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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对蔬菜种植的思考

武少庆
曹县古营集镇政府 山东 菏泽 274418

摘� 要：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凭借人工环境构建与精准调控，突破自然限制，实现高效生产，提升产量与品质，促

进集约化农业发展。然而，产业发展面临设施成本高、环境调控不精准、土壤退化、病虫害防治难及劳动力技术欠缺

等挑战。为此，需创新设施结构、构建智能化调控系统、修复土壤、完善绿色防控体系并革新栽培模式。未来，该技

术将朝智能化、精准化、绿色化及产业融合方向迈进，对保障蔬菜供应、推进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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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们对蔬菜供应的数量与质量需求不断提升的背

景下，传统露地蔬菜种植受自然环境制约的弊端日益凸

显。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凭借对环境的主动调控能力，成

为保障蔬菜稳定供应、提升农业生产效益的关键手段。

然而，随着产业发展，技术应用中的问题逐渐显现，创

新与优化迫在眉睫。深入探讨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的优

势、问题、创新方向及发展趋势，对推动蔬菜种植业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概述

1.1  技术定义与分类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是基于设施农业理论，通过人工

构建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并借助环境调控设备与栽培技

术，为蔬菜生长营造适宜环境。其核心在于物理隔离自

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精准调控温、光、水、气、肥

等要素，以实现高效生产。

从建造材料和结构来看，大棚蔬菜种植设施主要分

为塑料大棚、玻璃温室和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以聚氯乙

烯或聚乙烯薄膜为覆盖材料，骨架多用竹木、热镀锌

钢管或复合材料。竹木结构搭建灵活、成本低但耐用性

差；钢架结构抗风雪能力强，使用寿命长，适用于规模

化生产。

玻璃温室采用钢化或浮法玻璃，配合热镀锌钢骨

架，透光率高、寿命长，但成本高，多用于科研、高端

生产及观光项目。日光温室主要分布于我国北方，以砖

墙或土墙蓄热，南向坡面覆盖塑料薄膜，通过优化采光

和保温结构，冬季无需人工加热即可维持蔬菜生长，是

北方冬季蔬菜供应的主要设施。

1.2  发展历程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历史悠久。古代罗马时期，人们

用云母片覆盖种植黄瓜，为早期设施农业雏形。19世纪

中叶，法国建成世界首座玻璃温室，开启现代设施农

业。20世纪50年代，聚氯乙烯薄膜工业化生产，塑料大
棚在欧美迅速推广，以低成本、易搭建成蔬菜生产重要

设施。

我国大棚蔬菜种植技术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1979
年从日本引进塑料大棚技术，在北方试点，缓解冬春蔬

菜供应短缺。80年代，日光温室在辽宁等地创新，优化
墙体与采光设计，实现冬季不加温生产喜温蔬菜。90年
代以来，我国设施农业快速发展，连栋温室、智能温室

等先进设施涌现，环境调控、无土栽培、精准灌溉等技

术完善，推动大棚蔬菜种植向规模化、专业化、智能化

迈进。

1.3  技术原理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融合热力学、植物生理学与环境

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在热量平衡上，大棚凭借覆盖材料

的透光性引入太阳短波辐射，同时阻挡地面长波辐射散

失，营造“温室效应”。保温结构设计采用双层覆盖、

墙体蓄热等手段减少热量传导，北方日光温室保温比控

制在合理区间以实现最佳保温。

环境调控系统借助通风、遮阳、降温、加湿等设

备，精准调控温湿度、光照及二氧化碳浓度[1]。温度过高

时，可通过自然或机械通风降温；夏季采用遮阳网降低

光照强度与棚内温度。灌溉施肥系统运用滴灌、微喷灌

等精准灌溉技术，结合土壤墒情监测与作物需肥规律，

实现水肥一体化管理。土壤管理方面，无土栽培技术通

过基质或水培避免土壤连作障碍；配方施肥技术依据土

壤养分与蔬菜需肥特性，科学配比氮、磷、钾及微量元

素，提升肥料利用率。病虫害防治则通过物理隔离、生

物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保障蔬菜健康生长。

2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的应用优势

2.1  突破地域与季节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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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种植能够打破自然环境对蔬菜种植的限制。在

寒冷地区，通过温室保温措施，可在冬季种植喜温蔬

菜；在炎热干旱地区，利用遮阳、降温设施，能为蔬菜

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同时，大棚种植可实现反季节蔬

菜生产，在传统露地蔬菜供应不足的季节，保障市场蔬

菜的稳定供应，丰富居民菜篮子。

2.2  提高蔬菜产量与质量
大棚内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有利于蔬菜生长发育，

减少自然灾害和恶劣天气对蔬菜的影响，提高蔬菜的成

活率和产量。通过精准控制温度、湿度、光照、养分等

因素，可优化蔬菜的生长周期，促进蔬菜快速生长。此

外，大棚种植可减少病虫害的传播途径，结合绿色防控

技术，降低农药使用量，生产出高品质、安全的蔬菜，

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

2.3  实现集约化生产
大棚蔬菜种植采用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能

够集中配置土地、劳动力、设备等资源，提高生产效

率。通过合理规划种植区域，采用先进的种植设备和管

理技术，实现机械化作业和智能化管理，降低劳动强

度，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同时，集约化生产便于对生

产过程进行统一管理和质量控制，保障蔬菜产品的一致

性和稳定性，提升市场竞争力。

2.4  增加经济效益
反季节蔬菜和高品质蔬菜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价格

优势，大棚种植可显著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2]。通过集约

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增加

经济效益。此外，大棚蔬菜种植还可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如设施建造、农资供应、蔬菜加工等，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价值。

3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现存问题

3.1  设施建设与维护成本高
大棚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土地平整、骨

架搭建、覆盖材料、环境调控设备等。玻璃温室和智能温

室的建设成本更高，普通农户难以承受。此外，大棚设施

的使用寿命有限，需要定期进行维护和更换，增加了生产

成本。过高的成本限制了大棚蔬菜种植的推广和发展，尤

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小型种植户影响较大。

3.2  环境调控技术有待完善
虽然现代大棚配备了一定的环境调控设备，但在实

际应用中，环境调控的精准性和稳定性仍有待提高。部

分地区的大棚环境监测设备不足，无法实时准确获取

环境数据，导致环境调控滞后。同时，环境调控设备的

能耗较高，运行成本大，一些小型种植户难以承担。此

外，不同蔬菜品种对环境条件的需求差异较大，现有环

境调控技术难以满足多样化种植需求。

3.3  土壤退化与连作障碍问题突出
大棚内相对封闭的环境和长期单一的种植模式，容

易导致土壤退化。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土壤中养分失

衡，盐渍化、酸化问题日益严重。同时，连作会使土壤

中病原菌和害虫大量积累，引发土传病害，影响蔬菜生

长和产量。为解决连作障碍问题，部分种植户过度使用

农药，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影响了蔬菜的品质和安

全性。

3.4  病虫害防治难度大
大棚内高温高湿的环境为病虫害滋生提供了有利条

件，且病虫害种类繁多，抗药性逐年增强[3]。白粉虱、

蓟马等小型害虫繁殖速度快，化学防治效果差；根结线

虫、枯萎病等土传病虫害难以根治。生物防治技术受环

境条件限制，应用范围有限；物理防治手段仅能起到辅

助作用。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不完善，多数地区依靠人

工巡查，难以实现早期预警和精准防控。

3.5  劳动力素质与技术水平不足
大棚蔬菜种植需要掌握设施管理、环境调控、病虫

害防治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然而，目前从事大

棚蔬菜种植的劳动力以农民为主，文化水平较低，接受

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有限。同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

体系不完善，技术培训和指导不足，导致农民难以掌握

先进的种植技术，影响了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的应用效果

和推广速度。

4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创新方向

4.1  设施结构优化与新材料应用
研发新型大棚结构，提高设施的保温、透光、抗风

等性能。采用高强度、轻质的骨架材料，降低设施重

量，提高安装效率。开发新型覆盖材料，如具有高透光

率、保温性好、抗老化、防雾滴等功能的塑料薄膜和玻

璃材料。同时，探索应用相变材料、纳米材料等新型材

料，从而提升大棚的环境调控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

4.2  智能化环境调控技术
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大数据等技术，构建智能化

环境调控系统。通过在大棚内安装温湿度、光照、二氧

化碳浓度等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并将数据传输

至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根据蔬菜生长需求，自动控制通

风、遮阳、降温、灌溉、施肥等设备，实现环境参数的

精准调控。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环境数据进行分

析和预测，提前采取措施应对环境变化，提高环境调控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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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壤改良与连作障碍防治技术
土壤改良技术研发聚焦于修复退化土壤和防治连作

障碍。生物有机肥通过添加解磷解钾菌、固氮菌等有益

微生物，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土

壤调理剂可调节土壤pH值，缓解酸化问题。轮作、间作
模式优化研究取得进展，如番茄-生菜轮作可减少土传病
害发生；豆科植物与蔬菜间作可增加土壤氮素含量。无

土栽培技术不断完善，基质栽培采用椰糠、珍珠岩等新

型基质，水培技术向深液流栽培、营养液膜栽培方向发

展，有效避免连作障碍。

4.4  绿色病虫害防控技术
绿色防控技术体系以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生态调

控为核心。生物农药研发取得突破，苏云金芽孢杆菌、

枯草芽孢杆菌等微生物制剂广泛应用于防治鳞翅目害虫

和土传病害。天敌昆虫规模化生产技术成熟，瓢虫、捕

食螨等天敌昆虫可有效控制蚜虫、红蜘蛛等害虫[4]。物理

防治设备智能化升级，智能虫情测报灯可自动诱捕、识

别害虫，为精准防治提供数据支持。生态调控技术通过

优化种植模式、调整环境参数，创造不利于病虫害发生

的生态环境。

4.5  栽培模式创新
探索适合不同地区、不同蔬菜品种的栽培模式。发

展立体栽培技术，充分利用空间，提高单位面积的种植

密度和产量；推广有机蔬菜栽培、绿色蔬菜栽培等模

式，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蔬菜的需求；开展蔬菜与其他作

物的间作、套种模式研究，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

益。同时，结合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的发展，打造集种

植、采摘、观光、体验于一体的新型农业园区，拓展大

棚蔬菜种植的功能和价值。

5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发展趋势

5.1  智能化与自动化
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大棚蔬菜种

植将实现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智能机器人将承担起播

种、施肥、灌溉、采摘等作业任务，减少人工劳动强

度。环境调控系统将更加智能，能够根据蔬菜生长的不

同阶段和环境变化，自动调整各项参数。同时，大数据

分析技术将广泛应用于生产管理，通过对大量生产数据

的分析，优化种植方案，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5.2  精准化与个性化
未来大棚蔬菜种植将更加注重精准化和个性化。通

过对蔬菜生长过程的精细化监测和分析，根据不同蔬菜

品种、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精准提供水分、养分、光

照等条件。同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开发特色蔬

菜品种，采用定制化种植模式，生产出符合不同消费者

口味和营养需求的蔬菜产品。

5.3  绿色化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的提高，绿色化、可

持续发展将成为大棚蔬菜种植的重要趋势。推广绿色生

产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采用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降

低大棚种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发展有机蔬菜种

植，提高蔬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满足市场对绿色食

品的需求。

5.4  产业融合与多元化发展
大棚蔬菜种植将与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电子商

务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发展蔬菜深加

工产业，提高蔬菜附加值；加强冷链物流建设，保障

蔬菜新鲜度和品质；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宽销售渠

道，提高市场竞争力。此外，大棚蔬菜种植还将与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农业观光、采摘体

验、科普教育等项目，实现多元化发展，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结束语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革新对蔬菜种植业影响深远。尽

管目前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设施创新、技术升级与模

式优化，已逐步探索出可行的发展路径。未来，智能

化、精准化、绿色化与产业融合的趋势将进一步推动大

棚蔬菜种植技术发展，不仅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还

将助力农业向现代化、可持续方向迈进，为保障蔬菜稳

定与农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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