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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晋城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晋城市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晋城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卫萍、牛丽芳、丁炜、崔满善、刘军红、王珏、王霄。 

 

 

 

 

 

 

 

 

 

 

 

 

 

 

 

 

 

 

 

 

 

 



 3 

 

 

 

日光温室西葫芦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日光温室西葫芦栽培的环境要求、栽培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治措施、采收、包装

等内容。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晋城市日光温室西葫芦的栽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3416     蔬菜病虫害安全防治技术规范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848       蔬菜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610       日光温室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3 日光温室 

3.1 日光温室建造应符合NY/T 610的规定。 

3.2 宜选在背风、向阳、地势平整、交通便利，具有一定水利条件、排灌方便，土壤肥沃，有

机质含量在 1.5%以上，活土层在 60cm 以上，地下水位在 2m 以上，土壤 PH 值 6.0~7.5，总盐量在

0.3%以下的地块。 

4  栽培环境要求 

西葫芦栽培环境应符合 NY/T 848的相关要求。 

5  土壤管理 

5.1 轮作换茬 

一般建议2~3年轮作一次。禁止与瓜类作物轮作。 

5.2 高温闷棚 

每年7月至8月高温时进行。闷棚前，将轮作作物秸秆就地粉碎后翻入土壤中，把粪肥和发酵菌

均匀撒入棚内，然后旋耕2~3遍，使粪肥与土壤混合均匀，然后灌透水，覆盖上地膜，闷棚一个月左

右，使土层20cm地温达到55~60℃，起到灭菌、灭虫的效果。 

5.3 化学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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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根腐病和根结线虫病等土传病害发生严重时，拉秧后可采用棉隆、威百亩等化学药剂进行土

壤消毒。药剂选用应符合GB/T 8321 、NY/T 1276的规定。 

5.4 土壤深翻 

每隔3年至少深翻一次，深翻时间宜在早春茬收获后进行。深翻深度应打破犁底层，深度40cm

以上。深翻时应配合施用有机肥，有机肥应符合NY 525的规定。 

6  栽培管理 

6.1 品种选择  

选择抗病性强、耐弱光、耐低温的优良品种。 

6.2 栽培茬口 

a、秋冬茬一般 8月中下旬播种，9月上中旬定植，10月上旬开始采收； 

b、冬春茬一般 12月上旬播种，1月中下旬定植，2月中下旬开始采收； 

c、越冬茬一般 9月中下旬到 10月上旬播种，11月上中旬定植，12月开始采收。 

6.3 定植前准备 

6.3.1 覆盖棚膜 

定植前覆盖棚膜。 

6.3.2 温室消毒 

6.3.2.1根据种植茬口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土壤消毒，参见本规则5.2。 

6.3.2.2 药剂消毒。每亩选用 2kg10%百菌清烟雾剂喷打封闭一夜，也可用 2～3kg 硫磺粉熏棚，密闭

一昼夜，放风后棚内无味时再定植。放风时间不少于 72h。 

6.3.3 施肥 

以有机肥为主，合理施用化肥，保持土壤肥力平衡，可搭配施生物菌肥，改善地力。结合整地

起垄每亩施 3000kg优质有机肥。肥料的选择与使用应符合 NY/T 496的相关要求。 

6.3.4 整地起垄  

定植前深翻土壤 25cm 以上，细耙 2遍，整平后一般采用大畦双行地膜覆盖，小高垄 25cm左右，

南北行。 

6.3.5 安装水肥设备 

推荐安装水肥一体机，使用滴灌方式浇水和施肥（水肥一体化）。 

6.4 定植 

6.4.1 定植时间 

根据栽培茬口选择适宜定植时间，定植时，棚室内土壤 10cm地温不能低于 12℃。 

6.4.2 定植密度 

根据品种特性确定定植密度。每亩定植 1000~1500株。行距在 60cm~100cm，株距 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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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间管理 

7.1 环境管理 

7.1.1 温度 

定植后 5d左右以保温促缓苗为主，不超过 32℃不放风。缓苗后白天 22℃~28℃，晚间 12℃~15℃；

严冬到来之前有意识降温，夜温可降到 10℃~12℃或略低一些，使作物经受低温锻炼。 

7.1.2 湿度 

定植缓苗后浇一次缓苗水，然后控水蹲苗、中耕保墒，待第一瓜坐住后再开始浇水施肥。严冬

季节少浇水，15d~20d浇一次，浇水后及时放风排湿，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 85%以下；当外界最低气

温达 12℃以上时，即可整夜放风。 

7.1.3 二氧化碳 

进入结瓜期建议用多功能 CO
2
发生器或用 FF-900 增施器释放 CO

2
，施用浓度为 1780ml/m

3
―

1950ml/m
3
。 

7.1.4 灾害性天气管理 

当遭遇连阴雨（雪）天、强寒流等灾害性天气时，每天应视天气情况揭开棉被或保温被争取散

射光，并视湿度情况在中午短时间放风排湿。 

7.2 追肥 

肥料的选择和使用应符合 NY/T 496的相关要求。结瓜前期可少量追肥，追施一次缓苗肥之后进

行蹲苗，进入结瓜期后结合浇水，追施速效肥。 

8 植株管理 

8.1 打叶抹芽 

及时打去下部老叶腐叶，抹掉腋芽。随时摘除侧枝、卷须，如中后期雄花过多时也应摘除。棚

室内也可采取吊蔓栽培。 

8.2 保果 

开花期，早晨揭开保温被后，用雄花花药涂抹雌花柱头，或者在棚室内放入蜂箱通过雄蜂授粉，

亦可使用符合国家要求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花穗，增加坐果率。 

8.3 施叶面肥 

在盛产期应每隔 4d―5d喷 0.5％尿素和 0.2％磷酸二氢钾液。 

9  病虫害防治 

9.1 防治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

学防治为辅”的无害化控制原则。 

9.2 主要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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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霉病、白粉病、病毒病。 

9.3 主要虫害 

蚜虫、白粉虱、斑潜蝇等。 

9.4 防治措施 

9.4.1 在大棚或温室的放风口处设防虫网。 

9.4.2 每亩挂 100~120块黄（蓝）板，当黄板粘满蚜虫、白粉虱时，可在其表面涂抹机油重复利用，

一般 7d—10d重涂一次。 

9.4.3 用烟蚜茧蜂、七星瓢虫每亩 200头防治蚜虫。或者定植后释放丽蚜小蜂，防治白粉虱。 

9.4.4 定植缓苗后，喷生化黄腐酸、惠满丰等生物肥料，提高西葫芦抗旱、抗病能力。 

9.4.5 化学防治药剂的选择和使用应符合 GB/T 8321 的规定，严禁使用国家在蔬菜上禁止使用的农

药。严格控制农药用量和安全间隔期。 

10 采收  

根据当地市场消费习惯及品种特性，及时分批采收，以减轻植株负担，确保商品果实品质。西

葫芦产品一般以嫩果为主，果实长到 300g~500g 应尽早采收以免坠秧。要根据果实大小分级包装，

采收过程中，所用工具要清洁、卫生、无污染。 

11 生产记录档案 

建立西葫芦记录档案，详细记录生产管理过程中各个环节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加强药品等投入

品的使用情况记录。生产档案至少保存 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