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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蔬菜集约化育苗现状与发展策略 
王林武 ，张元国 ，侯振祥2 

(1．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261061；2．山东省潍坊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王家庄街道办，261000) 

摘要：通过分析潍坊市蔬菜育苗产业现状及育 

苗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现代集约化蔬菜 

育苗产业的关键是要解决蔬菜育苗的现代化和专 

业化问题，并指出潍坊市蔬菜育苗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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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产业一直是潍坊市农业生产中的支柱产 

业，其生产面积、产量、效益、加工、出口等多项 

指标位居山东省乃至全国前列。据潍坊市人民政府 

统计，2009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21．2万hm。，占山 

东省蔬菜总面积的10．4％；总产量1 184万t，占全 

省的1 1．2％；总产值167．2亿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 

的50．1％；出口创汇3亿多美元，占全省蔬菜出口创 

汇额的14．9％，占全国的4．7％，出口量占全国的10％ 

左右；设施蔬菜面积 l0．46万hm2，占全市蔬菜种植 

面积的49．3％，占全省的12．1％，占全国的2．4％。根 

据潍坊市蔬菜产业振兴规划 (2011—2015年)，到 

2015年，全市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21．33万hmz以上， 

其中设施蔬菜面积扩大到 13．33万hm2左右；蔬菜总 

产量达到 1250万 t，总产值达到 180亿元，年出口 

额达4亿美元以上。随着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蔬 

菜集约化育苗产业已纳入潍坊市 “十二五”蔬菜产 

业振兴规划的正式日程。为充分了解蔬菜育苗产业 

情况，研究制定今后的发展策略，笔者对潍坊市蔬 

菜集约化育苗进行了专题调研。 

1 蔬菜集约化育苗现状 

1．1 育苗基本情况 

截至2010年，潍坊市共有200多家育苗中心，年 

总育苗量在14亿株以上，主要包括黄瓜、番茄、茄 

子、辣 (甜)椒、西瓜、丝瓜、苦瓜、洋香瓜、西 

基金项目：山东省农业厅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 

队集约化蔬菜育苗计划项目基金。 

葫芦等20多个品种，产品除供应潍坊市外，还销售 

到山东省其他地区以及河北、宁夏、广西等多个省、 

市、自治区。其育苗数量、质量和企业规模均居国 

内领先地位。 

1．2 育苗基础设施 

1．2．1 联动式塑料大棚 

山东省大型育苗企业主要采取此种育苗设施， 

每个占地面积2 000 m2以上，育苗数量2 000多株。 

采用先进的育苗设备，确保育苗质量和供应时间， 

是该设施今后的发展方向。 

1．2．2 连栋式玻璃大棚 

主要采用双层玻璃保温 ，投资较大 ，但寿命 

长。 

1．2．3 冬暖式单斜面大棚 

大型育苗场和小型育苗场在冬季的主要设施， 

成本较低，保温较好，质量有保证。 

1．2．4 简易式单斜面土棚 

主要用于一家一户育苗，是昌乐、青州等地西 

瓜种植区采取的主要方式。 

1．2．5 塑料拱棚 

在寒亭西瓜种植区主要采取拱棚套小拱棚进行 

西瓜育苗，叶菜类 (芹菜、甘蓝、白菜等)也主要 

采取此种设施。 

1．3 育苗方式 

1_3．1 穴盘育苗 

目前常用的穴盘为长54．4 cm、宽27．9 cm、高 

3．5～5．5 Clla_。穴孔深度视孔大小而异。根据穴孔数 

量不同，穴盘分为5O孔、72孔、128孔、288孔等 

多种。 

1-3．2 营养杯育苗 

营养杯一般高8～10 cm，直径8～10 cm。 

1．3．3 土块育苗 

营养土块一般高8～10 cm，直径5～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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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直播 

直接在传统的苗床土上进行。 

1．4 加温方式 

1．4．1 锅炉 

煤是主要燃料，用热气或热水通过管道在室内 

循环加温。 

1．4．2 电 

通过压缩机，将水或气加温或降温进行室内循 

环。 

1．4．3 液化气 

通过液化气燃烧进行室内加温， 

气候或停电时使用。 

1．4-4 沼气 

瓜大量死秧的茄病镰刀菌瓜类专化型抗性差一些。 

1．8．4 西瓜砧木 

主要以白南瓜 (大籽、小籽)、葫芦 (大籽、小 

籽)为主。 

1．9 通风 

主要采用通风机、门窗，进行顶部、周边 (四 

周)通风。 

1．10 喷雾 

主要有自动式、半自动式、固定式、人工式等 

4种喷雾器。 

主要用于极端 2 蔬菜集约化育苗发展历程 

通过燃烧沼气进行室内加温 ，并可以补充 

CO：，主要用于极端气候或停电时使用。 

1．5 苗床 

1．5．1 钢丝苗床 

连栋式大棚育苗企业主要采用以钢丝制成的苗 

床为主，规格根据需要而定，一般离地面65 cm。 

1．5．2 竹皮苗床 

单斜面 日光温室主要采用竹皮做成的苗床，离 

地面2O～30 cm。 

1．5．3 地 面 

直接在地面育苗。 

1．6 嫁接方式 

主要采用插接 (西瓜、黄瓜)、劈接 (茄果类)。 

1．7 育苗基质 

主要原料是草炭、蛭石、珍珠岩，其次是中药 

渣、食用菌下脚料、锯末等。 

1．8 砧木 

1．8．1 茄子砧木 

多选用托鲁巴姆、托托斯加、常青藤、赤茄等。 

目前生产中的主要问题是有些砧木耐低温I生能较差， 

越冬时茄子生长易出现停滞现象，结果数量较少， 

且多为僵果。有根结线虫为害的地块可采用以上 

砧木。 

1．8．2 辣 (甜)椒砧木 

选用特璐丝、威壮贝尔、布野丁、富根卫士等， 

主要问题是对细菌性病害抗性差一些。 

1．8_3 黄瓜砧木 

小黄籽系列如根神、赛青松、威力，对引起黄 

． 38． 

潍坊市集约化育苗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 

时蔬菜生产主要以露地和小拱棚为主，主要开展茄 

果类和瓜类育苗，多采取一家一户小拱棚或露地育 

苗 (当时没有温室)，育苗面积最大的也只有1O m2 

左右。面积虽然不大，但在冬季或早春必须由专人 

每天进行揭盖草苫、通风等管理，不仅费工、费时， 

死苗现象也时有发生，每年因秧苗质量造成减产 

50％以上。针对这一情况，潍坊市组织有关人员先 

后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进行考察学习，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提出集中统一育苗、降低成本、减少风 

险、提高产量的发展方向。建立育苗中心集中培育 

秧苗，然后分配到各个农户、生产队进行种植。提 

出今后蔬菜育苗必须走集约化、标准化、商品化道 

路，但由于当时条件受限，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加上菜农认识不够，主要进行营养土育苗，技术含 

量低，且幼苗价格低，每株仅0．03～0．05元，没有 

多大市场，使得育苗事业发展缓慢。直到90年代初， 

各级政府把蔬菜产业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蔬菜生产才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在冬暖式大棚问 

世以后，蔬菜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栽培设施进一 

步完善，特别是进行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以来， 

实行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后，给当地农民和 

社会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同时也 

给当地生产带来连作障碍、病害加剧、重茬减产等 
一 系列问题，化肥、农药的大量投入也造成了环境 

(土壤、水质)污染。瓜类重茬仅用药剂根本解决不 

了，通过采取断根嫁接法不仅达到了良好的防病效 

果，而且还使产量得到较大幅度提高。当时嫁接技 

术还不够成熟，而且大部分种植户尚未掌握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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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技术，嫁接都要请外地有经验的农民或技术员， 
一 户一请，非常麻烦。小型塑料薄膜日光温室，用 

煤炉加温，不但提温陧，且保温陛差，经常由于特 

殊气候 (连阴天)、不良环境条件 (温度、光照、水 

分、土壤)、技术不过关、管理不到位和人为操作失 

误 (用煤加温极易产生烟害)等造成育苗失败。工 

厂化育苗通过人工调节温湿度、成熟的嫁接技术及 

良好的培养基，育出的秧苗根系发达，苗壮、苗粗， 

而且无病害，备受种植者欢迎。目前，潍坊市有6O 

多家规模在5 000 m 以上的育苗中心，为推进潍坊 

市蔬菜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生态化的 

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蔬菜集约化育苗存在的问题 

3_1 育苗企业良莠不齐 

目前，潍坊市大型育苗企业较少，主要根据当 

地生产和用户需求自发育苗，不需审批、办证，处 

于无人、无部门管理状态，秧苗质量缺乏保证，并 

与规模化的育苗企业形成了无序竞争，制约了蔬 

菜集约化育苗产业的健康发展【”。 

3．2 缺乏统一可行的行业标准 

育苗过程中的种子检疫、购种、消毒、秧苗标 

准、秧苗出售等环节缺乏统一管理。 

3．3 科研工作相对滞后 

集约化育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许多技 

术难点需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工作来解决，但目前山 

东省内尚无专业的科研机构专门从事工厂化育苗的 

系统研究 ”。 

3．4 育苗成本高，资金投入大 

由于建立规模较大的育苗企业涉及到土地、基 

础设施建设、流动资金等问题，使得工厂化育苗投 

入很大，成本较高，其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 

3．5 自动化程度较低 

由于自动化育苗设备价格较高，潍坊市还没有 

引进自动化育苗设备。目前，企业的育苗工作全部 

由人工操作，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3．6 育苗设施简陋。秧苗质量较差 

为了降低成本，潍坊市蔬菜种植户绝大多数采 

用自育自用的方式。育苗设施简陋，防寒保温和遮 

阳降温效果差，影响幼苗生长发育，培育出的秧苗 

质量不高。 

3．7 育苗方法滞后 

农户以传统的床土、营养钵育苗为主。传统的 

蔬菜育苗基质为营养土、有机肥等，存在营养土配 

比难以掌握、育苗工序繁琐等问题，并且易导致土 

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熟土中累积大量的病 

菌和虫卵，易导致苗期甚至是大田期土传病虫草 

害发生蔓延难以控制，必须使用大量的农药来控 

制，因而造成苗期有害物质的积累，影响蔬菜质 

量，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类健康。 

3．8 育苗企业的品牌意识较差 

到目前，潍坊市除寿光新世纪种苗有限公司等 

个别企业有一定的知名度外，其他育苗企业还没 

有实现商品化、品牌化、产业化的经营格局，企业 

效益低，风险大。 

4 蔬菜集约化育苗发展策略 

蔬菜育苗是蔬菜栽培的关键环节，也是促进蔬 

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环节。蔬菜育苗工厂 

化、供苗商品化、种苗标准化是当今世界育苗的发 

展方向，可缩短育苗时间，节约用种量，提高育苗 

的保险系数，在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外来良种 

以及提高育苗成功率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保证，同时 

对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解决土地危机、保护环境 

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潍坊市推广蔬菜集约化育苗 

势在必行。 

4_1 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潍坊市蔬菜产业振兴规划 (2011—2015年)中 

已决定培育1O个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在资金、科 

技、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各育苗中心要根据 

各区域育苗程度发展的自身情况，做好蔬菜工厂 

化育苗的科学布局，发挥区位优势和特长，切实提 

升蔬菜产业化水平，以满足农民对蔬菜品种、质量 

和数量的需求。 

4．2 制定集约化育苗的行业标准。促进蔬菜产业健 

康发展 

蔬菜集约化育苗是在相对可控环境条件下，严 

格按照标准化流程，积极采用工业化生产手段和 

科学化管理技术，规模化批量生产的蔬菜商品苗， 

具有显著的节本增效、抗灾减灾、产业带动和高新 

技术特征，因此必须制定出集约化、规范化、标准 

化并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才能促进蔬菜育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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