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甜瓜是我国重要的高效经济作物，在促进农民

致富增收和种植业结构调整中有重要作用。我国

是甜瓜的生产与消费大国，年播种面积 59 万 hm2，

总产量 1 462 万 t，分别占世界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

46%和 53%[1]。但甜瓜特别是厚皮甜瓜喜温、喜光、

喜水但又怕湿，要求气候干燥、不耐渍，在低温阴雨

寡照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不良、病虫害重。而我国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早春低温阴雨天气

多，春夏之交常有暴雨，6 月中下旬至 7 月中旬的梅

雨季节持续阴雨天气多，降雨集中，空气湿度大；夏

末初秋有伏旱，且为台风多发季节，常有大雨。这

样的气候条件不利于甜瓜特别是厚皮甜瓜的生长

和开花结果，严重制约了露地甜瓜特别是厚皮甜瓜

栽培的发展。由于设施栽培能够克服露地不利气

候条件对甜瓜生长发育的影响，厚皮甜瓜采用设施

栽培在长江中下游等南方多雨潮湿地区栽培也已

获得成功，有关甜瓜设施长季节栽培技术的研究，

我国已有不少报道 [2-5]，为了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

势，规避和防范市场风险，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周年

均衡供应的生产栽培体系，促进甜瓜产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笔者开展了甜瓜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技

术研究及其应用。

1 甜瓜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的技术
要点

根据甜瓜的生长发育特性，利用甜瓜植株基部

的不定芽很容易多次抽生不定蔓的特点，研究发明

了甜瓜一次播种栽培，多次结果，多次采收长季节

栽培的植株调整方法。“一种甜瓜长季节栽培的植

株调整方法”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专利，专利

号为：ZL 201510252855.8。主要技术要点如下。

1.1 栽培场地与设施的选择

1.1.1 栽培场地选择 甜瓜长季节栽培需要采用

设施栽培，其投资较大，栽培场地的选择非常重

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宜选择地势高爽、排灌方

便、运输便利、阳光充足，富含有机质的非连作地，

要选择未种过瓜类蔬菜的沙土或沙壤土，以水稻地

为佳。

1.1.2 栽培设施选择 由于甜瓜不能连作，栽培设

施的选择应考虑设施的可拆装性能。可选用普通

塑料大棚或简易连栋大棚，塑料大棚可为简易竹木

结构、水泥结构或钢架结构，棚宽一般 6~8 m、高

1.8~2 m、长 30 m，上盖无滴膜。爬地栽培一般选用

简易塑料大棚，吊蔓栽培则宜选用钢架结构塑料大

棚或保温性能好的连栋温室等设施。

1.2 选择适宜的甜瓜品种与砧木品种采用双断根

嫁接水浮育苗

1.2.1 甜瓜品种与砧木品种选择 甜瓜品种选择

在低温弱光条件下生长好、植株的再生能力强、耐

热、抗性强、坐果性好、果实成熟快、品质优的中小

果型早熟厚皮甜瓜品种，或适合设施栽培的优质薄

皮甜瓜品种，包括：‘伊丽莎白’‘白雪公主’‘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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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适宜的甜瓜品种和砧木品种，采用双断根嫁接水浮育苗进行设施栽培。采用单蔓整枝方式让主蔓先坐

瓜 1 个。待第 1 批瓜刚充分膨大后再在主蔓上坐瓜 1 个，并选留植株基部抽生的 1 条健壮不定蔓作为第 3 批瓜的

结果蔓。第 1 批瓜采收后加强肥水管理促进第 2 批瓜的膨大与预留结果蔓的健壮生长。第 2 批瓜刚充分膨大后在

预留的第 3 批瓜的结果蔓上坐瓜 1 个。第 2 批瓜采收后剪除已结果的老蔓，加强肥水管理促进第 3 批瓜的膨大和

植株基部不定蔓的再生与健壮生长，并选留 1 条健壮不定蔓作为再次结瓜的结果蔓。参照第 3 批瓜的生产过程总

共进行 5 批甜瓜的生产与采收。该甜瓜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技术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专利，推广应用后产生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达到了高产、优质、高效、长季节均衡供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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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玉金香’‘月光’‘黄皮 9818’‘中甜 1 号’‘金美

丽’‘昭君 1 号’‘金蜜 6 号’‘甬甜 4 号’‘西薄洛托’

‘银蜜’‘翠香’‘蜜世界’等。

砧木品种选择与甜瓜嫁接亲和力强，根系发

达，抗病、耐寒、耐热，不影响甜瓜的品质和风味，不

易早衰且下胚轴容易产生不定根的砧木品种，包

括：南瓜品种‘京欣砧 3 号’‘甬砧 2 号’‘圣砧 1 号’

‘新土佐’‘壮士’‘全能铁甲’‘南砧 1 号’‘南砧 3
号’，以及专用的甜瓜砧木品种‘世纪星’‘科鸿砧 1
号’‘德高铁柱’等。

1.2.2 双断根嫁接水浮育苗 长江中下游地区于 1
月中下旬开始在有加温设施的温室或大棚中育苗，

当砧木苗第 1 片真叶出现到刚展开，接穗苗子叶开

始转绿到子叶平展时进行嫁接。嫁接时先拔取砧

木，并将砧木在子叶节以下 5~7 cm 的胚轴根颈处

切掉砧木原根系，再采用插接法进行嫁接。嫁接后

迅速将断根嫁接苗扦插到装满育苗基质的多孔聚

苯乙烯泡沫漂浮育苗盘中，每穴插 1 株，扦插深度

2~3 cm。然后将扦插好嫁接苗的漂浮育苗盘迅速

漂浮在盛有深 3~4 cm 的清水苗床中进行愈合与生

根期管理。嫁接苗成活后在苗床中注入 8~10 cm
深的常规漂浮育苗营养液，让嫁接苗漂浮在营养液

中进行嫁接苗成活后的管理。嫁接后 15~22 d，当
嫁接苗 2 叶 1 心至 3 叶 1 心时即可出圃定植。

1.3 第 1、第 2批甜瓜坐果的栽培管理与植株调整

技术

第 1、第 2 批甜瓜的生产与甜瓜设施早熟或特

早熟栽培基本相同。定植前 10~15 d 栽培设施内土

壤深翻 1 次，并结合整地做畦一次性施足基肥，一

般 667 m2 施腐熟优质农家肥 2 000~3 000 kg，饼肥

100~200 kg，过磷酸钙 50 kg，复合肥 30~50 kg。采

用撒施和沟施相结合的方法，大部分基肥在做畦前

沟施于畦面定植带附近。吊蔓栽培做成宽 0.8~
1.2 m、高 20~30 cm 的高畦。每个标准大棚（30 m×
6 m）可在大棚中间开深沟，沟两侧各做 2 条小高

畦。爬地栽培做成宽（包沟）2.0~2.5 m、高 20~30 cm
的高畦，每个 6~7 m 宽的大棚可做 3 条小高畦。最

好在定植行一侧 12~20 cm 处铺滴灌管，然后再覆

盖地膜。定植前 7~10 d 大棚扣膜，当设施内 10 cm
深的地温稳定在 15 ℃以上，最低气温不低于 13 ℃
时即可定植，一般于 2 月中旬到 3 月中旬地膜覆盖

定植。果实较小的品种采用吊蔓栽培，果实较大的

品种则采用爬地栽培。吊蔓栽培每畦定植 2 行，株

距 38~50 cm，667 m2定植 1 400~1 800 株；爬地栽培

每畦中间定植 1 行，株距 40~50 cm，667 m2 定植

600~850 株。

定植后按常规方法进行栽培管理。当甜瓜蔓

长 30~50 cm 时开始整枝，保留 1 条主蔓，将该主蔓

7 节以下的子蔓剪除，以后不结瓜的侧蔓全部摘除

（单蔓式）。在主蔓 7~10 节的侧蔓开花时，进行人

工辅助授粉促进坐果，并在侧蔓的授粉雌花后留 1~
2 片真叶摘心，摘除主蔓 15 节以下的不结瓜侧蔓。

当幼瓜鸡蛋大小时及时选留 1 个生长快、果形正、

果面茸毛密、瓜柄粗且果形标准的幼瓜，然后按常

规管理及时追施膨瓜肥促进果实膨大与保证植株

营养的均衡供应。待第 1 批瓜刚充分膨大后，在主

蔓的 15~20 节的侧蔓开花时，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促

进第 2 批瓜的坐果，并在侧蔓的授粉雌花后留 1~2
片真叶摘心，主蔓 24~28 节打顶，剪除不结瓜的侧

蔓，但在植株基部抽生不定蔓后保留 1 条不定蔓作

为第 3 批瓜的结果蔓。

大约在 5 月中下旬第 1 批瓜成熟后及时采收，

此时第 2 批坐果的幼瓜已有鸡蛋大小，要及时进行

定瓜，只选留 1 个发育正常的最大幼瓜，然后除按

常规管理及时追施膨瓜肥促进果实膨大外，还要多

追施 1 次复合肥水，每 667 m2施硫酸钾型复合肥 5~
6 kg、硫酸钾 1~2 kg，再加绿韵促根增甜冲施液 0.5~
1 kg，对清水淋蔸或加入灌溉水中采用滴灌施肥，以

补充植株营养促进植株基部不定蔓的抽生与健壮

生长，重点培育基部抽生的 1 条最健壮的不定蔓作

为第 3 批瓜的结果蔓（双蔓式），剪除抽生的新的多

余不定蔓。

1.4 第3批甜瓜坐果的栽培管理与植株调整技术

在第 3 批瓜的结果蔓长 30~50 cm 时，每 667 m2

用 30 kg 清水加核能素 200~300 g、磷酸二氢钾 60 g
叶面喷施 1 次；或者每 667 m2用 30 kg 清水加核能

素 200~300 g、氨基酸叶面肥 60~90 g 叶面喷施 1
次，并加强肥水管理，以促进第 3 批瓜结果蔓的健

壮生长，并剪除该结果蔓 7 节以下的侧蔓。待第 2
批瓜充分膨大后，在第 3 批瓜结果蔓的 7~15 节侧

蔓开花时，选发育正常的子房大、瓜柄粗、果型正的

雌花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促进第 3 批瓜的坐果，并在

侧蔓的授粉雌花后留 1~2 片真叶摘心，该结果蔓长

到 18~22 叶时打顶，不结瓜的侧蔓全部摘除，但要

保留植株基部抽生的 1 条不定蔓作为再次结瓜的

结果蔓。

大约在 6 月下旬第 2 批瓜成熟后及时采收，剪

除已结果的老蔓（单蔓式），同时在第 3 批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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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上选留 1 个发育正常的最大幼瓜作为第 3 批瓜，

然后除按常规管理及时追施膨瓜肥促进果实膨大

外，还要多追施 1 次复合肥水，每 667 m2 施硫酸钾

型复合肥 5 kg、海藻冲施肥 4 kg，再加绿韵促根增甜

冲施液 0.5~1 kg，对清水淋蔸或加入灌溉水中滴灌

施肥，以促进植株基部不定蔓的再生与补充植株营

养，并选留基部抽生的 1 条最健壮的不定蔓作为下

一批瓜的结果蔓（双蔓式）。

1.5 第 4~第 5批甜瓜坐果的栽培管理与植株调整

技术

在新留的结果蔓长 30 cm 以上时，每 667 m2用

30 kg 清水加核能素 200~300 g、氨基酸叶面肥 60~
90 g 叶面喷施 1 次；或者用 30 kg 清水加核能素

200~300 g、磷酸二氢钾 60 g 叶面喷施 1 次，并加强

肥水管理，以促进新结果蔓的健壮生长。待第 3 批

瓜充分膨大后，在预留新结果蔓的 7~15 节的侧蔓

开花时，选发育良好的雌花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促

进第 4 批瓜的坐果，并在侧蔓的授粉雌花后留 1~2
片真叶摘心，该结果蔓长到 18~22 叶时打顶，不结

瓜的侧蔓全部摘除。

大约在 7 月下旬采收第 3 批瓜，第 3 批瓜采收

后参照第 3 批瓜的生产过程进行第 4~第 5 批甜瓜

的生产与采收，可分别在 8 月下旬和 9 月底采收第

4 和第 5 批瓜。如果加强栽培管理或采用保温性能

好的设施或在气候条件较好的地区还可以进行第 6
批瓜的生产。

2 甜瓜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技术的
优点与创新性

韦武青等[2]的厚皮甜瓜长季节栽培模式与配套

技术的植株调整方法是采用普通的“双蔓式”或“单

蔓式”整枝方式，每茬甜瓜采收 2 批瓜后就结束，实

现甜瓜长季节栽培与周年均衡供应 1 a 需要种植

春、秋 2 茬甜瓜，每栽培 1 茬甜瓜都要进行整地、播

种、育苗、定植等过程，劳动强度大。王毓洪等 [3]的

甜瓜长季节栽培技术是再生栽培技术，由于其植株

调整方法是在甜瓜采收后直接剪除老蔓，植株的地

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生长平衡关系突然被破坏，抽

生的不定蔓生长势弱，所以再生瓜的产量比头 2 批

瓜的产量低很多，品质也较差，而且只实现了 1 种

3~4 收。一种厚皮甜瓜一茬多收的种植方法[4]虽然

可以克服上述再生栽培技术的部分缺陷，栽培 1 茬

甜瓜至少可采收 3 批瓜；但其植株调整方法仍然属

于再生栽培，而且 1 次坐果较多、营养消耗较大，又

是采用常规肥水管理技术，甜瓜植株和根系很容易

衰老，抽生新侧蔓的生长势较差，衰老很快，所以后

几批瓜的产量低、品质差。

该甜瓜设施长季节栽培的植株调整方法的优

点及创新点是：选择适宜的甜瓜品种和砧木品种，

采用双断根嫁接水浮育苗进行设施栽培；利用设施

的保温和避雨效果，根据甜瓜的生长发育特性，利

用甜瓜植株基部的不定芽很容易多次抽生不定蔓

的特点，先采用单蔓整枝方式坐第 1 批和第 2 批

瓜，并从第 2 批瓜坐果后开始，在上一批瓜坐果后

就开始在植株基部培育下一批瓜的 1 条健壮结果

蔓，使植株由单蔓变成双蔓，在甜瓜采收后及时剪

除已结果的老蔓，使植株再由双蔓恢复到单蔓。同

时，每株甜瓜每次只坐果 1 个，可以避免由于坐果

过多使营养过度消耗而导致植株提早衰老，再结合

采用配套的施肥措施等科学的肥水管理，能使甜瓜

植株长期保持稳健的长势而不早衰，能充分发挥甜

瓜叶片的光合效率，提供足够多的光合产物以保证

每批甜瓜都能充分膨大，从而实现甜瓜一次播种多

次采收，达到延长甜瓜供应期、高产、高效、长季节

栽培的目的。由于该植株调整方法不是采用一般

的双蔓整枝或单蔓整枝，也不是像普通再生栽培那

样在甜瓜采收后才开始培育下一批瓜的结果蔓，而

是在上一批瓜坐果后就开始在植株基部培育下一

批瓜的 1 条健壮结果蔓，这样在剪除上一批瓜的结

果老蔓后，不会加速甜瓜根系的衰老，根系的生长

与吸收能力不会明显下降。不仅可以克服普通再

生栽培由于在甜瓜采收后马上剪除老蔓，突然打破

植株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生长平衡关系，而使

甜瓜植株基部潜伏的不定芽萌发慢，抽生的不定蔓

生长势弱等缺点，而且可以缩短 2 批瓜采收之间的

相隔时间。

3 甜瓜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技术的
效果与推广应用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采用该甜瓜设施长季节栽

培植株调整方法，一般在 5 月中下旬采收第 1 批甜

瓜，大约在 6 月下旬、7 月下旬、8 月下旬和 9 月底

分别采收第 2~第 5 批甜瓜，采用保温性能好的设施

或在气候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采收 6 批甜瓜。甜瓜

吊蔓栽培第 1~第 5 批瓜的 667 m2产量分别 1 200~
1 400、1 250~1 550、1 200~1 350、1 100~1 300、
1 000~1 200 kg，1 种 5 收每 667 m2 产量为 5 750~
6 800 kg，且每批甜瓜间的品质无明显差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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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爬地栽培，虽然产量比吊蔓栽培低，但可以节

省人工。

甜瓜设施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技术采用研究

与生产试验、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边研究边示范推

广，使各种配套栽培技术措施不断完善，并通过下

乡办点，加速了成果的推广与应用。从 2014 年开

始分别在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益阳市、桃江县、

安乡县等省内主要地区推广和应用，以点带面向周

边地区辐射推广，并逐渐向湖北等外省市辐射，推

广面积逐年增加，不仅得到了广大瓜农的普遍接

受，而且还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

益。分别对上述每个推广应用地区选取种植面积

较大的种植大户 2~3 户共 12 户种植大户，合计面

积 15.14 hm2 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表 1）：甜瓜设

施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技术的平均 667 m2 产量

为 6 312.1 kg，产值为 28 928.3 元。根据所选用的

设施种类和材料的不同，设施的一次性投入成本差

异较大，如果选用钢架结构大棚，每 667 m2 大棚设

施需要一次性成本投入 2.5 万元左右，一般可用

约 10 年，折合每 667 m2 每年需要设施成本投入

约 3 000 元。如果种植户自己投入的人工成本和使

用土地所需费用不计入投入成本内，667 m2平均成

本投入为 7 104.0 元，平均利润为 21 824.3 元，投入

产出比为 1∶4.07，平均新增利润为 17 949.0 元。另

外，采用上述甜瓜设施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方法，

可在 5 月中下旬采收第 1 批甜瓜，能够连续采收至

少 5 批，采收期可以延长到 10 月，长达半年之久，

可以达到品质优、产量高、投工少、效益好、上市期

长、长季节均衡供应的效果。同时又提高了土地的

利用率，增加了瓜农的收入，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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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甜瓜长季节栽培植株调整技术的经济效益调查结果

地区

长沙市
浏阳市
益阳市
桃江县
安乡县
加权平均

面积/hm2

2.88
3.79
3.27
2.45
2.75

667 m2产量/kg
6 075.6
6 513.4
6 275.3
6 146.7
6 473.5
6 312.1

667 m2投入成本/元
7 218.4
7 126.5
7 095.2
7 078.3
6 986.7
7 104.0

667 m2产值/元
30 378.0
29 961.6
28 238.9
27 045.5
28 483.4
28 928.3

667 m2利润/元
23 159.6
22 835.1
21 143.7
19 967.2
21 496.7
21 824.3

投入产出比

1∶4.21
1∶4.20
1∶3.98
1∶3.82
1∶4.08
1∶4.07

667 m2新增利润/元
18 798.2
18 884.3
17 403.7
16 369.3
17 826.7
17 949.0

[注] 投入成本中设施成本投入按每 667 m2每年 3 000 元计算；投入成本中的人工成本只包括临时雇用人工的成本，不包括种植户自

己投入的人工成本；投入成本中不包括使用土地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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