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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设施蔬菜栽培在推动拉萨市新农村建

设、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巨

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底，拉萨市蔬

菜种植面积达到 4 707 hm2，蔬菜产量达到 28 万 t，
其中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1 180 hm2[1]，预计 2017
年将达到 1 267 hm2，占整个拉萨市蔬菜生产面积的

25%，年产量将达到 15 万 t。笔者于 2016 年 8—11
月期间与项目组成员赴拉萨市城关区、堆龙德庆

区、林周县、达孜县、曲水县开展了实地调研，走访

了 5 个区、县设施蔬菜示范园区，了解了拉萨市 5
个区、县蔬菜的生产现状，尤其是设施黄瓜在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并为今后拉萨市设施黄瓜

生产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1 拉萨市设施黄瓜栽培情况

1.1 拉萨市环境条件

拉萨市地处青藏高原南部、雅鲁藏布江支流拉

萨河下游谷地北岸的冲积平原上，属于高原温带半

干旱季风气候[2]。该市所辖城关区、堆龙德庆区、曲

水县、达孜县、林周县，地处海拔 3 600 m 以上，河谷

地带热量能满足大多数喜冷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需

求，是拉萨市主要的产粮区。拉萨市年均气温

8 ℃，年降水量 200~510 mm，降水多集中在 6—9
月，适宜耕作的农区较为集中，集约化程度较高，光

照充沛，适合发展设施黄瓜栽培。

1.2 拉萨市农业设施类型

1.2.1 塑料大棚 塑料大棚是一种简易的保护地

栽培设施，由于其建造容易，使用方便，投资较少，

随着塑料工业的发展，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3]。拉

萨市塑料大棚普遍采用组装式结构，大棚骨架常采

用镀锌钢管，其拱杆、拉杆、立柱均为薄壁钢管，并

用专用卡具连接形成整体，塑料薄膜用卡膜槽和弹

簧卡丝固定。跨度在 6.0~10.0 m，肩高 1.5 ~1.8 m，

脊高 2.4~3.0 m，拱距 0.5~1.2 m，长度 30~80 m。拉

萨市塑料大棚有单栋也有联栋，成片的蔬菜基地多

联栋，普通农户一般使用单栋塑料大棚，多用于叶

菜类蔬菜生产或春提早、秋延后育苗使用。

1.2.2 日光温室 大部分日光温室墙体为砖石混

凝土的钢结构，东西向延长，东、西、北三面为墙体

的结构，前屋面为拱圆式的短后坡温室。前屋面和

后屋面承重骨架多为整体式钢筋（管）桁架结构，后

屋面承重段呈直线或拱圆形，室内无柱。跨度 6.0~
12.0 m，脊高 2.6~3.8 m，长度 50~100 m。

1.2.3 现代温室 拉萨目前有少量现代温室存在，

主要被科研院校和大型市属农业企业所拥有，用做

农业展览和生产试验。试验型现代温室普遍面积

较小，密封好，对环境控制精度要求高，采用人工光

源。展览型温室用于展示热带及亚热带植物及生

态景观，供人观赏、游览，这种温室使用寿命长、外

形美观、透光性好、观赏性强。覆盖材料有玻璃、PE
板、PC 板等，配备有采暖、保温、降温设施及环境控

制装置等，占地面积 100~15 000 m2不等。

1.3 拉萨市黄瓜栽培技术

1.3.1 栽培品种 常选择耐低温、生长势强、抗病、

品质好、产量高的黄瓜品种。目前生产中表现较

好的品种有‘中农 16 号’‘北京 204’‘改良津春 2
号’‘津研 3 号’‘津研 4 号’‘新泰密刺’等品种。

1.3.2 茬口安排 常采用冬春茬、春茬和秋茬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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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冬春茬黄瓜的育苗期一般在 1 月份，2 月中旬定

植，3 月中下旬采收。早春茬一般于 2 月中下旬至

3 月上旬播种，4 月上旬定植，从定植到开花 20~
25 d。秋茬一般于 9 月中旬育苗，10 月中旬定植，

11 月中下旬进入结果盛期。

1.3.3 栽培管理情况 拉萨设施黄瓜生产上充分

利用了本地日光资源丰富的特点，发挥各种农业设

施的优点，通过揭盖保温被和控制通风等，使温室

内温度达到黄瓜生长发育所需温度。黄瓜育苗技

术普遍落后，嫁接技术不熟练，切口长短、角度、切

面平滑度不符合要求，嫁接及移栽时接口容易污染

造成腐烂，嫁接成活率低。肥水管理较差，化肥超

量施用，农药使用随意性较大，使用过程中往往会

加大剂量和缩短喷药间隔。温室内沟灌较多，滴灌

普及率较低，连作障碍严重。

2 设施黄瓜连作病虫害发生情况

设施黄瓜栽培效益高，农民为追求过高的产

量，片面加大化肥投入，加剧了营养失衡，出现了日

益严重的连作障碍。拉萨新建温室一般土壤瘠薄，

经过多茬熟化栽培，黄瓜产量会有所提高，但老旧

温室黄瓜病虫害多发，连作障碍发生普遍。

2.1 温室黄瓜病虫害发生种类调查

拉萨昼夜温差大，设施内光照较露地弱，湿度

大，黄瓜叶面结露严重，有害生物易滋生、繁殖。在

拉萨市近郊 5 个区、县开展调研，每区县选取连作

发生较为严重的 3 栋温室黄瓜，每栋温室随机选取

30 株黄瓜，对 90 株黄瓜进行病虫害调查，在整栋温

室采用棋盘式多点采样法采取温室土样，观察虫

害，通过症状难以区分的摘取具有典型病症的枝叶

或虫体带回实验室进一步核实。拉萨黄瓜温室病

害中霜霉病危害最大，其次依次是灰霉病、角斑病、

炭疽病、白粉病、枯萎病、黑星病。在所发生的虫害

中，危害最重的是白粉虱，其次是蚜虫、红蜘蛛、斑

潜蝇、蓟马（表 1）。

2.2 主要病虫害特征及防治要点

2.2.1 霜霉病 黄瓜霜霉病在种植地区普遍发生，

多在开花结瓜以后发病，子叶染病后初呈褪绿色黄

斑，扩大后呈黄褐色，病斑连成片全叶干枯卷缩，病

重时瓜田一片枯黄[4]。防治措施：培育无病壮苗，增

施有机底肥，温室内湿度控制是防病的关键，加强

温室管理，降低空气湿度，发病后可选用 72%霜

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或 25%嘧菌酯悬浮剂

1 500~2 000 倍液喷雾防治。

2.2.2 灰霉病 叶片染病，病斑初为水渍状，后变

为不规则形的淡褐色病斑，病瓜停止生长，变软、腐

烂和萎缩，最后腐烂脱落。防治措施：田间病株及

时拔除焚烧，搞好卫生，科学轮作，选育抗病品种，

换土等。化学防治：可用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或 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等

叶面喷雾，每 6~7 d 用药 1 次，连续防治 3~4 次。

2.2.3 炭疽病 黄瓜茎、叶片受害，初出现水浸状

小斑点，后扩大成圆形病斑，红褐色，外围有一圈黄

纹 [5]。潮湿时病斑中央出现粉红色黏稠物，干燥时

病斑开裂，瓜条从病部弯曲或畸形。防治方法：进

行土壤消毒，实行轮作，发病初期用 70%代森锰锌

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58%甲霜灵锰锌可湿

性粉剂 500~600 倍液喷雾防治。

2.2.4 白粉虱 白粉虱成虫和若虫吸食植物汁液，

被害叶片褪绿、变黄、萎蔫，甚至全株枯死，一般

以卵或成虫在杂草上越冬。防治方法：彻底清理田

间杂草和植株残体，采用黄板诱杀，可选用 10%
联苯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20%氰戊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每隔 7~10 d 喷 1 次，连续防治 3 次。

2.2.5 蚜虫 蚜虫以成虫和若虫在叶片背面和幼

嫩组织上吸食植物汁液缩短结瓜期或影响幼瓜生

长。防治方法：清除杂草，培育无虫苗，温室采用防

虫网覆盖通风口、门窗，在棚室悬挂黄色诱虫板 [6]，

选用 2.5%联苯菊酯乳油 3 000 倍液喷雾，或 2%高

效氯氰菊酯烟剂 667 m2 用 200~300 g 熏烟。

2.2.6 红蜘蛛 红蜘蛛又名棉红蜘蛛，属蛛形纲蜱

螨目叶螨科，在我国以朱砂叶螨为主，分布广泛，食

性杂，可危害黄瓜、茄子、豇豆等作物 [7]。黄瓜叶片

受害后形成枯黄色至红色病斑，严重时全株叶片干

枯，植株早衰落叶，结瓜期缩短，严重影响黄瓜产

量和品质。防治方法：喷施 20%丁氟螨酯悬浮剂

1 500 倍液、或喷施 20%红尔满 3 000 倍液、10%吡

虫啉 1 200 倍液等对红蜘蛛均有较好的杀虫效果[8]。

3 设施土壤理化特性

设施蔬菜的生产环境具有一定的封闭或半封

表 1 拉萨市各区县温室黄瓜病虫害种类

调查地点

城关区

堆龙区

曲水县

林周县

达孜县

主要病害

霜霉病、炭疽病、白粉病、角斑病

霜霉病、炭疽病、白粉病、角斑病

霜霉病、菌核病、白粉病

霜霉病、灰霉病、角斑病

霜霉病、白粉病、黑星病

主要虫害

白粉虱，蓟马、斑潜蝇

蚜虫、红蜘蛛、斑潜蝇

蚜虫、红蜘蛛、蓟马

白粉虱、蓟马

白粉虱、斑潜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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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性，相对于大田土壤的露天经营方式，设施菜地

很少有雨水淋洗，温度、湿度以及栽培模式等都具

有较大的特殊性 [9]。与大田土壤相比，设施土壤在

连续经营数年之后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影响设施

农业正常生产的现象，如土壤的板结、次生盐渍化

等。拉萨大部分温室土壤，经几年种植后，会出现

土壤坚硬、板结现象，通气性能差。据调查，拉萨市

温室土壤容重普遍较高，通气孔隙降低，设施蔬菜

区土壤容重平均为 1.14 g·cm-3，通气孔隙平均为

13.3%，部分地块容重达到 1.22 g·cm-3，温室土壤干

燥时有明显的返盐现象，破碎后呈灰白色颗粒状，

土壤湿润时颜色发灰，常形成一层“白霜”或斑块状

盐结皮。

4 对拉萨市设施黄瓜栽培的发展建议

4.1 综合利用各种设施，发展温室黄瓜栽培

城关区连栋温室大力发展水果黄瓜栽培，供应

市区超市、水果店；现代温室中选用新品种，努力向

精品黄瓜发展，将蔬菜栽培与旅游观光结合起来形

成集黄瓜生产、旅游观光和休闲为一体的农业生态

科技园区。堆龙德庆区、曲水县，大力推广日光温

室黄瓜高产高效种植模式。建议达孜县、林周县，

采用塑料大棚夏秋育苗，日光温室越冬茬栽培技

术。在现有温室设施及配套设施优势的基础上，发

挥各种资源优势，利用降温、保温、除湿等装备拓展

温室黄瓜栽培的时间和空间。通过调整产品布局，

确立主导产品，引导群众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尽快形成有特色的设施

黄瓜栽培模式。

4.2 加大设施栽培技术培训力度

拉萨市温室栽培从业人员文化水平较低，接受

能力较差，人员更替快。为了保证设施农业健康顺

利发展，必须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新型农民[10]。针对拉萨设施蔬菜发展现状，需制定

全市设施黄瓜种植培训计划，编写培训教材，对基

层农技人员、经营大户进行设施栽培技术专项指

导，聘请农业高等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专家授

课。在黄瓜不同生长时期，邀请专家到温室内指

导，学员在生产实践中有问题时能得到专家及时到

位的服务，并根据学员反馈的信息情况及时调整培

训内容。根据农民需要，在培训过程中，收集和整

理蔬菜市场信息及农资信息，对农民产品销售提供

帮助，指导农民购买适合高原气候的设施农业装

备，提高农民发展设施农业的积极性。

4.3 减轻黄瓜连作障碍，防治温室黄瓜病虫害

连作障碍不仅影响黄瓜的产量和品质，也降低

了产品的安全性，减轻连作障碍是实现设施黄瓜生

产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连作栽培导致黄瓜植

株发育迟缓、瓜秧细弱、蔓梢不展、果实小、品质差，

严重时植株死亡甚至绝收，病害大面积发生，已成

为制约黄瓜优质高产的主要障碍 [11]。一要实行轮

作，瓜菜类与其他种类蔬菜合理轮作，既可达到减

轻病虫害的目的，同时也可改善土壤结构，叶菜-黄
瓜-番茄轮作提高了黄瓜的收益[12]，与番茄、葱蒜类

等轮作倒茬，可减轻病害的积累和土壤次生盐渍化

程度。二要增施有机肥，进行高温闷棚，深翻土壤

晒垡，降低土壤中病菌数量，抑制多种土传病害的

发生。三是使用生物菌肥改良土壤，菌肥的使用丰

富了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对连作土壤理化性质的改

良具有很大的作用，通过有益菌大量繁殖而抑制有

害菌的生长，对多种病害尤其是土传病害均有较好

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四是使用嫁接技术，嫁接的目

的是为了减轻和避免土传病害、克服连作障碍，掌

握嫁接技术的菜农可利用黑籽南瓜、中国南瓜等作

砧木进行嫁接，提高黄瓜植株的抗病性和抗逆性，

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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