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特点：蓟马是茄子等山地

蔬菜的主要害虫之一，其体型微

小、隐蔽性强，防治难度大。目前，

蓟马已由蔬菜次要害虫上升为主

要害虫，经常出现“小虫成大灾”现

象。根据蓟马不同虫态在作物不

同生长时期的为害特点，采用“推、

拉”立体防治措施，可显著降低蓟

马数量，有效减少农药使用。

技术要点：

定植前，深耕深翻土壤，并进

行土壤处理及覆膜；设置防虫网，

培育无虫苗；定植前1-2天，使用内

吸性杀虫剂（噻虫嗪和吡虫啉等），

对秧苗进行灌根处理，以降低虫口

基数。

幼苗期，悬挂蓝色诱虫板，监

测蓟马虫口数量。立体防控蓟马

技术：采用引诱剂+蓝色诱虫板诱

杀植株上的蓟马成虫；释放捕食

螨，捕食植株上的蓟马成虫和若

虫；土壤里释放剑毛帕厉螨、撒施

球孢白僵菌生物农药，以控制蓟马

蛹。

花果期，当每朵花上蓟马种群

数量达到2-3头时，喷施球孢白僵

菌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的

绿色农药（乙基多杀菌素，阿维菌素

和甲氨基阿维菌素等），以控制种群

暴发，将蓟马数量控持在低水平。

注意事项：茄子幼苗期，不喷

或者少喷杀虫剂，以保护天敌，利

用天敌控制种群增长；花果期，蓟

马种群数量大，喷施农药防治时，

尽量喷到植株叶片背面以及花朵，

让药液接触到隐秘处的蓟马；每隔

3-5天喷一次，连喷3次，每次更换

不同类型的绿色农药。

技术特点：针对部分山地种植

茄子等蔬菜多年，因连作、过量施

肥造成土传病害重、土壤连作障

碍等问题，通过“轮、增、减、换、

改”等综合措施，可有效缓解并减

轻土壤酸化、盐渍化、死苗等障碍

因子。

技术要点：

合理轮作换茬，深耕冻垡。有

条件的山地，可采取水旱轮作措

施，冬季深耕冻垡。

合理施肥。增施有机肥，减施

化肥，科学追肥。

调理土壤。应用微生物菌剂

或土壤调理剂等，改良土壤，保持

土壤健康。

选用抗病品种或嫁接换根防

病。采用抗病砧木，进行嫁接换

根。

深沟高畦。可采用 M 型或龟

背形高畦栽培，畦面覆盖地膜或稻

草等。

科学用药。如有田块出现死

苗现象，需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有针对性地进行灌根防治，合理

用量，连续防治2次。

山地蔬菜连作障碍治理技术

技术特点：选择海拔 400 米以

上的山地种西瓜，通过选用品种、

采用本砧或抗性砧木嫁接换根、培

育壮苗、适期移栽、加强田间管理

等措施，提高西瓜产量品质，在7-8

月上市供应，经济效益较好。

技术要点：

优选品种。可选用“浙蜜5号”

“浙蜜 2 号”“天露 2 号”等品质好、

抗性强的品种。

培育壮苗。采用“野壮 1 号”

“甬砧5号”等对西瓜品质影响小的

砧木嫁接换根。

整地做畦。处理土壤后，增

施有机肥作基肥。采用双行种

植，深沟高畦，畦宽连沟 3.5-4.0

米，沟深 30 厘米，做成龟背形，覆

盖地膜。

适期移栽。一般4 月下旬至5

月上中旬定植移栽。每畦种两行，

亩栽250株左右。

加强管理。一般 3 蔓整枝，每

株结 1 瓜，坐果后不再整枝。合理

调控水肥，开沟排水，高温注意防

旱，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西瓜膨

大后，适时覆盖稻草防太阳灼伤果

实。

适期采收。就近销售的，等瓜

九成以上熟采收；销售地较远的，

瓜八成熟即可采收。

山地西瓜高品质栽培技术

山地茄子害虫蓟马绿色防控技术山地自流式微蓄微灌技术

技术特点：微蓄微灌系统由引

水管、引水池、输水管、蓄水池、输

水管路及田间微灌设备组成，能利

用山区自然地势落差进行自流灌

溉，在不用电和不用泵的情况下使

用，可有效解决山地种菜用电不便

的问题，适合在山区、半山区和丘

陵等地形上的蔬菜基地推广应

用。目前，该技术已成为我省山地

蔬菜生产中首推的提质增效技术。

技术要点：

水源选择。选择水质良好、夏

秋高温季节不断水的山涧小溪或

山塘、水库等作为水源。

引水要求。山涧小溪引水点

上方须有相应集雨面积和较好的

植被，设置拦水坝，截流山涧水，阻

拦泥砂，过滤杂物，并顺坡而下埋

设地下引水管路，使水流入下方引

水池（容积大小为1-2立方米）。

蓄水池建造要求。高度：根据

微灌系统工作压力要求，蓄水池与

灌溉菜地落差设定在 10－15 米。

构造：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池体

深埋地下，其露出地面部分不超过

三分之一；安装进水阀、供水阀、洗

池阀，选好排水出口，蓄水池顶部

加盖保护。体积：根据水源大小、

灌溉面积测算而定，一般以50-120

立方米为宜。如按每100亩菜地每

5 天轮灌一遍，每亩每次灌溉 1 小

时，灌溉4.5吨水的标准计算，需配

置蓄水量约120立方米的蓄水池。

输水管路设置。输水管路埋

设深度为40厘米以下；根据输水需

求安装各级分管和分阀门，输水管

与每一田块的连接处均须安装子

阀门，以调节水压或分区灌溉，子

阀门出口安装过滤器后再与田间

的微灌器相连；过滤器是滴灌系统

长期安全使用的重要保障，必不可

少。

系统维护要求。滴灌灌水时

出水压力保持在 1 公斤左右，防止

压力过高而损坏滴灌管；及时清除

过滤器中积聚的杂质，防止堵塞；

定期检查过滤器是否完好，发现滤

网损坏时及时更换；利用微蓄微灌

系统追施肥料以后，须用清水冲洗

系统。

技术特点：在山地微蓄微灌基

础上，采用施肥泵、施肥桶、配肥池

等简易的水肥一体化施肥设备，实

现水肥协同，不仅节水节肥、省工

高效，还能有效提高山地蔬菜产量

和品质，减少化肥流失。近年来，

该技术已在山地茄果类、瓜类、豆

类生产上推广应用。

技术要点（以山地辣椒为例）：

施肥方案。根据目标产量、需

肥规律、土壤肥力水平，结合有关

试验数据，确定氮磷钾和基追肥的

比例。目标产量：辣椒 2500-3000

公斤/亩。根据每生产 1000 公斤

辣椒约需氮（N）3.5-5.4公斤、五氧

化二磷（P2O5）0.8-1.3公斤、氧化钾

（K2O）5.5-7.2公斤测算，每亩总施

肥量为氮（N）10-15 公斤、五氧化

二 磷（P2O5）5- 8 公 斤 、氧 化 钾

（K2O）13-20 公斤。基施需有机肥

1500-2000 公斤，施肥总量的 30%

作为基肥、10%作为苗肥，其余等坐

果后作追肥。

灌溉方案。根据作物需水规

律、土壤墒情、设施条件和技术要

求制定合理的灌溉方案，并视天气

情况、作物长势等，及时调整。一

般辣椒湿润深度为20-30厘米，每

次每亩灌水量以1000-3000公斤为

宜。温度高时，作物蒸发量大，适

当增加灌溉次数。

水肥耦合。苗期追施低氮、高

磷型水溶肥1次，坐果后，追施平衡

型水溶肥 1 次，用量为 3-5 公斤/

亩。盛果期，每间隔7-10天交替施

用高钾型和平衡型水溶肥，并结合

病虫害防治，叶面喷施硼、磷、钙等

中微量元素。

微灌施肥。应用水肥一体化

设备进行施肥，应先灌清水，待压

力稳定后，再灌溉肥料溶液，最后

灌清水冲洗系统3-5分钟。

山地蔬菜水肥一体化技术

技术特点：在海拔高度 200-

400 米的山地种植茄子，并利用茄

子再生能力强、恢复结果快的习

性，在夏季采用剪枝复壮技术，可

实现一次种植二茬采收，不仅能

克服夏秋季气温高、湿度大、病虫

多等不利因素对茄子生产的影

响，又可缓解蔬菜集中上市带来

的销售压力，均衡供应夏秋季市

场。

技术要点：

整枝摘叶。采用双干整枝，当

门茄坐稳后，抹除下部腋芽；对茄

开花后，再分别将下部腋芽抹除，

只保留两个向上的主枝。植株封

垄后，及时摘除枝干上的老叶、病

叶和黄叶，当第8-9个果坐住后，及

时摘心，清理枝叶。

剪枝处理。7 月中下旬，当山

地茄子采收由“八面风”转入“满天

星”时，应选择晴天上午10时前、下

午4时后或阴天，在植株“四门斗”

二级侧枝3-5厘米处，剪除上部枝

叶。剪后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淋剪口，清理枝叶，并

集中销毁。

剪后管理。修剪后的植株，当

腋芽开始萌发生长时，应及时防治

新梢病虫害。修剪后5-7天，当新

梢长至10厘米左右，在各侧枝上选

留1-2个健壮新梢，抹除多余的腋

芽，然后进行常规管理。

中低海拔山地茄子剪枝复壮栽培技术

技术特点：茭白田套养甲鱼

（中华鳖）技术模式，既能保证茭白

的安全生产，又能有效控制福寿螺

的为害，减少农药使用，还能提高

茭白和中华鳖的品质，具有高产高

效的优点。

技术要点：

茭田改造。安装防盗网，设置

防逃设施。田内开挖“田”字形沟，

沟宽 1.2 米，深 0.8 米，沟面积占田

面积的10%以内。在边沟四角各筑

1 个饲料投平台，田中心位置再筑

一晾晒平台，供甲鱼休息晒背。

投养甲鱼。5 月初，投放甲鱼

苗，规格约 500 克/只，每亩放养甲

鱼120只左右。

控制水质。7-8 月高温时期，

要随时关注茭田的水质、水温，一

般 7 天左右进行一次水循环，更换

水源，以确保水质，提高甲鱼的成

活率。

捕捞甲鱼。根据市场行情捕

捞，一般放养2年后，可分批捕捞甲

鱼上市销售。

注意事项。茭白田每年要进

行消毒处理，采用农业防治、物理

防治和生物防治等相结合的措

施，必要时可选用高效低毒农药

喷雾。

省农技推广中心供稿

技术特点：山地蔬菜采用全生物

降解地膜覆盖种植，前期具有增温、

保墒、防草等功效，后期地膜生物降

解，不影响土壤翻耕作业，对环境、作

物产量等无明显影响，生态又环保。

技术要点：

选择作物。选择露地种植规

模较大、生育期相对较短的作物，

或定植后封行早、对覆膜要求时间

较短的作物。

选好降解膜。选用符合国家

标准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诱导

期应与种植模式相吻合。如山地

茄子一般选用厚度 10 微米、宽幅

1.5米或2米的黑色地膜，要求诱导

期65天以上。

加强管理。整地后，仔细覆

膜，适期移栽，并防止地膜破损。

农事操作时，要注意防止地膜提前

降解，从而影响增温、保墒、防草性

能。作物采收后，要及时翻耕，加

快地膜降解。

注意事项。生产过程中，要注

意防止地膜过早、过快降解，达不

到保温、保墒、防草的目的；也要防

止地膜降解过迟、过慢，以防采收

结束后、翻耕土壤时缠绕机械，影

响后茬作物正常生产。

技术特点：通过合理安排茬

口，在种植山地蔬菜时，每年或隔

年种植一季水稻或水生蔬菜（茭

白），开展水旱轮作，实现稳粮增

效。目前主要推广当年或隔年轮

种“水稻-茄子”“茭白-茄子”等模

式。

技术要点：

合理安排茬口。前后作茬口

要衔接好，适期育苗、移栽、采收，

翻耕土壤，种植下茬作物。如“茭-

茄”或“稻-茄”轮作模式，茭白（或

水稻）收获后，要及时整地，第二年

长季栽培山地越夏茄子；11月茄子

收获完毕，要及时翻耕灌水整地，

可插薹管秧，种植茭白，或第三年

种植水稻。

翻耕整地。茭白或水稻田 11

月收获结束后，用挖机做畦，畦宽

1.8米、沟宽0.6米、深0.3米，畦面做

成龟背形，或是经常发生高温干旱

的地区，推荐做成 M 型，覆盖降解

地膜或双色加厚地膜。

选良种育壮苗。综合考虑作

物产量、品质、商品性、抗性等因

素，茄子可选用“杭茄716”“浙茄10

号”等品种。

及时移栽。茄子4 月下旬至5

月上旬移栽，双行种植。6 月中旬

至10月连续采收，必要时7月中旬

进行剪枝复壮。

防治病虫：田间安装杀虫灯，

应用蓝板、高效低毒低残留生物农

药等绿色防控技术。

“稻（茭）-茄”水旱轮作模式

山地蔬菜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茭白田套养甲鱼模式

技术特点：一是增强植株抗病

性，降低茄子黄萎病、枯萎病、青枯

病、根线虫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病

率。二是嫁接换根后的茄子根系

发达且分布范围广，抗逆性提高，

吸收肥水能力强，植株长势旺盛，

产量增加明显。

技术要点：

选用抗性强、亲和力好的砧木

进行嫁接换根，如“托鲁巴姆”“茄

砧64”等。

砧木和接穗进行错期播种，确

保砧木与接穗茎秆粗度相匹配。

当砧木苗具4-6片真叶、接穗

苗具3-5片真叶、茎粗0.2-0.3厘米

时，是嫁接适期，采用贴接法或劈

接法嫁接。

做好嫁接苗的遮光和温湿度

调控，促进嫁接口愈合，及时抹去砧

木萌蘖，操作时应避免损伤接穗。

嫁接苗定植时，不宜过深，防

止接穗根系接触土壤，中后期应注

意肥水管理，防止根腐病、蓟马等

病虫害发生。

技术特点：通过搭建大棚避雨

设施，可有效减轻低温冻害、暴雨

等灾害性天气给山地蔬菜生产带

来的不利影响，实现提早上市，延

长采收期，有效减轻病虫害危害，

增加种植效益。目前，设施避雨技

术已在番茄、辣椒、黄瓜、瓠瓜等山

地蔬菜栽培上应用，山地番茄栽培

已基本全覆盖。

技术要点：

择地布局。选择高山台地、缓

坡地避风向阳处搭建避雨设施，坡

度宜在 25 以内，避免在风口等易

受灾地块搭建。

搭建设施。一般根据地形，采

取南北向搭建 6 米或 8 米单栋大

棚，推荐GP-825、GP-832棚型，有

条件的可搭建GLP-8430等型号的

连栋大棚。搭建时，要加固基础，

开好排水沟，提高防雨、抗风、抗雪

性能。

选种作物。适合设施避雨栽

培的蔬菜主要有番茄、辣椒、瓜类

等，以提高种植效益，也可进行瓜

菜育苗。

田间管理。根据气候条件及

蔬菜上市要求，适期移栽，采用地

膜覆盖控湿。遇低温时，应闭棚保

温，避免冻害冷害；生长期应加强

通风，以降温降湿，可在通风口覆

盖防虫网。

防灾管理。生产期间，要注意

防大风，拉紧压膜线，遇大风天气

要避棚防风，以防棚膜被掀。冬天

空棚时，可收膜或揭膜，必要时采

取支撑等加固措施，避免雪灾。

山地蔬菜设施避雨栽培技术

技术特点：通过选用优质番茄

品种、嫁接育苗、设施避雨栽培、土

壤调理、合理留果、水肥合理调控、

病虫害综合防控等措施，减量施用

化肥农药，提高番茄品质。

技术要点：

宜选择台风影响小、海拔高度

为650-1100米的山地。

选择耐高温高湿、采收期长、商

品性佳、口感好的番茄品种，如“浙

杂203”“浙粉702”“杭杂603”等。

连作大棚内种植番茄，需嫁接

换根，秧苗定植时，确保嫁接口离

地面5厘米左右，避免定植过深。

设施避雨。夏秋高温天气，需

揭开边膜，保留顶膜进行避雨栽

培。5月上中旬和10月中旬前后，

视气温变化情况，夜间封闭边膜，

以加强保温，确保植株正常生长，

延长果实采收期。

调理土壤。先用生石灰、腐植

酸等调理土壤，以降低山地土壤的

酸度；施用生物有机肥、微生物菌

剂来改善土壤微生态，有利于植株

健康生长。

合理疏留果实。第一花序留

果2-3个，第二至第十花序均留果

4 个左右，摘除畸形果和多余的幼

果及花朵，促进果实整齐一致。

水肥协同。应用微蓄微灌系

统灌水，并追施可溶性肥料；采收

前适当控制肥水，以提高番茄品

质，防止裂果。

防治病虫害。采用昆虫性诱

剂诱杀斜纹夜蛾和棉铃虫成虫；用

悬挂黄板诱杀蚜虫。防治时，应选

择对口高效低毒农药或生物农药

交替施用。

山地设施番茄高品质栽培技术

山地茄子嫁接换根技术

技术特点：有利于提高单季茭

白种苗的纯度，增加繁育系数；促

进茭白成熟期更加集中，采收期缩

短约 10 天；使茭白直立茎变废为

宝，降低种苗繁育成本。

技术要点：

提前准备秧田。按秧田与大

田面积1∶10，准备茭白孕茭期的寄

秧田。翻耕前，每亩施用碳酸氢铵

50公斤、过磷酸钙25公斤，充分旋

耕后备用。寄秧前 2 天，再次翻耕

并作畦，畦宽 1.2 米，沟宽 40 厘米，

深 30 厘米，沟内蓄水与畦面齐平，

保持土壤湿润。

适时采集直立茎。正常孕茭

的茭白田，在茭白采收至总量的

50%之前，从结茭率高、成熟期较集

中、肉质茎表皮白嫩、无雄茭和灰

茭的茭墩中选择已收获茭白的粗

壮直立茎，从土壤表面以下 2 厘米

处截取，保留须根，剪成长约 30 厘

米茎段。

排放直立茎。剥除叶鞘后，将

直立茎平铺至畦面，间距3-5厘米，

轻压，使其两侧隐芽与畦面齐平。

秧田管理。排种后 5 天内，畦

沟内保持浅水层，但畦面不积水。

当腋芽萌发并抽生根系后，进行灌

水，畦面保持 1-2 厘米浅水层。9

月中下旬以前繁育的秧苗，当苗高

15 厘米时，割叶促进再生；年前种

植的田块，当苗高长至30-40厘米

时，即可定植。

越冬管理。年后定植的秧苗，

当苗高10厘米时，覆盖稀薄泥土1

厘米；气温下降到 5℃以下时，搭

建小拱棚，并覆盖 1 厘米细土，以

保护根系；当气温降 0℃以下时，

灌水 5 厘米深，以护苗越冬。3 月

份，当气温回升至 10℃以上时，进

行定植。

注意事项：去除高度异常、叶

色深绿的植株；分株移栽时，去除

根状茎。

技术特点：采用该技术生产的

茭白，结茭整齐，茭肉白嫩，采收效

率高，病害少，可合理安排割茎时

间，实现错峰上市，效益较高。该

技术适合海拔600米以下及平原的

单季茭白种植，但不适合促早栽培

的单季茭白。

技术要点：

田块选择。宜选择植株生长

旺盛、水源供应充足的茭白田块。

割叶期选择。当每墩分蘖数

达到6-10个时割叶。一般情况下，

海拔400-600米区域，5月中旬完成

割叶；平原地区于 6 月中旬前割

叶。割叶前3-5天，灌溉3-5厘米

浅水，每亩施用尿素 10 公斤，复合

肥10公斤。

割叶管理。距土壤表面约20厘

米处割除茎叶；割叶后田间保持湿

润或1-5厘米深的浅水层；割叶后3

天，需喷药1次，预防病害；割叶后半

个月，每亩施用复合肥30公斤。

单季茭白割叶提质增效技术

技术特点：在海拔 600 米以上

山区，越夏栽培菜豆，当菜豆采收

结束后，过20-25天，通过加强肥水

管理，促进基部侧蔓和腋芽早发旺

长，植株继续开花结荚。在良好的

肥水管理下，再生菜豆一般可以延

长采收期 1 个月以上，增产效果明

显。

技术要点：

前期采摘豆荚时，保留花序

和豆荚柄部，避免豆柄和豆荚一

起采掉。加固架材，防止倒伏，及

时打顶并摘除植株病叶及衰老

叶。

豆荚连续采收 20 天后，需重

施翻花肥 1-2 次，每亩用中氮、低

磷、高钾硫酸钾型复合肥 25-30

公斤，结合根外叶面喷施 0.2%磷

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保持土壤湿

润。

在翻花结荚时，用 0.2%-0.3%

浓度的水溶性硼肥喷施1-2次，每

次间隔7-10天。做好菜豆病虫害

防治。

山地菜豆再生越夏栽培技术

山地茭白直立茎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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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蔬菜由于生长环境优越，生态绿色，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我省坚持高效生态、特色精品发展思路，发挥山地资源优势，加大政策项目扶持，深化技术创新应用，完善经营服务机制，拓展市场消费空间，使得山地蔬菜产业呈现稳步健康发展态势，磐安山地茭白、

遂昌四季豆、龙泉山地茄子、浦江山地番茄等一批地方特色产业持续崛起。目前，山地蔬菜已成为我省农业特色优势主导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2022年，全省山地蔬菜种植面积约160万亩，产量近300万吨，产值超70亿元。

种过菜的农民都知道，山上种菜比平原地区难度大、相应技术要求也比较高。由于山地海拔相对较高，山脉走势差异明显，气候多变，灌溉困难，生产管理难度大，加上山地蔬菜的生产技术薄弱，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减产减收。那么，如何在山地种菜既高效又安全呢？日前，在磐

安举行的全省山地蔬菜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省蔬菜产业技术服务团队推介发布了十五项适合我省山地蔬菜生产的绿色高效技术模式，供农民朋友参考。

用这十五项技术模式种植山地蔬菜，绿色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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