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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番茄生产技术很实用
在3月14日召开的2024浙江番茄新品种大会上，推出了十多项番茄栽培技术和模式。一起看看它们有哪些特点？

番茄潜叶蛾监测技术

利用人工合成雌虫性信息素引诱雄虫，监测和

预测害虫发生期、发生量以及分布区域等。

在番茄整个生长周期内，在设施大棚通风处设

点，将昆虫性信息素放置于诱捕器中，诱捕器距离地

面30—50厘米，观察是否有成虫入侵危害，诱芯2—3

个月一换。

二氧化氯+微生物菌剂技术

二氧化氯具有“广谱、快速、高效、安全”的特性，

不仅能快速杀灭真菌、杂菌和病毒，而且因具有强氧

化性能，还能消除农残及其它有害物质。建议使用

后注意补充土壤有益微生物菌剂。

配比、稀释均须使用塑料容器和清水，且须先加

水后加消毒剂，现配现用。消毒剂溶解过程中有氯

味气体溢出，属于正常现象，操作人员须佩戴口罩。

石灰氮消毒处理技术

将石灰氮全面均匀撒在土表后（亩用量 40 公

斤），用旋耕机将物料与土打匀后覆膜，并在四周用

土将膜压实，留下灌水的一端，灌水至土层表面后停

止，保持土壤有一定湿度，使颗粒分解。

生物有机肥应用技术

产品添加含解磷菌、解钾菌菌群及高效能拮抗

菌株，可活化土壤中固定的多种元素，提高植物对多

种元素的吸收率，同时也可降解土壤中的多种农药

残留和优化土壤微生态环境。

保存于阴凉干燥处，不宜暴晒。施用后，土壤应

保持湿润，以利于肥效发挥。

氨基酸低温弱光抗性调控技术

喷施氨基酸水肥溶液能显著提高番茄对低温弱

光的抗性，在番茄苗期和整个生育期均可施用。

在冬春季节光照少的情况下叶面喷施；在番茄

生长期遇到弱光时，采用1%—3%氨基酸根部灌溉；

10—14天/次，具体根据番茄生长情况适当增减施用

次数。

生物可降解膜覆盖技术

该地膜在光解、水解和微生物酶解等综合作用

下，经过逐步变性和裂解，最后变成水、二氧化碳和

部分腐殖质，重归大自然。

同常规地膜覆盖区别在于生物可降解膜使用一

段时间后理论上不需回收，会自动降解。生物可降

解膜覆盖前一周，要对农田进行翻耕、施肥。农田每

隔30厘米覆盖一条生物降解地膜，宽120厘米。地

膜外周边缘采用机械覆土，膜下跟铺滴灌带。

小太阳杀菌补光灯应用技术

小太阳杀菌补光灯模拟植物需要太阳光进行光

合作用，兼具紫外线杀菌功能，可提高植株光合作

用效率，提升产量品质和作物抗性，减少畸形果，降

低农药使用量。

每只杀菌补光灯辐射面积为10平方米，以距离

植物高度0.5—1米为宜。随着植株生长，可及时调

整补光灯高度，一般不少于66只/亩（26瓦/只），8米

宽棚可安装补光灯2—3条，间距2—3米。在晴天6∶

00—9∶00和18∶00—21∶00进行补光，阴雨寡照天气

白天全天进行补光。

小太阳LED应用技术

小太阳LED补光灯模拟植物需要太阳光进行光合

作用，可提高植株光合作用效率，提升产量和品质。

每盏灯辐射面积为10平方米，以距离植物高度

0.5—1米为宜。随着植株生长，可及时调整补光灯的高

度，一般不少于60只/亩，8米宽棚可安装补光灯2—3

条，间距2—3米。在晴天6∶00—9∶00和18∶00—21∶00

进行补光，阴雨寡照天气白天全天进行补光。

高压弥雾施药技术

利用脉冲式发动机产生的高压气流，将药液粉碎

雾化成烟雾状从喷管喷出，并迅速扩散、弥漫在整个大

棚空间的每一个角落，达到省时省力省药的施药目的。

喷雾量80—120升/小时，一般100—150升药液

加入药箱后，可喷一亩地，喷射加弥漫长度可达10米

以上，平均每亩打药仅需8—12分钟。

高压弥粉施药技术

采用新型精量电动弥粉机施药，药剂分布均匀，

不增加棚室湿度，农药有效利用率高达70%，可降低

农药使用量，改善劳动条件。

一般选在傍晚进行喷粉操作，从棚室最里端开

始，操作人员站在过道上，摇动喷粉管从植株上方喷

粉，边喷边后退，行进速度为每分钟12—15米，直至

退出门外，关好门。晴天中午应避免喷粉，在阴雨天

任何时间均可喷粉。一般70米长标准大棚整棚施药

仅需3—5分钟。

水溶性菌糖钙应用技术

产品富含钙肥、光合菌及耐盐枯草芽孢杆菌，可

激发土壤有益微生物菌群的繁殖，激活土壤活力，促

进植物生长。

播种后半个月，根施1次约15升/亩（1∶100）。之

后，每隔 15—20 天，可叶面喷施 1 次 0.3 升/亩（1∶

500）。整个生产周期约5—6次，每亩番茄需17升左

右水溶肥。具体根据土壤情况决定。

液体地膜覆盖技术

本产品为多糖生物材料，以强力聚合作用将土

表颗粒及微颗粒粘连，凝聚成封闭式形态土膜，具备

塑料薄膜同样的保湿保温作用，经80—120天，可降

解为脱乙酰基几丁质酶渗入土中。

栽苗后，将本品投于中性水稀释，在无风条件下

用喷雾器或者喷雾机贴近地表喷施。若土壤干旱，

可先行补喷水，后续喷膜液。每亩用本产品 2.5 公

斤，兑入中性水45—50公斤。

油菜素内酯
低温弱光抗性调控技术

油菜素内酯是一种新型植物激素，具有改善植

物生理代谢，提高品质和产量的作用，并能调节植物

生长发育过程，在提高作物耐冷性方面表现出良好

效果。番茄苗期和整个生育期均可施用。

在冬季夜间，棚内温度5℃—12℃条件下进行叶

面喷施；采用油菜素内酯0.05ppm—0.2ppm（百万分

之）叶片喷施；10—14天/次，具体根据番茄生长情况

适当增减施用次数。

高光效LED补光技术

高光效LED补光技术采用基于不同作物吸收的

特异性光谱，可有效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每亩安装约 50 只（40 瓦/只），每 8—10 米安装

2—3只，每3—4米安装1组。通过调节电线高度，保

持灯具与植株间距在0.5米左右。一般在冬春季晴

天傍晚覆膜后补光2—3小时，阴雨天可全天补光。

新一代
轻简自控无土栽培模式

一套SAS智能栽培系统可同时控制整栋大棚，设

计立体栽培架栽培、地面锡箔纸栽培、下挖式黑白PE

膜栽培三种模式。每跨按4条滴管带设计每条栽培

袋长20米，每跨小计80米。每跨设计2路灌溉系统。

SAS智能栽培系统利用浙江大学研发的数控式水

肥与光照高通量控制系统进行土壤空气温湿度、光照

度等环境因子的监控和施肥管理，还可通过手机APP、

现场按键等多种控制方式进行自动控制和智能监测。

主栽品种：“红凯瑞七号”“沃粉2号”“旱优73”。

茬口安排：9月2日番茄播种，10月3日嫁接，10

月22日定植，次年2月中下旬开始采收上市，至5月

上中旬结束；水稻于4月27日播种，5月19日移栽，9

月16日收割。

关键技术：机械深翻高畦、有机肥替代化肥、菌

剂蘸根、精量追肥等番茄高品质栽培关键技术；育苗

移栽，采用机械栽植、收割等水稻省工节本技术。

省种子管理站供稿

“番茄-水稻”轮作模式

技术特点：方便机械化作业，减少人为机械损

伤；改善植株外部叶片光环境和通风条件，可降低病

害发生率；可提高番茄精品果率和精品果产量。

操作要点：将栽培畦宽度统一为上底宽40—60

厘米，下底宽60—80厘米,栽培畦沟90—100厘米;当

畦面宽40—50厘米时，可采用单行种植，株距18-20

厘米,当畦面宽60厘米时，亦可采用双行种植，株距

35—40厘米;亩种植1700—1800株，整地作畦时畦沟

宽度根据大棚跨度不同进行调整。

宽沟窄畦种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