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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设施蔬菜连作障碍 　　　　
　　　　　　　　几种有效方法

于凤玲

　　近年来 ,随着设施蔬菜的连茬种植 ,连作障碍问题日渐

突出 ,土传病害越来越严重 ,土壤中营养元素比例失调 ,土壤

次生盐渍化逐渐加重 ,导致蔬菜品质下降 ,产量降低 ,减产幅

度达 20 %以上 ,严重的地块只能闲置不用。针对近几年出

现的土壤连作障碍问题 ,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摸索出一

些防治技术和改良措施 ,现介绍如下。

1　推广蔬菜平衡施肥技术
设施蔬菜施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化肥施用量超标。

一些菜农凭经验施肥 ,施肥量偏大甚至超过蔬菜生产需要的

几倍甚至十倍以上。二是土壤中氮磷钾比例失调。据调查 ,

大棚黄瓜吸收的氮 (N )、磷 ( P2O5 )、钾 ( K2O )分别为 36 %、

17 %、47 % ,而大棚黄瓜平均施用的氮 (N )、磷 ( P2O5 )、钾

( K2O)分别为 36 %、38 %、18 %。表明施磷比例偏高 ,钾偏

低。三是施用化肥品种和方法不符合蔬菜生产要求。大棚蔬

菜禁止施用易释放氨的化肥品种 ,但仍有部分菜农用碳酸氢

铵表面撒施。磷酸二铵、三元复合肥在土表面撒施也占了较

大比例 ,造成了磷钾资源的浪费。四是有机肥施用量偏高。

据调查 ,目前不少蔬菜地存在着施粪肥过多的问题 ,有的地方

蔬菜地一次施用鸡粪高达 25 m3 · (667 m2 ) - 1。

针对蔬菜施肥中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大力推广蔬菜平衡

施肥技术。以土壤养分测定分析结果和蔬菜作物需肥规律

为基础确定肥料施用量 ;一般掌握每 667 m2 最高无机氮肥

养分 (纯氮 )施用限量为 15 kg,中等肥力区域 (指土壤中含

碱解氮 80～100 mg·kg- 1 ,有效磷 P2O5 60～80 mg·kg- 1 ,

速效钾 K2O 100～150 mg·kg- 1以上 )磷钾肥施用量以维持

土壤养分平衡为准 ;高肥力区域 (有效磷在 80 mg·kg- 1以

上、速效钾在 180 mg·kg- 1以上 )当季不施无机磷、钾肥。

也可在蔬菜生长过程中施用叶面肥以补充微量元素 ,调节作

物生长 ,防治生理病害。

在设施蔬菜的施肥原则上 ,以有机肥为主 ,化肥为辅 ,有

机氮肥和无机氮肥之比不应低于 1 ∶1。一般农家肥与磷肥

混合后进行堆沤或高温发酵后使用 ,或采用蔬菜专用有机

肥、有机无机复混肥等。有机肥作基肥时应采用普施与沟施

相结合 , 60 %左右普施 , 40 %左右沟施。

2　增施微量元素
在西瓜、黄瓜、番茄上进行微量元素肥料试验 ,防病、增

产效果十分明显。2004年在高邑西瓜上施用微量元素肥 ,

微肥配方为硫酸亚铁、硫酸铜、硫酸锌、硫酸镁、硫酸锰、硼砂

按 1 ∶1 ∶1 ∶1 ∶0. 5 ∶1的比例混合均匀后 ,与有机肥和三

元复合肥混匀底施 ,集中施入定植沟中。调查发现 ,施用微

量元素的西瓜茎蔓粗壮 ,叶色嫩绿 ,病害轻 ,对叶斑病的防治

效果达到 40 % ,平均单瓜质量比对照增加 425 g,每 667 m2

产量增加 513. 5 kg,增产 11. 6 %。2005年高邑秋茬番茄施

用微量元素肥试验 ,微肥配方为硫酸亚铁、硫酸铜、硫酸锌、

硫酸镁、硫酸锰、硼砂按 2 ∶1 ∶2 ∶1 ∶0. 5 ∶1的比例混合均

匀后施用。每 667 m2底施 20 kg微肥 ,除施用有机肥和三元

复合肥外 ,再施入 25 kg硫酸钙复合肥。集中施入 50 % ,撒

施 50 %。如果底肥没有施入 ,可在定植后将微肥用热水化

开 ,对 50倍水灌根 ,效果也很好。

3　利用秸秆生物反应技术
秸秆生物反应不仅能有效防治土传病害 ,还能改善土壤

结构、提高地温、增加棚内 CO2浓度。

3. 1　麦秸反应堆　按照日光温室的种植习惯 ,南北向挖

沟 ,沟宽 60～80 cm、深 50～60 cm,长度与温室的种植行长

度相同 ,挖沟时间在每年的 7～8月 ,正值夏季高温季节 ,沟

挖好后填麦秸、碎玉米秸等 ,填至沟深的 1 /2处踩压整平。

每 667 m2施秸秆速腐菌种 (山东省秸秆生物工程技术中心

生产的世明生物反应堆专用菌种 ) 2 kg,随之加第 2层秸秆 ,

再撒 4～5 kg菌种 ,然后覆土 3～4 cm厚 ,沟内灌水以充分湿

透秸秆为宜。以 30～40 cm距离打孔 ,孔径 3～4 cm,发菌

7～8 d (天 ) ,再进行第 2次覆土 ,覆土厚 30 cm左右 ,结合第

2次覆土每 667 m2施入腐熟圈肥 7 000～8 000 kg、鸡粪 2～3

m3 ,在做小高畦之前施入尿素 30 kg、磷酸二铵 40 kg、硫酸钾

10 kg,在施秸秆处做小高畦 ,小高畦做好后再次打孔。秸秆

速腐菌属好气性微生物 ,只有在有氧条件下菌种才可能活动

旺盛 ,发挥其功效。因此 ,在建造秸秆反应堆的过程中 ,打孔

是非常关键的措施。

3. 2　玉米秸秆反应堆　可分为内置式、外置式和内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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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晚秋、冬季、早春适宜以内置式为主、外置式为辅 ;晚

春、夏季和早秋适宜以外置式为主、内置式为辅。其技术要

点 :秸秆生物反应堆建造与麦秸反应堆相似 ,只是将整棵的

玉米秸放入沟中 ,加入专用菌 (山东省秸秆生物工程技术中

心生产的世明生物反应堆专用菌种 ) ,做小高畦等其他措施

与利用麦秸的一样。需注意的是建造反应堆的时间要早于

应用时间 15～20 d (天 ) ;浇水次数少于常规的 50 % ;打孔要

及时 ,一般浇水后 2～3 d (天 )内就要打孔 ;覆土不宜过深 ,

一般不超过 20 cm。

4　湿热杀菌法
采用这种方法 ,可以有效地杀死土壤中各种线虫、真菌和

细菌 ,解决重茬地蔬菜死苗的难题。具体方法 : 6月下旬 ～7

月在冬春茬蔬菜拉秧后 ,每 667 m2撒施 100 kg生石灰粉 , 10～

15 m3生鸡粪或其他畜禽粪便 ,植物秸秆 3 000 kg,微生物多维

菌种 (石家庄格瑞林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所生产 ) 8 kg,喷施美

地那活化剂 (河北慈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 400 mL。用旋耕

犁旋耕 1遍 ,使秸秆、畜禽粪便、菌种搅拌均匀 ,然后深翻土地

30 cm,浇透水 ,盖上地膜 ,扣严棚膜 ,保持 1个月后去掉地膜 ,

耕 1遍地 ,裸地晾晒 1周 ,即可达到杀灭病菌、活化土壤的效

果。湿热杀菌法对于蔬菜重茬导致的土传病害具有明显的防

治效果 ,其中对于为害黄瓜最严重的根腐病和根结线虫病防

效最好。据黄瓜拉秧时调查 ,防治效果分别达到 87. 03 %和

99. 6 % ,基本解决了由根腐病引起的重茬黄瓜严重死苗和根

结线虫病这两个最大的难题。该方法对于防治嫁接接口处细

菌性腐烂病也有明显效果 ,防治效果为 59. 6 %。试验中处理

比对照平均增产 36 %。此项措施成本低 ,方法简单 ,便于农

民操作 ,适合在设施蔬菜生产区大面积推广。

5　施入生物菌肥法。

5. 1　以鸡粪、秸秆为原料 ,加入多维复合菌种 　先

将 1 kg多维复合菌种 (石家庄格瑞林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所

生产 )与 10 kg麦麸搅拌均匀 ,喷水 5～6 kg,堆闷 5～6 h (小

时 ) ,再加入 1 m3鸡粪和 100～300 kg秸秆 ,搅拌均匀 ,堆成

高 1 m、宽 1 m的发酵堆 (长度随堆料的量而定 ) ,外面盖上

草苫 , 2～3 d (天 )翻 1次 ,一般翻倒 3～4次。发酵好的鸡粪

干燥、无臭味 ,使用方便。一般作底肥使用 ,也可作追肥 ,每

667 m2 用 3 t(需要 9 m3鸡粪发酵 )。使用生物菌肥对番茄

茎基腐病和晚疫病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增产达 25 %以上。

同时 ,大量施入生物菌肥 ,可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土壤明显疏

松 ,团粒结构增加 ,空隙度增加 ,土壤容重减小。

5. 2　施入美国亚联微生物肥　美国亚联微肥是一个集

490多种好氧和厌氧有益菌于一体的微生物肥料。亚联微

生物地面肥与叶面肥配合使用效果最佳。使用亚联微生物

肥一可以节省大量化学肥料 ,明显提高肥料利用率 ;二可以

培肥改土 ,治理、消除土壤污染和连作障碍 ;三可以防病抗

病 ,促进植物健康生长 ;四可以提高农产品品质 ,提高商品

率 ;五可以促作物早熟、高产、增收。由于生物微肥科技含量

较高 ,对使用方法要求严格 ,因此要特别注意按照使用说明

使用。

5. 3　推广多功能根际益生菌 S506　多功能根际益生

菌 S506由河北省农业科学院遗传生物研究所生产 ,按使用

说明使用。一般是在育苗时按 S506调控剂 ∶农家肥 ∶田

土 = 1 V ∶2 V ∶7 V 的比例配制栽培基质。定植前挖好苗

穴 ,按每株 30 g的用量 ,将调控剂均匀撒入定苗穴中 ,之后

按常规方法定苗即可。定苗后需浇 1次透水。

6　氰氨化钙土壤消毒
氰氨化钙 (又称石灰氮 )消毒原理为氰氨化钙遇水分解

后所生成的气态单氰胺和液态双氰胺对土壤中有害真菌、细

菌等生物具有广谱性的杀灭作用 ,可防治多种土传病害及地

下害虫 ,对一直困扰设施农业生产的根结线虫也有一定的防

治效果。氰氨化钙是一种高效的土壤消毒剂 ,其分解的中间

产物除生石灰外 ,单氰胺和双氰胺最终都进一步生成尿素 ,

具有无残留、不污染环境等优点。氰氨化钙消毒技术的突出

作用是促进有机物腐熟 ,改良土壤结构 ,调节土壤酸性 ,消除

土壤板结 ,增加土壤透气性 ,减轻病虫草的为害 ,降低蔬菜中

亚硝酸盐含量等。

氰氨化钙消毒技术的使用方法 :前茬蔬菜拉秧前 5～7 d

(天 )浇 1次水 ,待土壤不粘时拉秧 ,每 667 m2将 30～60 kg

(防治根结线虫用 60～80 kg)的氰氨化钙均匀撒施在土壤表

层 ,旋耕土壤 ,使氰氨化钙与地表 10 cm土层混合均匀 ,再浇

1次水。覆盖地膜 ,高温闷棚 7～15 d (天 ) ,然后揭地膜 ,放

风 7～10 d (天 ) ,定植前可用生菜籽检验是否能正常出苗 ,

若能出苗即可定植。此外 ,旋耕土壤前也可将未完全腐熟的

农家肥或农作物碎秸秆如麦秸、麦壳 (麸 )、稻草 (糠 )、玉米

秸等均匀地撒在土壤表面。应注意在使用氰氨化钙前后 24

h (小时 )内 ,操作者严禁饮酒 ,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用。

由于设施蔬菜连作障碍的成因复杂 ,危害严重 ,损失较

大 ,因此应采取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

多项防治措施进行综合防治。广泛使用的轮作倒茬 (特别

是水旱轮作 )、嫁接栽培、深沟高畦栽培、覆盖地膜、夏季高温

闷棚等综合农业措施都能有助于防止或减轻土传病害的发

生 ,降低土壤连作障碍所造成的危害。

·书讯 · 《中国蔬菜病虫原色图谱》(无公害新版 )

该图谱是在《中国蔬菜病虫原色图鉴 》(珍藏版 )的基础上 ,精选出 896幅彩图及涉图文字 ,重新编撰出版的。该图谱 112

页 , 70万字 ,彩色图片 896幅 ,涉及的病虫种类 667种 ,图片清晰 ,图文并茂 ,信息量大 ,防治方法先进 ,可供南北方从事无公害

蔬菜和 A级绿色食品蔬菜生产人员、广大科技人员、菜农使用 ,也可供生产 AA级绿色食品蔬菜 (有机蔬菜 )识别病虫害时参

考。邮购价 : 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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