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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蔬菜育苗技术改革研究概况

辽宁省蔬菜育苗技术改革研究协作组

辽宁省蔬菜育苗技术改革研究协作组于

年 月成立
,

至今已整三年
,

三年中
,

先后召开了四次协作会议
,

交饰与总结了我

省蔬菜育苗技术中的向题 组织与协调研究

项 目的分工及协作
,

推动了我省蔬菜育苗技

术改革的研究与技术推广工作的不断发展
。

三年来
,

经各协作单位的努力
,

已经在一些

方面取得初步的成果
,

例如
,

鞍山市蔬菜所

在蔬菜育苗程序改革的研究方面 , 沈阳市东

陵区农科所等单位在 自控温湿度催苗技术的

示范推广的研究方面 沈阳农学院
、

阜新市

蔬菜科研所在营养液育苗的研究 及 示 范 方

面 鞍山市蔬菜所
、

熊岳农校在利用大棚培育

成苗的效果
、

保温技术等研究方面 , 熊岳农

校与营 口市农业局合作
,

在蔬菜育苗二氧化

碳应用效果及二氧化碳发生器的研制
,

简易

检测方法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比较显著的成

果
。

此外
,

在提高苗床地温
、

育苗床土的改

良
,

苗期病害的防除
,

缩短育苗期等方面都

在不同程度上开展 了工作
,

取得了一定的结

果
,

有的成果已开始逐步地应用于生产
。

据

初步统计
,

年全省 个市利用各种形式

的催苗室集中催苗的栽植面积可 达
,

亩

左右
,

其 中应用无土育苗法 包括前期无土

后期床土育苗的综合育苗法 的栽植面积约

亩左右 用塑料大棚代替冷床培育 成 苗

的方法已开始在全省推广
。

在试验与生产示

范的基础上
,

新的育苗技术改革的程序逐步

建立 ,

并在示范推广中不断改进与提高‘ 就

目前在我省试行的 自控温湿度催苗 —温室

补助加温绿化 —大棚 中棚 多层覆盖保

温培育成苗的程序或塑料温室 大棚 电热

温床催苗及小苗培育 —大 中 棚培育成苗

的程序或塑料温室 大棚 电热温床催苗及小

苗培育 —大 中 棚培育成苗 的 程 序 来

看
, 已显示出节约能耗

、

缩短苗期
、

简化育

苗技术
、

降低育苗成本
、

提高秧苗质量等优

点
。

试验数据表明 ,

利用 自控催苗室催苗可

比常规育苗法节约优质煤 左右
。

利用上

述育苗程序
,

与温室育苗比较可 降 低 成 本

左右
,

与温室一冷床的育苗程序比较
,

成本也有所下降
。

利用营养液育苗法
,

不仅

成本可降低 左右
,

且育苗期可缩短

左右
。

一
、

改革前的育苗技术体系

辽宁省地处北纬 一 度
。

冬春严寒
。

无霜期仅 一 天
。

夏季蔬菜中除豆类及

绿叶菜类外 , 几乎都是育苗栽培 ,

否则单产

过低或复种茬次减少
,

降低全年产量
。

在这

种气候条件下
,

蔬菜育苗有着悠久的历史
,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蔬菜

育苗经历了草帘冷床
、

玻璃冷床
、

玻璃马粪

温床
,

简易温室
、

温室及塑料拱棚等不同发

展阶段
。

而育苗程序却由简到繁
、

苗龄由小

到大
、

苗期由短到长
,

育苗技术的中心愈来

愈向 “控 ” 的方向转变
。

当前我省蔬菜春季

育苗技术体系是 利用温室或温室与冷床相

结合的设施 , 按育苗期长短不 同行一次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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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移植
,

控制秧苗生长
,

用较长的育苗期培

育生产上需要的秧苗
。

其主要特点是

一 以耗费较多的燃料及劳动力为代

价
, 以较长的苗期作保证

, 培育出生长发育

程度较高的大苗
,

促进早熟
,

丰产
。

二 注重气温的调节及水分的严格控

制
, 以此作为主要手段培育达到一定生态标

准的 “ 敦实 ” 的秧苗
。

三 育苗程序的划分主要决定于育苗

设施的利用 ,

看来程序比较简单
,

实际在一

定程度上棍淆了育苗程序 如出苗及小苗培

育要求条件的差别
,

育苗管理不便
。

四 育苗方祛单一
,

这种育苗技术体

系是长期依靠经验而形成的
。

但是这种育苗

技术体系存在一些根本性的 缺 点 苗 期
一

过

长
、

耗能大
、

成本高 , 风险性较大
,

技术失

误的情况常常发生 , 秧苗质量不高
,

壮苗比

例较小
。

这样的育苗技术体系如不改革
,

势

必会成为当前蔬菜生产
,

特别是果类菜生产

的障碍
。

二
、

育苗改革应抓住几个重要关锐

育苗技术体系改革的立足点应当是我省

的实际条件
,

按从简 简化程序
,

简化育苗

技术 从低 降低成本 , 减少能耗
,

从优

提高秧苗质量
, 促进早熟丰产 的要求逐

步实现
。

在育苗环境因子的控制及创造适宜

条件方面应着重抓住以下关键

一 加强秧苗生长的营养基础
。

改

善秧苗根系的矿质营养条件
,

改善床土的物

理性与营养水平
,

推广营养液育苗 , 改善

秧苗的碳素营养条件
,

创造条件适当加大成

苗培育阶段的营养面积 , 增加光照数量 ,

特

别是延长茄果类蔬菜秧苗的光照时间
。

创

造营养吸收及制造的适宜条件
,

如温度
,

水

分
,

二氧化碳等
。

二 对果菜类秧苗
,

应按照发芽期 ,

基本营养生长期
、

幼苗迅速生长发育期不同

阶段的生育特点
,

采用相应的设施及技术促

进正常生长
, 尽量减少非生长期

,

特别在幼

苗迅速生长期不宜过于控制生长
。

三 缩短育苗期主要途径有三
。

在

适温范围内提高温度
,

特别是地温 , 改善

其它综合育苗条件
,

减少达到一定苗令所需

的总积温数
,

尽量减少非生长期
。

四 注意能源的合理利用及供热方法

与技术
, 不仅注意对秧苗生育的影响

,

同时

考虑到经济效益
。

为了实现蔬菜育苗技术的新体系
,

需要

从多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

从当前来看
,

改善

育苗的温度条件
,

特别是简便
、

经济
、

有效

地提高苗床地温已成为改革育苗技术
,

建立

合理的新体系的重要突破 口之一
。

从这个意

义上看
,

利用电热线提高地温以及多层薄膜

保温的措施是值得重视的
。

三
、

几点体会

在三年来蔬菜育苗技术的改革的研究与

推广工作中
,

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 必须将长远的改革 目标与当前的

技术改革工作结合起来
。

只强调 长 远 目标

—工厂化育苗
,

容易脱离当前实际
,

改革

工作只能一哄而起
,

一吹而散 相反
, 只强

调当前点滴改革
, 不涉及整个体系的变革

,

改革不能彻底
, 不能持久

。

我们在工作中较

侧重强调当前
,

但并不排斥比较长远一些的

研究
,

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研究
。

二 协作组在弥调抓好每一环节
,

每

一措施改革的同时 ,
把注意力集中于改革技

术的配套
。

因此
,

除了单项技术的研究外
,

还必须抓好综合性的研究
,

特别是综合点的

开发试验
。

三 注意试验研究
,

注重实际效果
。

不先下结论
、

定框框
。

要广开路子
,

集思广

益
。

如在营养液育苗的研究和推广中
,

我们

强调的是因地因条件制宜
。

床土育苗和无土

育苗各有优缺点
,

如应用得当
,

可以充分发

挥两种育苗法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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