 “千亿 

工程”示范区建设，支持和鼓励龙头企业和蔬菜专 

业合作社开展品种引进、技术培训、市场开拓、品 

牌创建及蔬菜标准园创建，尤其要支持合作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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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育苗场和开展采后处理及冷链运输。 

2．3．4 加大政策性投入扶持 

认真落实 “菜篮子”工程行政首长负责制，把 

蔬菜产业发展作为民生工程的重点之一，纳入目标 

责任考核的主要内容，把 “菜篮子”基地保护和市 

场有效供给、产品质量安全，特别是老百姓的满意 

度作为主要考核标准，实施新一轮 “菜篮子”工程 

建设。在城市郊区划定保障性菜地并实施严格的占 

补平衡，对被占用的基本菜地征收新菜地开发资金， 

并确保全部用于建设新菜地和发展蔬菜生产。加大 

对蔬菜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逐步建立起政府投入 

为引导，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蔬菜产业发展的多元化 

投入机制。市、县 (区)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对基 

地建设、温室大棚建造给予补贴，确保农业部门对 

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等的引进、示范、推广的 

公益性工作经费，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整合使用 

以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水土保持、农 

机、乡村公路建设各项涉农项目资金，重点支持蔬 

菜基地基础设施改善、集约化育苗场建设、蔬菜专 

业合作社的成立等。逐步探索保费补贴，引导和鼓 

励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积极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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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丈夫黄瓜专用砧木品种特性 
1． 发苗 稳健 ，髓 腔 紧实 ，亲和力 高 ，适 于各 种 嫁接 方 法 ，嫁接 成 活率 高 ，嫁 接苗 不 易徒 长且 最 大 

限度地 保 留黄瓜原 有 的风 味 ，瓜 条更 顺直 ，光 泽亮 丽 ，口感 更 佳 。 

2．根系发达 ，较抗黄瓜根结线虫病 、根腐病和猝倒病，对枯萎病等土传病害抗性极强 ，并增强了植  

株对 叶斑病 、 褐斑 病 (俗称 黄 点病 )、霜 霉病 、白粉病 和 疫 病 的抗 性 。 

3．耐低温 ，耐弱光 ，抗高温 ，生命力持久，可避免植株早衰减产 。尤其适合北方越冬早春、夏 、秋 

茬以及南方各茬 口黄瓜嫁接栽培。 

4． 彻底 消 除嫁 接苗 果 实表 面蜡 粉层 ，使瓜 条直 顺 油绿 ，提 高 了商 品性  

5．一般结瓜提前5～7天，缩短或消除歇瓜现象 。不早衰 ，采瓜期有效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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