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5� 第4卷�第3期

31

现代农业的蔬菜栽培技术要点探究

杨树林
鹿邑县农业农村局 河南 周口 477200

摘� 要：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作为当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了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智慧，对于提高

蔬菜的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也面临着诸

多挑战和问题。因此，本文旨在全面阐述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要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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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蔬菜栽培技术作

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概述了现代农业蔬菜

栽培技术的重要性及技术体系，详细阐述了蔬菜栽培

的技术要点，包括场地选择、土壤准备、工具准备、品

种选择、种子处理、播种移栽、管理养护和病虫害防治

等。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如技术普及不高、创新能力不

足、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对此，提出加强技术培训推

广、加大科研投入、推广生态友好技术和建立科学管理

体系等对策，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1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概述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是当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融合了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智慧，旨在提高蔬

菜的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这一技术体系涵盖了从品

种选择、种子处理、播种移栽到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

等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科技与创新的元素[1]。在

品种选择上，现代农业注重选育高产、抗病、耐储运的

优质蔬菜品种，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化。种子处理则

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提高种子的发芽率、抗病

性、抗逆性，为蔬菜的健壮生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播种

移栽环节，现代农业采用了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的

播种设备，以及科学的移栽技术，提高了播种率、出苗

率、成活率和种植效率。

2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要点

2.1  场地选择与土壤准备
（1）场地选择。选择合适的场地是蔬菜栽培的基

础，应选择一个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作为菜园，

如果没有院子，也可以考虑利用阳台、屋顶或者室内的

阳光充足的位置进行种植。场地应远离工业区和污染

源，确保蔬菜生长环境的安全，对于温室大棚栽培，应

选择地势平坦、旱能浇、涝能排、开阔的场地，以便于

搭建和管理。（2）土壤准备。土壤是蔬菜生长的基础，

其质量直接影响蔬菜的产量和品质，菜园的土壤应该富

含有机质、腐殖质、疏松透气，并具备良好的保水性、

保肥性。通过施加腐熟的堆肥、腐叶土或有机肥料来改

善土壤的质地与肥力，在种植前，应对土壤进行酸碱度

试验，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酸碱度，根据所种蔬菜选择

适合蔬菜生长的酸碱度范围。

2.2  工具准备
准备一些常用的园艺工具是蔬菜栽培的必备条件，

这些工具可以帮助种植者进行耕作、修剪和浇水等日常

管理工作。常用的园艺工具包括小型旋耕设备、锄头、

铲子、剪刀、水桶、镰刀、镊子、锤子等，在温室大棚

栽培中，还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工具，如喷雾器、加湿

器、温度计、湿度计等，以便于监测和处理棚内环境。

2.3  蔬菜品种选择与种子处理
2.3.1  蔬菜品种选择
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季节性特点，选择适合种植的蔬

菜品种。例如，春季适宜种植叶菜类如菠菜、油麦菜、小

青菜等；夏季适宜种植瓜果类如西瓜、黄瓜、地瓜；秋季

适宜种植根茎类如萝卜、胡萝卜、芥菜等，要考虑到蔬菜

的抗病、抗虫能力、产量和耐储运性等因素，选择高产品

种，对于温室大棚栽培，可以选择一些适应性强、产量高

的蔬菜品种，如番茄、黄瓜、辣椒、茄子等。

2.3.2  种子处理
优质种子是蔬菜高产栽培的基础。在购买种子时，

要确保其健康和适应力。在播种前，应对种子进行一定

的技术处理，以提高其发芽率和抗病性。例如，对于香

菜、茴香、韭菜、芹菜、荆芥等出苗较慢的叶菜品种，

可以预先进行浸种处理，通常采用常温清水浸泡24至48
小时，期间每隔8小时更换一次水，随后适度晾干种子以
备播种。

2.4  播种与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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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播种方式
蔬菜的播种方式有多种，如条播、撒播和点播，条

播适合一些种子比较小的蔬菜品种；撒播适合葱、小青

菜、大白菜等种子较小的蔬菜；点播适合种子大一点的

蔬菜品种和株距相对远的蔬菜，如黄瓜、冬瓜、豆角、

豌豆等。在播种前，应先浇水使土壤湿润，然后按照预

定的株距和行距进行播种；播种后，可以采取覆膜或覆

盖秸秆的方式提高土壤湿度，进而加快种子发芽。低温

条件下选用地膜覆盖，高温下则可使用秸秆，覆膜时务

必注意在土壤湿润状态下进行，覆膜后暂不浇水，以免

造成种子腐烂影响出苗。

2.4.2  移栽技术
对于需要移栽的蔬菜品种，如茄果类、瓜类等，应

掌握正确的移栽技术，移栽时先看根系，只要根系发

达，秧苗小一点无所谓。移栽前秧苗先浇水，根系带土

移栽，移栽完后及时浇透水分，并把根系周围的土壤填

平用力压实，有利于根系与土壤紧密结合在一起，提高

成活率和快速缓苗。在非极端高温时期进行移栽时，采

用垄上覆膜技术能有效促进蔬菜生长，同时显著节水，

覆膜有助于维持土壤的恒温和保湿状态，确保移栽后的

幼苗迅速适应新环境。

2.5  管理与养护
（1）水分管理。科学的灌溉管理是蔬菜高产的关

键，应根据蔬菜的需水量和土壤湿度状况合理浇水，避

免水浸和干旱，可以采用滴灌、喷灌等方式，精准调控

土壤湿度，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在蔬菜生长中，要结合

气候的特征确定灌溉的数量和次数[2]。（2）肥料管理。
肥料是蔬菜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来源，应根据蔬菜的

生长阶段和土壤肥力状况进行科学施肥。在种植前，应

施加适量的基肥，为蔬菜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在生长

过程中，要按照少量多次的追肥方法进行施肥，避免一

次性用量过多导致肥害。（3）除草和松土。蔬菜栽培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定期除草可以减少杂草对蔬菜生长的

竞争，提高养分利用效率，松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提

高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水性，在除草和松土过程中，要注

意避免对蔬菜植株造成伤害。（4）植株调整。通过对蔬
菜茎叶、果实的时间与空间分布以及蔬菜的结构进行调

整，可以提高蔬菜的生长情况，植株调整的主要内容包

括搭架、整枝、摘心、疏果、打叶以及压蔓等。例如，

对于番茄、豆类等蔬菜植株，需要进行支撑，以防止植

株倒伏和减少病虫害罹患的机会；对于黄瓜等蔓生蔬

菜，要及时进行整枝和摘心，以促进主茎的生长和养分

分配。

2.6  病虫害防治
（1）物理防治方法主要包括悬挂杀虫灯、设置诱虫

板等。例如，在农田悬挂黄板是一种有效的生物防治手

段，特别是在温室种植环境下，能显著降低小飞虫的发

生率。每亩地合理布置约40片黄板，便能起到良好的防
虫效果。此外，还可以采用糖醋诱杀、高压泵灯等方法

进行害虫捕杀。（2）生物防治方法包括利用天敌捕杀、
性激素诱杀等。例如，可以引入瓢虫等天敌来捕杀蚜虫

等害虫；利用性信息素诱杀害虫等。生物防治方法具有

环保、无污染等优点，是现代农业蔬菜栽培中常用的防

治手段。（3）化学防治方法具有应用范围广、见效快、
防治效果显著等优点。但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控制化学

农药的使用剂量和次数，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应选择低毒、低残留、高效的农药品种进行防治，

并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正确施药。

3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技术普及程度不高
尽管温室大棚等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已经相对成

熟，并且在众多实践案例中展现出了显著的增产提质效

果，许多农民由于身处信息闭塞的环境，难以及时获取

到最新的农业技术信息；此外，传统观念的影响也不容

忽视，一些农民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更愿意沿用祖祖

辈辈传承下来的传统耕作方式，如手工播种、施肥和灌

溉。这种对新技术的抵触情绪，导致蔬菜产量和品质难

以有实质性提升，也限制了农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技

术普及的不均衡，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制约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潜力。

3.2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在蔬菜栽培技术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就，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创新方面仍存在明

显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蔬菜栽培技术，如无土栽培、水

培等，在我国的应用范围仍然相对有限。这既是因为这

些技术的研发成本较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也是因为推广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宣传和培训

机制，使得农民对这些新技术的了解和接受程度不高。

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我国蔬菜产业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受到限制，难以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多样化

蔬菜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3.3  生态环境压力增大
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

的使用量不断增加，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长期大量使用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养分失衡，

破坏土壤的团粒结构，降低土壤的肥力和保水能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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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的过度使用，则会造成水体污染，影响水生生物的

生存和繁衍。更为严重的是，化学物质的残留还可能通

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蔬菜的品质和安全性构成严重威

胁，损害消费者的健康。

4 提高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对策

4.1  加强技术培训和推广
为了全面提升农民的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加强蔬

菜栽培技术的培训和推广力度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实施：（1）举办各类培训班：
定期组织农业专家、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举办蔬菜栽培技

术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应涵盖最新的栽培技术、病虫害防

治、土壤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确保农民能够全面掌握[3]。

（2）现场示范和操作指导：在培训班中，应结合实际操
作进行示范，让农民亲眼看到新技术的应用效果，并通过

亲手操作来加深理解。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有

助于农民更好地掌握和应用新技术。（3）利用现代媒体
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广播等现代媒体手段，扩

大技术传播范围，可以制作蔬菜栽培技术的教学视频、音

频节目，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发布，让更多农民能够随时随

地学习到先进的蔬菜栽培技术。

4.2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1）为了激发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创新活力，政府应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励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研

发活动。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支持、搭建创新

平台等措施，为科研机构和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这将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推动蔬菜栽培技术不

断取得新突破。（2）我国应加强与国际先进农业技术的
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那些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技术，

在引进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重技术的获取，更要注重

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要结合我国的土壤、气候等实际情

况，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使其更好地适应我

国的农业生产条件，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

栽培技术体系。（3）加大科研投入，不仅能推动技术创
新，更能提升我国蔬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农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3  推广生态友好型技术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必

须积极推广生态友好型蔬菜栽培技术。具体措施包括：

（1）推广无土栽培、水培等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

效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政府应加大对这些技术的宣传和推广力度，鼓励农民采

用。（2）加强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将农业废弃物
转化为有机肥料等资源，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可以

通过建立废弃物回收体系、推广有机肥料生产技术等方

式来实现。（3）推广生态友好型技术，不仅可以保护生
态环境，还可以提高蔬菜的品质和安全性，满足消费者

对绿色、健康蔬菜的需求，推动农业向更加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

4.4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
要提高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效益和可持续性，

必须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具体措施包括：（1）制定
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确保蔬菜栽培过程的规范化和

标准化，提高蔬菜的产量和品质，这些标准和规范应涵

盖栽培技术的各个环节，如种子选择、播种、施肥、灌

溉、病虫害防治等。（2）建立健全的质量监管机制：对
蔬菜的生产过程进行全程监控，确保蔬菜的品质和安全

性，可以通过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检测

等方式来实现[4]。（3）加强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发布：为
农民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引导他们合理安排生产计划

和销售策略，可以通过建立农业信息平台、发布农产品

市场预测等方式来实现。

结语：综上所述，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是推动农

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通过加强技术培训和推广、加大

科研投入力度、推广生态友好型技术以及建立科学的

管理体系等对策，可以有效解决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

存在的问题，提高蔬菜的产量和品质，满足消费者对绿

色、健康蔬菜的需求。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大力度，推

动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农业现

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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