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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及栽培要点

李 娟
盐池县花马池镇人民政府 宁夏 吴忠 751500�

摘� 要：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强调从育苗到田间管理的全面优化。提升育苗质量、改进种植技术、加强病虫防

治，确保蔬菜高产优质。栽培要点包括合理选种、精准控光、科学施肥与灌溉，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平衡。本

文综述了现代农业蔬菜栽培的关键技术及其实施要点，为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为农业科技的持

续创新和绿色发展路径探索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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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蔬菜栽培技术不断创新与

发展，成为保障食品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传统栽培方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蔬菜品质与产量的双

重要求，探索并应用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显得尤为重

要。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现代农业蔬菜栽培的先进技术与

关键要点，为蔬菜生产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推动蔬菜产

业向更加高效、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概述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涵盖诸多环节，是满足人们

对健康食品需求的重要保障。其中，土壤改良与选择至

关重要。土壤作为蔬菜生长的基础，质量对蔬菜产量

和品质有着直接影响。选择土壤时，优先考虑肥沃、排

水良好且疏松透气的类型，此乃蔬菜栽培的首要条件。

为提升土壤肥力，可施加有机肥料，如堆肥、腐叶土、

畜禽粪便等，以及矿物质肥料，改善土壤结构与养分含

量。依据土壤酸碱度测试结果，适时适量添加石灰或硫

等调节剂，使土壤 pH 值维持在适宜范围内。种子选择
与处理同样重要。种子的品质决定了蔬菜栽培的成功与

否，故而挑选具有良好抗病虫能力、产量高且品质好的

种子品种。播种前，对种子进行筛选和处理，去除杂质

与病弱种子，以此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成活率。还采用

生长促进剂和保护剂处理种子，增强种子的抗逆性与抗

病虫能力。播种与育苗也不容忽视。播种时间需根据当

地气候条件和蔬菜生长习性来确定。一般春季适宜播种

叶菜类蔬菜，夏季适合播种瓜果类蔬菜，秋季适合播种

根茎类蔬菜。播种前，要进行土壤翻耕和消毒处理，确

保土壤松软且无病虫害。播种时，严格控制播种深度和

覆土厚度，并保持适宜的土壤湿度和温度，以促进种子

快速发芽和生长。

2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

2.1  提升育苗质量
推进现代农业蔬菜栽培的进程中，提升育苗质量是

确保蔬菜高产优质的首要环节。以番茄育苗为例，需采

取一系列精细化、科学化的管理措施。（1）精选育苗
区域至关重要。通常选择室内中心区域作为番茄育苗的

核心地带，这里能更好地控制环境条件，为幼苗提供稳

定的生长空间。育苗前，对选定区域进行全面翻土与严

格消毒，是预防病虫害、保障土壤健康的关键要点。铺

设苗床时，巧妙混入适量锯末，能明显提升土壤的透气

性能，还能保持土壤湿度，为幼苗根系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2）构建适宜的育苗微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
精准铺设电热线，利用现代温控技术，确保育苗区域内

温度恒定且适宜，为番茄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提供最佳

的温度保障。在精心准备的苗床上整齐摆放营养钵，这

些富含养分的栽培容器将为番茄幼苗的茁壮成长奠定坚

实基础。浇水时，掌握适量原则，保证土壤湿润，又避

免过度积水影响根系呼吸。（3）播种与覆盖作业需细致
入微。在营养钵中精准播种适量番茄种子，是育苗成功

的关键。随后，轻轻覆盖一层薄膜，以营造适宜的小气

候环境，促进种子快速、整齐地萌发。这一步考验着操

作者的专业技能，更体现了现代农业栽培对细节的高度

重视与精准把控[1]。

2.2  提升种植技术
第一，蔬菜种植过程中，可考虑提早进行种植。蔬

菜在早春阶段的播种时间应依据市场对农作物的需求来确

定。不同农作物的栽种环境和气候条件有所差异，确定蔬

菜种类后进行育苗管理，时间以十月上旬至次年二月中旬

较为适宜。提早种植能保障蔬菜产量，可提高种植密度。

合理安排种植时间，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为种植户带来

经济效益。第二，为避免连作带来的问题，做好农作物换

茬管理工作。若栽种环境条件良好，可采用水稻、蔬菜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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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这种交替种植的方式能集中控制病虫害问题，有

效维护种植户的经济利益。连作会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病

虫害滋生，而轮作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概率，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第三，在同一大棚种植

不同种类蔬菜时，须按照植株的高低以及生长要求来进行

布局，以此避免相互遮挡的状况发生。倘若进行同种蔬菜

的移栽种植管理，那就需要将植株的高低调整得恰到好

处，防止同类蔬菜之间的间隙设置不科学，以免在生长成

熟期出现茎叶相互遮挡的情况。合理科学的种植布局可以

充分地利用空间和光照资源，促进蔬菜的生长发育，从而

提高产量和品质[2]。

2.3  加强病虫防治
（1）要重视预防工作，可以从源头抓起，选用抗病

虫能力强的蔬菜品种进行种植。播种前，对种子进行消

毒处理，降低病虫害的初始感染风险。做好土壤消毒，

清除土壤中的病原菌和虫卵。合理轮作和间作也能有

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例如将不同科属的蔬菜进行轮

作，避免连作导致的病虫害积累。（2）采用物理防治
方法，可以设置防虫网，阻止害虫进入大棚或田间。利

用黄板、蓝板等诱捕害虫，减少害虫数量；还可以使用

太阳能杀虫灯，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进行诱杀。对于小型

害虫，采用人工捕捉的方式进行清除，调节棚内的温湿

度，创造不利于病虫害发生的环境条件。（3）合理使
用化学防治手段。在病虫害发生严重时，可适当使用低

毒、高效的农药进行防治。要严格按照农药使用说明进

行操作，控制用药剂量和次数，避免农药残留超标。要

注意农药的轮换使用，防止病虫害产生抗药性。综合运

用多种防治方法，可以有效地加强病虫防治，确保蔬菜

的产量和品质。还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及时发现

并应对初期虫害，减少大规模用药需求。推广生物防治

技术，利用天敌昆虫、微生物制剂等自然力量控制害

虫，既环保又可持续。加强农民培训，提升对绿色防控

技术的认识和操作能力，共同促进蔬菜生产的绿色化、

健康化，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3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要点

3.1  合理选择蔬菜品种
第一，蔬菜栽培工作中，选择蔬菜品种占据首要位

置，对种植人员来说确实存在一定难度。在实际操作

时，种植人员必须根据当地实际状况挑选蔬菜种植品

种。这需要充分考虑当地地理特征，如土壤质地、肥力

以及酸碱度等，不同土壤条件适宜不同种类的蔬菜生

长。气候条件同样关键，涵盖温度、光照时间、降水分

布等。当冬季到来，温度较低且光照较弱时，种植人员

应选择能够适应低温环境的蔬菜品种，例如一些耐寒性

强的叶菜类蔬菜。种植历史也不能被忽视，了解当地过

去种植过的蔬菜品种及其表现，能为当前的品种选择提

供宝贵参考。第二，种植人员在选择蔬菜品种时，务必

保证其经过正规渠道的认定。为保证蔬菜品种的纯正

性，杂交品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杂交品种融合了

双亲的优良特性，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长优势，有助于

种植出品质更高的蔬菜。种植人员要深入掌握种植地区

的气候环境特点，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挑选早熟品种。这

样一方面能够提升蔬菜自身抵抗病毒的能力，使其在生

长过程中更加健壮；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提高蔬菜的质量

和产量，为种植者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第三，合理选

择蔬菜品种需种植人员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他们可以

参加专业培训、与同行交流探讨以及查阅最新的农业科

研资料等方式，提升自己在品种选择方面的专业素养。

这样才能在蔬菜品种选择上做出更加精准、科学的决

策，为现代农业蔬菜栽培的成功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蔬

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

3.2  合理控制光照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的精细管理中，光照调控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1）认识到光是植物生命活动的能量源
泉，对于促进蔬菜的光合作用、积累有机物至关重要。

针对自然光照不足的挑战，如阴雨天及冬季短日照时

期，确保棚膜具备良好的透光性能是基础，这要求选用

高透光率的棚膜材料，需种植者定期进行维护，清除膜

面附着的尘埃与杂物，以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光照资源。

（2）深入理解不同蔬菜对光照需求的差异性是科学调
控的关键。部分蔬菜品种对光照时长有特定要求，过强

或过长的光照可能适得其反。因此这类情况下，巧妙利

用遮光网或遮阳布等辅助设施，精准调控光照强度与时

长，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有助于

避免光害，能促进蔬菜的均衡生长，提高产量与品质。

（3）为应对极端光照不足的情况，引入现代化的人工补
光技术显得非常重要。在大棚内安装高效节能的LED植
物生长灯或其他人工光源，模拟自然光照条件，为蔬菜

提供持续、稳定的光照补充。这种策略能弥补自然光照

的不足，还在夜间或阴雨天促进蔬菜进行光合作用，加

速生长周期，提升作物整体健康度与抗逆性。合理控制

光照，结合自然光照优化与人工补光技术的综合应用，

是现代农业蔬菜栽培中实现高效、高产、优质目标的重

要路径。

3.3  合理施肥
第一，了解蔬菜的营养需求是合理施肥的基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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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类的蔬菜在不同生长阶段对养分的需求各不相同。

叶菜类蔬菜通常对氮元素的需求较高，以促进叶片的生

长和繁茂；瓜果类蔬菜则在生长后期对磷、钾元素的需

求增加，有助于果实的膨大与成熟。种植者应通过学习

蔬菜栽培知识、查阅专业资料或咨询农业技术人员等方

式，深入了解所种植蔬菜的营养需求特点。对土壤进行

检测分析，了解土壤中现有养分的含量和比例，以便有

针对性地进行施肥。第二，选择合适的肥料种类和施肥

方法。现代农业中，肥料种类繁多，包括有机肥、无机

肥、生物肥等。有机肥如腐熟的农家肥、堆肥等，富含

有机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

肥力的持久性。无机肥则具有养分含量高、肥效快的特

点，但长期大量使用可能会导致土壤板结等问题。生物

肥含有有益微生物，能促进土壤中养分的转化和吸收，

增强蔬菜的抗逆性。种植者应根据蔬菜的生长需求和土

壤状况，合理搭配使用不同种类的肥料。施肥方法上，

采用基肥与追肥相结合的方式。基肥在种植前施入，为

蔬菜生长提供基础养分；追肥则在蔬菜生长过程中根据

其生长状况适时施入，满足其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

求。可以采用叶面施肥等辅助施肥方法，提高肥料的利

用率。第三，要注意施肥的时间和用量。施肥时间应根

据蔬菜的生长周期和养分需求规律来确定。在蔬菜生长

初期，适量施用氮肥，促进植株的生长；生长中期，逐

渐增加磷、钾肥的施用量，促进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

生长后期，可根据蔬菜的生长情况适当补充微量元素。

施肥用量要合理控制，避免过量施肥造成肥料浪费和环

境污染，同时也可能导致蔬菜生长不良。根据土壤检测

结果、蔬菜的生长状况和肥料的养分含量等因素，精确

计算施肥用量[4]。

3.4  科学进行灌溉管理
（1）准确判断蔬菜的需水量是科学灌溉的基础。不

同的蔬菜品种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求差异较大。

叶菜类蔬菜需水量较大，根茎类蔬菜在生长后期需适当

控制水分。种植者应熟悉各种蔬菜的生长特性，通过观

察土壤湿度、蔬菜叶片状态等方式来判断其是否缺水。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土壤水分传感器等设备，实时监测

土壤中的水分含量，以便更加精准地掌握灌溉时机。

（2）选择合适的灌溉方式能提高灌溉效率和水资源利
用率。常见的灌溉方式有滴灌、喷灌和微灌等。滴灌将

水直接输送到蔬菜根部，减少水分蒸发和流失，实现精

准灌溉；喷灌则适用于大面积蔬菜种植，均匀地为蔬菜

提供水分；微灌则结合了滴灌和喷灌的优点，更加节水

高效。种植者应根据蔬菜种植规模、地形地貌以及经济

成本等因素，选择最适合的灌溉方式。（3）合理安排
灌溉时间和灌溉量也是科学灌溉管理的关键。一天中，

尽量选择早晨或傍晚进行灌溉，避免在高温时段浇水，

以免造成蔬菜根系受损和水分蒸发过快。要控制好灌溉

量，避免过度灌溉导致土壤积水，影响蔬菜根系呼吸和

生长，采用少量多次的灌溉方法，保持土壤适度湿润。

应注意水质问题，避免使用含有有害物质的水源进行灌

溉，以免对蔬菜生长造成不良影响。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运用与栽培要

点的把握，是实现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通过提

升育苗质量、优化种植技术、加强病虫防治，并科学

合理地选择蔬菜品种、控制光照、施肥与灌溉，不仅能

够提高蔬菜的产量与品质，还能促进农业资源的有效利

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创

新，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将更加完善，为蔬菜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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