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施春提早番茄—秋延后鲜食玉米轮作高效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一）技术基本情况 

 

 

番茄既可作为蔬菜也可作为水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能够增加食欲，促进消

化，调节肠胃功能。2016-2020年，我国番茄种植面积稳定在 100万

公顷以上，设施春提早栽培是我国番茄生产的主要模式之一，通过运

用大棚加地膜等保温设施，并采用综合配套的栽培管理技术，达到早

定植、早上市，对缓和早春蔬菜淡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

设施种植年限的增多，土壤盐渍化、微生物菌群失调和作物自毒效应

等因素造成设施连作障碍日益严重，严重影响番茄产量和品质。合理

轮作可以改变土壤环境，或使原有病菌失去寄主，可以有效防治长期

连作带来的病虫害问题；不同根系的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利用植物吸

收土壤深浅各个成分的营养元素不同，达到改善土壤养分不均的问

题；种植甜、糯玉米会降低土壤的盐碱度。经调查、研究，总结形成

设施早熟番茄—秋延后玉米粮经轮作高效模式，鲜食玉米富含鲜脆爽

嫩，口感细腻，风味独特，适口性好，富含人体所必需的多种维生素

和氨基酸等营养成分，被誉为杂粮与蔬菜之精品，是改善人们膳食结

构的最受欢迎作物之一。设施早熟番茄—秋延后玉米粮经轮作高效模

式，不仅缓解了粮菜争地矛盾，稳定粮食生产，保证粮菜的协调发展，

又增加了经营主体的种植效益。

（二）示范推广情况



该技术总结形成以来已在我市主要番茄种植基地试行推广。 

（三）提质增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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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要点 

（一）春提早番茄栽培技术 

1.

与传统种植模式（一季大棚番茄）亩增产玉米鲜穗 600～1200㎏，

鲜食玉米按 4 元/㎏公斤收购价计算，亩增收 2400-4800元，按 3：1 

折原粮，亩增产粮食 200～400 ㎏。运用改模式，玉米化肥施用量可

减少 30%，设施连作障碍有效缓解，生态效益显著。

（四）技术获奖情况

品种选择 

选择熟性较早，耐低温弱光、植株叶片小而直立、株型紧凑、果

型大、果皮厚、耐储运、食口性佳和高抗叶霉病、灰霉病、早疫病、

病毒病的品种，番茄青枯病易发地区应种植相应品种商品嫁接苗。 

2.育苗与管理 

2.1 育苗 

种苗可购买商品嫁接苗或自行育苗，育苗于 11 月下旬～12 月上

旬进行，采用穴盘育苗，提前 3～5d准备好苗床，选择地势高燥、避

风向阳的地块，整平后将装有育苗基质的塑料穴盘（32孔或 50 孔）

置于其上，并用水浇透，播种前将番茄种子放在 0.1%高锰酸钾溶液

中浸泡 15～20 min后，然后使用清水冲洗，冲洗结束放置于 30℃清

水中浸泡 5～7 h，浸泡结束用纱布包好，在 25～30℃的环境中放置



2～3d 进行催芽，当种子露白率为 80%左右即可播种。一穴播 1 粒种

子，播种后用基质盖面，并适量均匀喷水。浇水掌握“干湿交替”原

则，即一次浇透，待基质转于时再浇第 2 次水。水分管理要根据幼苗

不同发育时期的需水特性进行。真叶生长期供水应随苗株成长而增

加，炼苗期要限制给水量。商品基质已添加肥料，不需追肥。 

2.2 苗期温度管理 

苗期白天温度控制在 20～30℃，夜间温度则控制在 13 ～20℃，

苗期注意防治猝倒病、立枯病、灰霉病等病害和蚜虫、青虫、烟粉虱

等虫害；定植前一周增加通风，使室温降至 20～25℃左右，进行低

温炼苗。 

3.定植与施肥 

整地前每亩施入商品有机肥 1000kg、平衡型三元复合肥 50kg。

肥撒均匀撒在土壤表面，随后对土壤进行 25～30 厘米的深耕处理，

然后耙平整细，起垄做畦，垄面覆盖白色或银灰色地膜，沿膜边用土

压紧，畦面宽 100～110cm、畦高 25～30cm，沟宽 45 ㎝，每畦铺设 2

条滴灌带，畦面上方与吊绳钢丝对应，以备后期吊蔓用。2 月下旬定

植，选择 7～8 片叶，根系发达的壮苗为定植苗，定植不宜过深，子

叶保持在土层之上，定植后结合浇水用矿源黄腐酸钾 500倍液+53.8%

氢氧化铜悬浮剂 800 倍液灌根，促进生根的同时可预防土传病害。番

茄株距应控制在 40～45 厘米之间，亩栽 1800～2500 株左右。 

4.田间管理 

4.1.缓苗期管理 



在番茄幼苗定植之后闷棚 7～10 天，无需通风，保持高温高湿

环境以利缓苗，不需要进行浇水、追肥等操作，促进根系下扎；缓苗

后，白天温度保持在 20～25℃，夜间 10～15℃，外界温度高时，加

大通风降温降湿，防止番茄徒长。 

4.2.开花结果期管理 

番茄开花结果期应将温度控制在 22℃～28℃，夜晚温度应控制

在 12℃～18℃，且昼夜温差应控制在 10℃左右。若环境温度较低，

应采取点花措施保花保果。番茄点花一般在晴天白天进行，以当天开

放的花朵最好，用10～20 mg/L的2,4-D溶液点花柄，或用20～30 mg/L

的防落素溶液喷花，高温使用低浓度药剂，低温点花药剂浓度可适当

增加。在 1.5～2.5 kg 点花或喷花药剂中加入 2.5%咯菌腈悬浮剂 10 m 

L，可有效预防灰霉病。 

4.3. 水肥管理 

在第一穗果实膨大期追膨果肥，结合浇水每亩追施水溶性复合肥

10kg；在每摘 1 茬果后，应及时进行施肥管理，第 2～3穗果膨大期

再追肥 1次，每亩施复合肥 25kg；在 4～5穗果膨大期再施 1 次肥，

每亩施复合肥 20kg。如坐果多，可适当增加追肥次数和用量。 

浇水应根据土壤湿度和植株生长情况而定。浇水间隔时间一般为 

10～15 天，定植成活后，灌水不宜过多，以保持畦土湿润稍干为宜，

以防徒长，否则不利于植株生殖生长。膨果期可结合施肥适当加大浇

水量，结果后期番茄生长缓慢，要适当控制浇水。 

4.4.植株调整 



搭架绑蔓与吊蔓： 

当植株长到约 30cm高时，开始吊蔓，吊蔓结绳时使用 8字形法，

先将绳子一端固定在钢丝绳上，拉紧后另一端固定植株主干，根据番

茄植株生长状况多次进行，将植株逐步绑在支架上。绑蔓时，注意不

要碰伤茎叶和花果。 

整枝打杈： 

整枝选晴天进行，除主蔓外，所有侧枝都要打掉。侧枝在长到 4～

8 cm 之前全部清除，以减少养分消耗、营造良好通风条件、减少湿

度大而引起的病虫害。 

摘心疏果： 

在开花结果之后，针对畸形、发育不良的花以及果实，应进行彻

底清除作业，每株保留生长健壮的花穗 8～9 枝，每穗保留生长均匀、

无病虫、无创伤、果蒂健壮的果实 8～10 个。待留够果穗后，顶部保

留 2～3 片叶摘心。 

（五） 病虫害防治 

番茄主要病害有病毒病、青枯病、早疫病、晚疫病、灰霉病、枯

萎病、脐腐病等，主要虫害有蚜虫、烟粉虱和棉铃虫。防虫害防治坚

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采用种植嫁接苗、抗病品种、深

沟高垄、合理轮作等农业防治方法、并结合膜下滴灌、高温焖棚等物

理手段和化学药剂防治等方法综合防控病虫害。 

（六）适时采收 

番茄 5 月上中旬陆续成熟，待第 1 穗果转色完成后即可采收，分



批采收，应轻摘轻放，采收前 1 周停止灌水，采收后适当追肥，保证

下一串果的生长，采收前 7天不使用农药，采收时从果柄离层处用手

采摘，注意保留萼片。 

7 月上中旬，及时拉秧清棚。清棚后采用太阳能高温焖棚技术焖

棚 15-20天，揭去棚膜，休耕至 8月中下旬定值鲜食玉米。 

（二）鲜食（甜、糯）玉米栽培技术 

2.1 品种选择 

甜玉米菜、鲜食兼用，市场销量大，品种主要选择“苏玉糯 29”、

“赣甜糯 3 号”、“赣甜 10 号”、“浙甜 2088”等品种。 

2.2 适时育苗、移栽 

鲜食玉米采用育苗移栽，一般 8 月中下旬穴盘育苗， 8 月下旬

至 9 月上旬秧苗 3～5 叶期抢阴雨天移栽至大棚内。为错峰上市提高

效益，设施秋延后玉米可 8月下旬播种育苗，但播种期最晚不宜超过

9 月 5 日，鲜食甜玉米每亩种植 2 800～3000株，鲜食糯玉米每亩定

值 3000～3500 株。 

2.3 肥水管理 

由于前茬番茄生产用肥量大，后茬肥力足，施肥要掌握减前稳中

重后的原则，即不施用基肥，拔节肥视苗情长势施用，喇叭口期重施

攻穗肥，一般亩施复合肥 15kg。在玉米的幼穗分化期、开花授粉期

和灌浆期要注意做好防早工作，以免缺水而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 

2.4 及时防治病虫害 

秋玉米病虫害主要有南方锈病、纹枯病、玉米螟、蚜虫等，要根



据病虫情报及时防治，农药使用低毒低残留高效农药，以保证食用安

全。 

2.5 扣膜保温 

玉米授粉完成后，11 月中下旬强寒潮来临前（最低气温低于

10℃）及时覆盖薄膜保温。 

2.6 适期收获 

一般开花后 22～25d 成熟，在乳熟时期采收品质最好。采收后尽

快上市，采收至上市的时间不宜超过 24h，有冷藏条件的可延长供应

时间。 

三、适宜区域 

江西省番茄产区。 

四、注意事项 

番茄青枯病为毁灭性病害，应注意农业防治（种植嫁接苗）和物

理（高温焖棚）防治综合运用。 

五、技术依托单位 

（一）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江西省萍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陵西路 50 号 

邮政编码：337000 

联系人：朱德彬 

联系电话：18079905997 

电子邮箱：3737834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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