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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西葫芦高效立体栽培效果浅析 
李 兵 ，卞 颖 ，张向宇 

(1．河北省承德市蔬菜技术推广站，067000；2．承德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067000) 

蔬菜产业是承德市主导产业，其中日光温室蔬 

菜更是迅猛发展。近年来，承德科技人员引进了耐 

寒西葫芦品种，对承德市冬季温室蔬菜品种进行 

了补充，并将传统西葫芦地栽模式突破性的改为吊 

蔓立体栽培，产量高、收益好、技术易掌握、农民 

积极性高。为了更好的开展推广工作，承德蔬菜技 

术推广站对该技术进行了横向及纵向的生产测试， 

结果简要分析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选用品种 

西葫芦：冬玉、法拉丽；对照：西葫芦早青一 

代 (矮生)；黄瓜为中荷四号。 

1_2 试验地点 

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海拔583 m，土壤 

类型为沙壤质草甸栗钙土，水肥条件良好，土壤有 

机质含量为29．37 。 

1．3 试验方法 

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各试验区栽培管理水 

平均一致。 

2 结果与分析 

2．1 西葫芦新品种对比 

由表1可以看出，冬玉、法拉丽两个品种采用高 

效立体栽培技术，植株生长势旺盛，带瓜力强，抗 

病性强，瓜条外形顺直均匀，成品率高，商品性好， 

货架期长，瓜条长20～22 cm，单瓜质量400 g以上， 

单株结瓜可达30个以上，采收期可达200 d，平均 

667 m 产量可达 15 000 kg左右，冬玉、法拉丽两 

个品种采用立体栽培技术比对照早青一代常规栽培 

667 m 增产 9 247 kg、9 229 kg，平均667 m 增产 

9 238 kg，平均667 m。增产 150．9％。 

2．2 西葫芦与黄瓜栽培产量、效益对比 

两者比较，种子、肥料、水及其他生产资料消 

费基本相当，平均价格两者相当，由表2可见西葫 

芦生产比黄瓜更耐低温，西葫芦白天适温比黄瓜低 

7～10℃，夜晚低2～4℃；西葫芦不需嫁接，黄 

瓜需要嫁接；西葫芦病害发生轻，一个生长季西葫 

表 1 西葫芦品种和栽培方式对比 

种类 温度要求 

白天／~c 夜晚／~C 

管理强度 病害用药 667 m 产量／ 667 m 产值 ／ 

嫁接 用工／(元 ／d) 次数 金额／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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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较黄瓜节省农药开支约80％；西葫芦管理较黄瓜 

要求宽松 ，一个生长季节西葫芦较黄瓜用工费用 

节省约37．5％；平均 667 m 产量西葫芦略低于黄瓜 

约4％，平均 667 m 效益西葫芦与黄瓜相当。 

2．3 西葫芦不同育苗方式对比 

采用营养块育苗与传统营养钵育苗相比每667 m2 

可节约5～6个工，与传统育苗床育苗比可节约7～l0 

个工，出苗率可达97％以上，用种量节约 10％以上， 

出苗均匀整齐、苗壮，苗期缩短 5～7 d，不伤根 ， 

无缓苗期，定植后第3天即可发2～3(3120新根，茎 

粗叶肥，苗发育快，提前上市 7～10 d，平均增产 

10．57％；营养钵育苗、育苗床育苗采用目前常规管 

理方法，与营养块育苗条件相同，采用营养钵育苗 

比育苗床平均增产 9．73％。见表 3。 

2．4 西葫芦播期试验 

根据不同海拔的气候特点、生产条件以及市 

场需求等因素，确定了3个播期。数据显示西葫 

芦应适期晚播，越往北播期相应提前 ，但应该根 

据情况适时播种，播种过早病虫害发生严重，而 

且容易造成徒长，播种过晚影响上市时间，影响 

采瓜期，同时也影响产量。确定了不同海拔地区 

的适宜播期为兴隆县 10月上旬 ，双滦区 10月上 

旬 ，隆化县 9月下旬 ，围场县 9月中旬。见表4～ 

表 7。 

表3 不同育苗方式产量对比 

表 4 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西葫芦播期 

对比 (海拔 583 m) 

表 6 隆化县隆化镇下洼子村西葫芦播期 

对比 (海拔 750 m) 

表 5 双滦区偏桥子镇老沟门村西葫芦播期 

对比 (海拔 397 m) 

表 7 围场县四合永镇碑亭子村西葫芦播期 

对比 (海拔 81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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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黄瓜节水灌溉模式的比较研究 
梁小平，李碧霞 

(宁夏固原市农业学校，756000) 

摘要：通过试验分析，说明膜下沟滴灌、膜下 

滴灌、膜下渗灌、膜下沟灌等4种灌溉模式对日光 

温室黄瓜的单株耗水量、耗水系数、单瓜耗水量、 

用水效率有显著性差异的影响，而对黄瓜的单株 

产量、节问长、叶的宽度、叶的长度的影响没有显 

著性差异。在黄瓜单株产量、节间长、叶的宽度、 

叶的长度没有显著性差异的情况下，以膜下渗灌 

模式最为节水，即单株产量最高，为7．452 kg／株， 

单株耗水量最少为58．345 kg／株，耗水系数最低为 

7．681 dm。／kg，用水效率最高为 130．2 g／dm。，单瓜 

耗水量最低为 1．25 dm ／单瓜。黄瓜的单株月产量 

在 1年的不同月份之间有着极显著性差异，其中以 

7月份单株月产量最高为1．6～1．8 kg／株。 

关键词：黄瓜 ；节水；灌溉模式 

随着 日光温室蔬菜产业在农民增收中的地位逐 

渐提高，日光温室蔬菜种植规模逐年增加，农业用 

水逐年增大，而各地水资源却逐年减少，这就显得 

日光温室节水灌溉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占有的地位 

更为重要。笔者通过试验研究，比较日光温室黄瓜 

4种节水灌溉模式对 日光温室黄瓜的影响，旨在为 

同行们提供参考和为黄瓜种植者的节水灌溉技术的 

进一步提高提供帮助。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的基本情况 

试验地设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马园村蔬菜生产基 

地，北纬36．0021。、东经106．2865。、海拔 1 730m， 

土质为灰钙土，地势平坦，肥力中等，年降水量 

478 1YIITI，年平均气温6．2℃，无霜期 154 d，≥10℃ 

积温2 260℃，干燥度1．63，属半干旱温和气候，日 

光温室为山东寿光第二代Et光温室。 

1．2 试验材料 

黄瓜选用嫁接苗，接穗选用冬冠3号，砧木选 

用神根白籽南瓜，采用靠接嫁接方法。2009年 l0 

月25日育苗，1 1月7日嫁接，12月2日定植，2010 

年7月 25 Et拉秧。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 3次重复的试验设计。灌溉 

模式设膜下沟滴灌、膜下滴灌、膜下渗灌、膜下沟 

3 小结与讨论 

3．1 改变了传统西葫芦栽培模式，采用吊蔓立体栽 

培，选择优良品种冬玉和法拉丽，采用营养块和营 

养钵对根系保护性的育苗，充分发挥了耐寒西葫芦 

品种的特性，采收期延长，产量比常规矮生西葫芦 

提高了2倍以上，与生产越冬黄瓜收益接近或相当， 

但是管理相对宽松，是替代越冬黄瓜生产的良好选 

择。 

3．2 根据不同海拔确定适宜播期，由于选用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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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品种较黄瓜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更加适合承 

德市北部县区H光温室生产，可充分利用本市结构 

老化温室，使一些生产叶菜类的温室用于西葫芦生 

产，大大提高温室利用率，增加种植效益。 

3_3 通过西葫芦新品种引进及高效立体栽培技术的 

开发推广，丰富了本市设施蔬菜种植品种，改变冬 

春季西葫芦市场由外地购买为满足本地的同时并 

外销的局面，形成 良l生的顺差消费，促进了承德市 

冬季 日光温室向利用最大化、品种多元化方向发 

展。 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