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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大棚番茄栽培管理与病虫害防治技术

马志超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梯门镇农业生产综合服务队�山东�泰安�271504

摘�要：设施农业大棚番茄栽培管理与病虫害防治技术是提升番茄产量与质量的关键环节。本文对农业大棚番茄

栽培管理进行了分析，包括品种的选择、播种期的管理、田间管理等方面，并对番茄的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以期为种植者提供科学、实用的指导，推动设施农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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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设施农业已成为提

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重要手段。设施农业大棚为作物

生长提供了可控的环境条件，有效抵御了自然灾害的影

响，实现了周年生产。番茄作为重要的蔬菜作物之一，

其栽培管理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对于提高产量和品质具有

重要意义。

1��农业大棚番茄栽培管理

1.1  品种的选择
在农业大棚的种植中，番茄的栽培管理是一个极其

关键且复杂的环节。从品种选择到播种、田间管理，每

一个环节都关系到最终的产量和品质。其中，品种的选

择更是栽培管理的第一步，也是决定番茄产量和品质的

关键因素。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品种的适应性。不

同品种的番茄对环境的适应性有所差异，因此在选择品

种时，必须结合当地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进行综合

考虑。例如，在气候较为干燥的地区，应选择抗旱性较

强的品种；而在土壤肥沃、水分充足的地区，则可以选

择生长势强、产量高的品种。其次，品种的抗病性也是

我们在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番茄生长过程中容

易遭受各种病虫害的侵袭，因此选择具有较强抗病性的

品种，可以大大降低防治成本，提高产量。一些新品种

的番茄通过基因改造，增强了对抗多种病虫害的能力，

这些都是我们在选择品种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外，品

种的产量和品质也是我们选择时的重要参考[1]。不同品

种的番茄在产量和品质上存在差异，有些品种虽然产量

高，但品质可能不尽如人意；而有些品种虽然产量稍

低，但品质却极佳。因此，在选择品种时，我们需要根

据市场需求和种植目的进行权衡，选择既适合当地条件

又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品种。除了以上几个因素外，我们

还需要考虑品种的熟性和果型。熟性决定了番茄的上市

时间，而果型则关系到番茄的市场接受度。例如，一些

早熟品种可以在市场上提前占据优势，而一些果型美

观、色泽鲜艳的品种则更受消费者喜爱。最后，在进行

品种选择时，我们还可以借鉴当地成功种植经验或者参

考专业机构或农业院校的推荐。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

保持品种的多样性，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单一品种，以防

止因环境变化或病虫害的突然爆发而对产量和品质造成

严重影响。

1.2  播种期的管理
在农业大棚番茄的栽培过程中，播种期管理是非常

关键的一环。播种期管理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番茄

的出苗率、生长速度和最终产量。因此，做好播种期

管理，对于实现番茄的高产优质具有重要意义。第一，

播种前的准备工作是播种期管理的基石。这包括大棚的

清洁与消毒、土壤的改良与施肥以及种子的选择与处理

等。在清洁大棚时，要彻底清除上一季作物的残留物和

杂草，确保大棚内部环境整洁。同时，使用适量的消毒

剂对大棚进行喷洒，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在土壤改良

方面，可以通过深翻、施肥等措施，提高土壤的透气性

和肥力，为番茄的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种子的选

择与处理同样重要，要选用抗病性强、产量高的优质品

种，并进行必要的种子处理，如浸种、催芽等，以提高

种子的发芽率和出苗率。第二，播种期的水分管理也是

至关重要的。番茄种子发芽需要一定的水分，但过多的

水分又容易导致种子腐烂。因此，在播种前要根据土壤

的干湿程度适量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湿。播种

后，也要密切关注土壤的水分状况，及时补充水分，确

保种子顺利发芽。第三，播种期的温度管理也是不容忽

视的。番茄是喜温作物，适宜的温度范围有利于种子的

发芽和幼苗的生长。在播种期，要根据天气情况和大棚

内的温度变化，及时调节大棚的通风和保温设施，保持

适宜的温度环境。第四，播种期的光照管理也是影响番

茄生长的重要因素。光照不足会导致番茄生长缓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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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发黄，甚至影响产量和品质。因此，在播种期要确保

大棚内有足够的光照，可以通过调整大棚的遮阳网、清

洁大棚膜等措施，提高光照强度。

1.3  田间管理
田间管理是农业大棚番茄栽培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

节，它涉及到植株生长的全过程，包括水肥管理、病虫

害防治、植株调整等多个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的田间管

理，可以确保番茄植株的健康生长，提高产量和品质。

首先，水肥管理是田间管理的核心内容。番茄植株对水

分和养分的需求较高，因此，要根据植株的生长阶段和

土壤状况，合理安排浇水和施肥。在浇水方面，要注意

保持土壤湿润，避免过度干旱或积水。在施肥方面，要

根据植株的需求和土壤的肥力状况，选择适合的肥料种

类和施肥量。同时，要注意施肥的时机和方法，避免肥

料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其次，病虫害防治是田间管理

的重要任务。病虫害的发生会严重影响番茄植株的生长

和产量，因此，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有效控制病虫害

的发生和蔓延。一方面，要加强田间巡查，及时发现病

虫害的初期症状，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另一方

面，要注重预防，通过合理的栽培管理和选用抗病性强

的品种，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概率。此外，植株调整也是

田间管理的重要一环[2]。通过合理的植株调整，可以改善

植株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从而促进

植株的生长和果实的发育。在植株调整过程中，要注意

保持植株的合理密度和高度，及时去除弱枝、病枝和多

余的叶片，保持植株的整洁和美观。除了以上几个方面，

田间管理还包括其他一些细节性的工作。例如，要定期清

理田间杂草和残留物，保持田间的整洁和卫生；要合理安

排农事活动，避免对植株造成机械损伤；要注意保护植

株的根系，避免过度耕作和施肥对根系造成损伤。

2��番茄的病虫害防治技术

2.1  早期预防
在农业生产中，对于任何作物而言，预防病害的发

生总是优于治疗。对于番茄而言，早期预防更是确保其

健康生长、提高产量的关键措施。在这一环节中，种

子的筛选与消毒、合理的轮作与间作都是不可或缺的步

骤。首先，种子的筛选与消毒是预防番茄病害的第一道

防线。种子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幼苗的健康与生长，因

此，我们必须对种子进行严格的筛选。在选购种子时，

应选择正规渠道，确保种子来源的可靠性。同时，对于

购买的种子，还应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去除病粒、瘪粒

和杂质，保留饱满、健康的种子。除了筛选，种子的消

毒也是预防病害的重要手段。种子表面可能携带各种病

菌，如果直接播种，这些病菌就有可能在土壤中繁殖，

导致病害的发生。因此，播种前应对种子进行消毒处

理。常用的消毒方法包括温汤浸种、药剂浸种等。通过

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降低病害

的发生概率。其次，合理的轮作与间作也是预防番茄病

害的重要措施。连作会导致土壤中病菌的积累，增加病

害发生的风险。因此，在种植番茄时，应实行合理的轮

作制度，避免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番茄。轮作时，可以

选择与番茄非同类作物进行轮作，如豆类、禾本科作物

等，这样可以打破病菌的生存周期，减少病害的发生。

此外，间作也是一种有效的病害预防措施。通过在同一

地块中种植不同的作物，可以利用不同作物之间的相互作

用，抑制病害的发生。例如，可以在番茄田中种植一些具

有抗菌作用的作物，如葱、蒜等，这些作物释放出的物

质可以抑制病菌的生长，从而减轻番茄病害的程度。

2.2  病害识别与防治
在番茄的种植过程中，病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通过及时的病害识别与防治，我们可以有效地控

制病害的蔓延，保障番茄的健康生长。因此，这一环节

对于提高番茄的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其中，及时识别

病害是进行有效防治的前提。番茄常见的病害包括早疫

病、晚疫病、病毒病等，这些病害在发病初期往往表现

出一些特征性的症状。例如，早疫病会在叶片上形成圆

形或椭圆形的病斑，病斑边缘呈深褐色，中央灰白色；

晚疫病则会在叶片背面形成白色霉层，叶片逐渐枯黄；

而病毒病则会导致植株矮小、叶片皱缩变形等。农民朋

友在种植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番茄植株的生长情况，一旦

发现这些异常症状，应立即进行病害识别[3]。然后，在

识别病害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针

对不同类型的病害，防治方法也有所不同。以早疫病和

晚疫病为例，这两种病害都是由真菌引起的，因此可以

通过喷洒杀菌剂进行防治。在选择杀菌剂时，应注意选

择对病害敏感且对植株安全的药物，并按照说明书上的

用法用量进行喷洒。同时，为了增强防治效果，还可以

结合农业措施进行防治，如合理施肥、灌溉和植株调整

等。而对于病毒病这类由病毒引起的病害，防治起来相

对较为困难。除了及时清除病株以减少病毒源外，我们

还需要注意防治传播病毒的昆虫，如蚜虫等。蚜虫是病

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因此，在防治病毒病时，应加强

对蚜虫的防治。可以通过喷洒杀虫剂或使用黄板诱杀等

方法来控制蚜虫的数量，从而降低病毒病的发病率。

2.3  化学防治
在番茄的虫害防治中，化学防治作为一种快速有效



现代工程项目管理·2024� 第3卷�第12期

105

的手段，通常在虫害严重且其他防治方法效果不佳时被

采用。然而，化学农药的使用必须慎重，要遵循安全、

环保、高效的原则，以避免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不良影

响。（1）选用合适的化学农药是确保防治效果的关键。
在选择农药时，应根据害虫的种类、发生规律以及番

茄的生长阶段来确定。同时，要优先考虑使用高效、低

毒、低残留的农药，避免使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以

减少对环境和人体的潜在危害。（2）在使用化学农药
时，要注意农药的安全间隔期。安全间隔期是指农药施

用后到番茄收获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农药的残留

量应降至安全标准以下。农民朋友在施用农药后，应严

格按照农药标签上的安全间隔期要求进行等待，确保番

茄在收获时农药残留量符合安全标准。（3）为了避免
害虫产生抗药性，我们需要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农

药。害虫对农药的抗药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长期

使用同一种农药会导致害虫逐渐产生抗药性，从而降低

防治效果。因此，在使用化学农药时，我们应根据害虫

的抗药性情况，适时更换不同作用机制的农药，以延缓

害虫抗药性的产生。（4）为了进一步提高化学防治的效
果，我们可以结合其他农业措施进行综合防治。例如，

通过加强田间管理，改善番茄的生长环境，提高植株的

抗病能力；通过合理施肥和灌溉，增强植株的健壮度，

降低害虫的侵害程度。这些措施与化学防治相结合，可

以更有效地控制虫害的发生。

2.4  生物防治
在番茄的虫害防治中，生物防治以其环保、高效、

持久的特点，逐渐成为农民朋友们的首选方法。利用天

敌昆虫、微生物制剂等生物手段，我们可以在不破坏

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有效控制虫害的发生，保障番茄的

健康生长。一方面，天敌昆虫是生物防治中的重要角

色。它们以害虫为食，能够有效地降低害虫的密度，从

而减轻对番茄的危害。例如，瓢虫是一种常见的捕食性

天敌，它们以蚜虫为食，可以有效地控制蚜虫的数量。

在番茄园中，我们可以人工释放适量的瓢虫，让它们在

园中自然繁殖，从而长期控制蚜虫的危害。此外，食蚜

蝇、草蛉等天敌昆虫也可以用于防治番茄园中的其他害

虫。另一方面，除了天敌昆虫，微生物制剂也是生物防

治的重要手段。微生物制剂利用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或活

体来防治害虫，具有安全、高效、无污染等优点。其

中，Bt制剂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微生物农药，它含有苏云
金杆菌的活性成分，对鳞翅目害虫具有特效[4]。在番茄

园中，我们可以使用Bt制剂来防治棉铃虫、甜菜夜蛾等
害虫。这些害虫在接触到Bt制剂后会中毒死亡，从而达
到防治的目的。生物防治不仅具有环保性，还能够维护

生态平衡。与化学防治相比，生物防治不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也不会对天敌和其他有益生物造成伤害。此外，

生物防治还具有持久性。一旦天敌昆虫在园中建立起种

群，它们就可以长期控制害虫的数量，减少防治工作的

频次和成本。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设施农业大棚番茄栽培管理与病

虫害防治技术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我们不难发现，这些

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番茄的产量和品质具有显著效果。

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

未来的番茄栽培将更加注重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因

此，我们需要继续加强设施农业大棚番茄栽培管理与病

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创新，不断探索更加高效、环保

的栽培技术和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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