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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nullnull 农业技术农业开发与装备 2023年第11期 凉州区钢架拱型温室樱桃番茄种植技术 董斌兴 武威市凉州区洪祥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甘肃武威 733000 摘要 樱桃番茄果实外观优美 口感酸甜 香味独 特 营养丰富 属于果蔬兼用型蔬菜 近年来 随着 凉州区设施农业快速发展 樱桃番茄种植面积逐年增 加 产品品质 生产技术明显提升 经过多年种植 总结出了大茬种植 选择良种 合理密植 双杆整 枝 平衡水肥 病虫综防等种植管理技术 关键词 温室 樱桃番茄 种植技术 0 引言 凉州区位于河西走廊东端的甘肃省武威市 属于 大陆干旱气候 具有干旱少雨 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 大的特点 年降水量100 ml 蒸发量2 020 ml 日照时 数2 873 4 h 昼夜温差平均7 9 丰富的光热资源和 较大的昼夜温差适宜各类作物光合作用和养分积累 尤其以设施茄果类喜温喜光蔬菜品质最佳 1 茬口安排品种选择 我区钢架拱形温室樱桃番茄一般采用一年一大茬 的种植模式 4月中旬定植 6月中旬开始采收 10月 底拉秧结束 主栽品种为釜山88 该品种从韩国引 进 中熟 无限生长型 综合生产性状优良 一是生 长势较强 抗病抗逆 二是属于小果型品种 果型整 齐 果色亮红 耐裂果 商品率高 市场卖价高 三 是口感甜脆 风味好 耐储运 货架期长 2 精细整地 重施基肥 樱桃番茄根系较为发达 为促进根系向纵深发 展 必须深耕 结合秋季耕翻施入充分腐熟的优质 农家肥6 000 8 000 kg 667m 2 耕深20 cm以上 一 年一大茬种植模式 生长周期长 管理中期不易补 充有机肥 春季整地时 需再次施入商品有机肥 400 600 kg 667m 2 同时 辅施化肥和土壤杀菌杀虫 剂 施过磷酸钙80 100 kg 667m 2 硫酸钾型复合肥 40 kg 667m 2 50 多菌灵粉剂2 kg 667m 2 5 毒 辛 颗粒剂或15 阿维 毒死蜱颗粒剂1 5 kg 667m 2 浅耕 15 cm 以混匀粪肥农药 春季扣棚 整地宜及早进 行 以利于提高地温 混匀土肥 熟化土壤 3 定植壮苗 合理密植 为了保证种苗质量 通常建议种植农户提前60天 订购工厂化育苗 要求育成樱桃番茄苗7片真叶左右 普遍显蕾 高度15 20 cm 茎粗0 3 0 5 cm 节间较 短 叶片浓绿肥厚 根系发达侧根数量多 无病虫 无机械损伤 4月中旬 室温稳定在15 左右时 开 始定植 定植前3 5天 按中心距140 cm做垄 垄宽 80 cm 沟宽60 cm 垄高15 cm 平整垄面后 在中间 铺设2条滴灌带 间距40 cm 覆盖地膜 滴足底水 并用百菌清烟剂熏棚 待定植 经多年摸索实践 我区普遍采用株距30 cm 行距 70 cm定植 其中 大行距100 cm 小行距40 cm 番 茄苗定植在2条滴灌带外侧 定苗3 100株 667m 2 定植 后 用先正达亮盾和生根粉兑水灌根 约200 ml 株 滴灌定植水 水量宜足 为促进缓苗 需适当保持高 温高湿 不超过28 不放风 白天保持24 28 下午20 左右时关闭风口 夜间保持在15 左右 7天 后 及时放风排湿 转入正常管理 4 药剂喷花 植株整理 定植后20天左右 樱桃番茄第一花序陆续开放 为有效坐果 我区种植农户在2022年试用成功基础 上 今年全部应用 彩孕 番茄绿萼坐果灵喷花 完 全代替人工点花 每穗花喷2次 第1次于4 5朵花开放 时喷花柄 间隔5天左右喷施第2次 喷花时 须避开 高温时段和植株顶端幼嫩生长点 喷在花的背面即花 萼和花柄处 具体用量 4 ml 彩孕 兑水1 kg 现配 现用 具有坐果稳 膨果快 果型周正 色泽鲜亮 减少病害等优点 为增加单株结果数和单株产量 樱桃番茄采用双 杆整枝 根据经验 缓苗后不急于吊蔓 等第一花序 授粉结束 选留花序下面第一个健壮侧枝作为第二主 杆 其余侧枝全部除去 具体做法 待健壮侧枝长出 15 cm以上时 选择晴天中午 将樱桃番茄植株一律朝 北或朝行向按倒 一般温室都为南北行向定植 几天 作者简介 董斌兴 1978 男 高级农艺师 长期从事基层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nullnullnull 农业技术 农业开发与装备 2023年第11期 后主枝和侧枝恢复直立生长 这时再进行双枝吊蔓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是降低株高 约10 cm 二是 增加根量 番茄根系再生能力很强 茎基部贴地部分 会生出许多不定根 三是让植株底部茎秆尽早形成弯 曲 便于以后落蔓 不致折断 樱桃番茄生长势较强 1片叶子抽生1个侧枝 为 减少养分消耗 保证主干正常生长和开花结果 应及 时打杈 待侧枝长到6 8 cm时去除 不宜过早 过早 影响茎叶 根系生长 打杈最好在干燥有风的晴天上 午进行 利用中午高温使伤口快速愈合 如果在阴雨 天气湿度较大或早晨露水未干时进行 伤口容易腐烂 引起病菌入侵 果实开始转色 应将该穗果以下叶片全部清除 并及时摘除病叶 老叶 黄叶 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减少呼吸消耗 在整个生产周期 需进行多次落蔓 落蔓前停止浇水 以降低茎蔓中的含水量 增加韧性 宜在晴天午后进行 避免扭裂或折断茎蔓 每次落蔓不 宜过低 保持有叶茎蔓距垄面15 cm左右 1个主干保持 供能叶片20片以上 为保证足够结果 樱桃番茄一般不 进行疏花疏果 但发现畸形花 应及时摘除 有病虫 的 过大的 过小的畸形果 应及早去掉 5 适度控水 平衡施肥 我区温室普遍使用滴灌设备 采用水肥一体化种 植模式 为保证果实口感和糖度 需适当控水控肥 樱桃番茄的水分管理 须根据栽培设施条件 气候状 况和作物本身的需水规律 确定浇水次数和水量 定植水 樱桃番茄定植后浇定植水 水要浇足 防止植株脱水死亡 缓苗水 定植后3 5天 当新根发 生心叶开始生长时 浇1次缓苗水 灌水量不宜过大 蹲苗 通过控制水分及温度 达到适当控制地上部分 植株生长 促进根系生长 调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 的关系 一般在第一花序全部坐果后结束 催果水 第一穗果开始膨大时 浇催果水 根据植株长势 土壤墒情和天气情况灵活掌握时间 浇水过早容易徒 长 浇水过晚果实膨大缓慢 产量降低 盛果水 进 入盛果期 植株生长旺盛 果实膨大迅速 需水量加 大 催果水后 要经常浇水 一般隔7 10天浇水1次 采收期减少浇水 且水量不宜太多 以防裂果 樱桃番茄生长期长 需要大量养分 在施足基肥 的基础上不能忽视追肥 既要追施氮 磷 钾肥 也 要重视补充微量元素营养 尽可能做到营养全面 少量多次 及时合理 以速效水溶肥为主 第1穗果 坐果后 结合浇催果水开始冲肥 以后每2穗果冲 肥1次 前期冲施氮 磷 钾 钙平衡类肥料 1次 5 8 kg 667m 2 果实开始转色后 冲施高钾肥料 1次 8 10 kg 667m 2 以利于果实上色 改善口感 不能冲 施含激素类肥料 避免裂果和影响口感 6 预防为主 病虫综防 6 1 虫害 6 1 1 蚜虫 蚜虫是为害我区温室樱桃番茄的主要害虫 聚集 在叶子背面和嫩茎顶端心叶上 不仅吸食汁液 还分 泌黏性蜜露 影响光合作用和果实外观 同时 还能 传播花叶病毒 引起病毒病的发生 在做好培育壮 苗 增强植株抗病虫能力的同时 采用黄板诱杀的物 理防治方法 即将黄板悬挂在番茄行间顶部 随时调 整悬挂高度 始终保持高于植株龙头15 cm左右 挂 40块 667m 2 化学药剂防治 应在蚜虫发生初期进 行 可用3 啶虫脒乳油1 500倍液 或10 吡虫啉可湿 性粉剂3 000倍液 或25 噻虫嗪水分散粒剂5 000倍液 轮换喷雾 为增加药液附着性 可添加有机硅助剂 6 1 2 白粉虱 白粉虱危害我区温室蔬菜也相当普遍 一年发生 十几代 繁殖力强 繁殖速度快 很难彻底防治 十 分顽固 以成虫和若虫吸食植株汁液 分泌大量蜜 液 严重污染果实和叶片 影响叶片呼吸和光合产物 形成 同时还能传播多种病毒 防治方面 首先要做 好阻断虫源 定植前 熏棚 选用无虫种苗 风口设 置防虫网 其次要早防早治 悬挂黄板诱杀 结合整 枝打杈摘除带虫老叶 虫口密度较低时 及早进行化 学防治 化学防治药剂 80 烯啶 吡蚜酮水分散粒 剂3 000倍液 或20 呋虫胺悬浮剂750倍液 1 8 阿维 乳油1 000倍液 或22 4 螺虫乙酯悬浮剂 1 8 阿维菌 素乳油1 000倍液 交替施用 隔10天左右喷雾1次 虫卵数量较多时 用10 吡丙醚乳油1 500倍液 增 强杀卵效果 喷药最好在傍晚棚内湿度较大时进行 环境潮湿不利于白粉虱飞动 更容易喷到身体上 注 意做到全株上下均匀喷雾 喷头朝上 重点喷叶子背 面 必要时 喷雾当晚辅以烟剂熏蒸 用敌敌畏烟剂 350 400 g 667m 2 6 1 3 红蜘蛛 红蜘蛛也是危害我区温室蔬菜作物的主要虫害之 nullnullnull 农业技术农业开发与装备 2023年第11期 一 高温干旱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红蜘蛛繁殖蔓延 初期 番茄叶片出现零星褪绿斑点 严重时 叶面 布满白色小点 后变为灰白色 全叶干枯 影响樱 桃番茄产量和品质 农业防治应做到合理灌水 增施 磷肥 培育健株 提高番茄植株抗螨能力 加强虫情 监测 当点片发生时 立即进行防治 可选用卵幼兼 杀 持效期长的阿维 螺螨酯 哒螨灵 丁氟酯 联 苯肼酯等高效低毒农药 交替喷雾防治 间隔10天 6 2 病害 6 2 1 白粉病 我区夏季干热少雨 温室樱桃番茄需经常浇水 因干湿交替 容易发生番茄白粉病 该病主要为害叶 片 常见两种为害症状 一种表现为叶片正面出现小 型粉斑 后扩大成圆形 严重时 白色粉絮布满整个 叶片 另一种表现为叶片正面出现小型边缘不明显黄 色斑块 背面产生稀疏白色霉粉 后病斑扩大 霉粉 层渐厚 叶片枯死 发病初期 可用40 多硫悬浮剂 500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7 10天用40 福星乳油8 000倍 液 或10 世高水剂1 500倍液 或25 乙嘧酚悬浮剂 1 000倍液 轮换喷雾 严重时 喷雾与烟剂熏蒸结合 防治 傍晚喷药后 用45 百菌清烟剂250 g 667m 2 暗 火点燃熏蒸 6 2 2 叶霉病 叶霉病是我区温室樱桃番茄生产中经常发生的又 一大病害 在高温高湿条件下 光照较弱的植株底部 叶片容易发病 初期 叶片正面出现不规则褪绿斑 后病斑干枯变为黑褐色 湿度大时 叶子背面出现黑 色霉层 严重时 整个叶片干枯卷缩 影响光合作用 降低产量 进入结果盛期 结合其他病害防治 可用75 百菌 清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喷雾 进行保护性防治 发病初 期 用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800倍液 10 世高 水剂1 500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10天 为防止产生耐药 性 阿米妙收 露娜森 加米收 春雷王铜等高效剂 轮换交替施用 为防止病虫害传播和再侵染 应及时 摘除下部老叶 病叶 带虫叶 用塑料袋装好 带出 棚外进行深埋处理 7 防止裂果 适时采收 尽管我区干旱少雨 又是设施栽培 但是樱桃番 茄裂果现象依然发生 究其原因 一是水分管理不 当 供应不均匀 根部水分含量不稳定 生长初期 控水过度 转色期 又浇大水 二是施肥管理不当 膨果期 需消耗大量钾 钙等元素 供应不及时 导致果皮细胞发育不充实 果皮韧性降低 同时氮 磷 钾元素过量 不利于根系吸收钙 三是植株管理 不当 为了增加棚内通风透光疏叶过度 导致功能叶 片数量不足 光合产物少 营养不足产生裂果 四是 气候条件高温干旱 直射强光使果实果皮组织硬化 膨果时果皮承受不了果肉组织的膨胀压力造成开裂 五是果实转色后采摘不及时 也容易裂果 针对上述裂果原因 应根据樱桃番茄需水需肥规 律 加强水肥管理 一要合理灌水 使土壤含水量控 制在适当范围 小水勤浇 少量多次 避免忽干忽 湿 二要科学施肥 进入开花期后适当控制氮肥用 量 增施钾 钙 硼肥 促进果实膨大 果皮增厚 从而减少裂果 建议进入结果期后 及时补充富含钙 硼镁锌等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 隔7 10天喷施1次 连 续5 6次 三要做好环境调控 光照较强时需遮阴处 理 加大通风 避免温度过高使番茄果实果皮老化和日 灼 四要加强植株管理 避免打叶过重 果实受到强光 直射 1个主杆至少保留20片功能叶 五要及时采收 樱桃番茄结果量大 采收要坚持 应采尽采 宁早不 迟 的原则 成熟一批采摘一批 浇水前将所有转色的 果实全部采摘 樱桃番茄一般在早晨进行采摘 经过夜 间低温果实硬度好 利于保持果实新鲜度 参考文献 1 宋冬艳 樱桃小番茄高效栽培管理措施 J 吉林蔬菜 2022 4 13 14 2 史立君 孙吉庆 张丽 等 青岛地区樱桃番茄釜山88双秆 整枝栽培技术 J 长江蔬菜 2022 7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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