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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农〔2014〕8号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郑州市 2014 年春季蔬菜 

生产管理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委： 

为做好我市春季蔬菜生产的管理工作，提高我市蔬菜生产能

力，现将《郑州市 2014 年春季蔬菜生产管理意见》印发给你们，

望遵照执行。 

 

 

 

                            20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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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2014 年春季蔬菜生产管理意见 

 

立春已过，气温呈现逐渐回升趋势，为切实加强我市春季蔬

菜生产管理，提高蔬菜产量和生产效益，现提出我市春季蔬菜生

产管理意见： 

一、当前蔬菜生产情况分析 

2013 年冬季，我市气候特点为 12 月份无降水，较常年明显

偏少，日照时数除荥阳和中牟偏少 3—10 小时外，其余县(市)、

区较常年偏多 2—15 小时，气温较常年偏高 2.8—3.7 度。1 月

份降水较常年偏少 1.1—4.4 毫米，日照时数较常年偏少 15.5—

94.8 小时，偏少 1—6 成，气温较常年偏低 0.4—1.3 度。由于

冬季气温较常年偏高，光照较好，温棚蔬菜生产表现为比常年长

势较好。目前，日光温室保护地越冬蔬菜正处于中后期生长的重

要时期，早春保护地蔬菜开始陆续定植，露地越冬蔬菜进入恢复

生长阶段，春夏蔬菜也陆续开始进行育苗。蔬菜生产进入春季管

理的关键时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狠抓关键技术，进一步加强

保护地越冬蔬菜中后期田间管理，抓好春播蔬菜的适期育苗、适

时定植，是夺取春季蔬菜丰收的重要保证。 

二、狠抓关键技术，切实做好保护地越冬蔬菜春季管理 

针对去冬光照较为充足，气温较高，温棚蔬菜生产较好，产

出较高，营养消耗较多的实际，做好以追肥、保温、防病为主的

温棚蔬菜春季管理，是保障春季蔬菜供应，实现蔬菜增产增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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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1、科学调控室内温度。春季气温回升较快，温度变化大，

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开花和结果。要针对不同蔬菜品种对

温度的要求，通过合理放风，调节室内温度，满足作物对温度的

需要。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白天室内温度应控制在 28～30℃，

夜间 14～16℃；番茄、西葫芦等蔬菜要控制在 25℃-28℃，夜间

12～14℃。温度过高时采取放风降温措施，一般采用放顶风，随

着外界气温逐步上升而逐渐加大通风量。当夜间最低温度达15℃

以上时，膜外不再覆盖，可昼夜通风；大风降温天气，要及时覆

盖，温度过低时应加盖二道膜，防止植株受冻。 

        2、科学浇水合理调节室内湿度。温室内进行地膜覆盖栽培

的，浇水最好采用膜下暗灌或者滴灌，以有效阻止地面水分蒸发，

降低温棚内空气湿度，减少各种病害发生，一般茄果类蔬菜空气

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60%左右，瓜类蔬菜掌握在 80%左右；浇水应

尽量选在晴天上午进行，此时水温与地温接近，浇水后根系受刺

激小、易适应，地温恢复快，且有足够的时间排除棚内湿气，午

后及雨雪天一般不适宜浇水。浇水量要根据天气、植株生长状况

和土壤墒情而定；早春温度相对较低，蒸发量小，可适当少浇水、

浇小水。进入 3月中旬后，温度迅速升高、植株生长加快，应适

当加大浇水量，增加浇水次数。 

3、合理改善光照条件。保证充足的光照时间是夺取蔬菜丰

产的关键。温棚蔬菜光照管理，一是要尽量延长光照时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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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强度。在温棚内温度得到保证的条件下，不论晴天还是阴雨

雪天气，草苫（或保温被）都要尽可能的早揭晚盖，延长棚内蔬

菜的见光时间；二是保持合理的群体结构。适宜的种植密度有利

于提高光能利用率，减少漏光损失。温室蔬菜春季进入生长中后

期，可根据植株长势，做好整枝、绑蔓，以避免枝叶相互遮光，

提高光能利用效率。还要及时摘除老叶、黄叶、病叶等，以减少

养分消耗，防止病害蔓延 ；三是如果遇到久阴骤晴、棚温急剧

上升，植株萎蔫时，应采取放回头苫、植株喷水等措施，2～3

天后待植株逐渐适应再转入正常的揭盖管理。 

4、及时追肥，保证蔬菜生长正常的营养供应。温棚蔬菜生

长发育进入中后期后，植株需肥量增大，容易出现脱肥现象，导

致植株早衰，一是可结合浇水，每 7 天左右冲施一次化肥（黄瓜

可 5 天左右冲施一次化肥）；二是注意平衡施肥，适量增加磷钾

肥的施用量，以提高植株的抗逆性，提高品质。每次每亩用钾肥

15～20 千克或氮、磷、钾复合肥 20～30 千克，也可用尿素 20～

30 千克，与 300 千克腐熟鸡粪（粪水）交替施用；三是采用叶

面喷肥，用 0.2%～0.3%的尿素或磷酸二氢钾进行叶面追肥，可

快速有效地补给养分，满足生育所需，达到壮秧防早衰的目的。 

5、做好病虫害综合防治。瓜类霜霉病，可用 58%甲霜灵·锰

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普力克水剂800倍液，80%三乙磷酸铝(乙

磷铝、疫霜灵)600 倍液，70%乙磷铝·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72%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700 倍液防治，湿度大时可用百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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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剂防治；番茄早疫病，又叫轮纹病，主要为害叶片，也能侵害

茎秆和果实。可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50%异菌脲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或 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进行

防；番茄晚疫病，番茄晚疫病发病早，苗期就可发病，开始从叶

尖或叶缘处出现不规则的暗绿色水渍状病斑，扩大后变为褐色。

可使用 72%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69%的烯酰锰锌可湿

性粉剂 700 倍液、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进行防治；

番茄、黄瓜灰霉病，可用乙霉威、腐霉利、异菌脲、菌核净、嘧

霉胺等农药品种，参照说明书使用。设施栽培中如湿度较大可选

用腐霉利烟剂熏蒸防治。 

三、切实搞好春季蔬菜管理和育苗工作  

做好露地越冬蔬菜的管理，做到春播蔬菜的适时育苗、适时

定植，是夺取全年蔬菜丰收的基础。 

1、越冬蔬菜返青期管理。露地越冬蔬菜主要有大蒜、洋葱

及越冬叶菜等。春季管理上要根据土壤墒情及时浇水，中耕划锄，

提温保墒，促进蔬菜根系生长。进入 3月下旬后应结合浇水进行

追肥，提苗发棵，促其早上市。 

2、适时做好早春蔬菜的育苗和定植。一是搞好品种选择。

春播蔬菜以选择早熟抗寒品种为主，越夏蔬菜要注意选择耐热、

抗病、适应性强、高产优质的中晚熟品种；二是科学育苗。通过

推广蔬菜工厂化育苗技术，提高种苗质量，达到苗齐苗壮，促进

定植后的成活率；三是要适时定植，加强定植后的早期管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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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蔬菜当棚内连续 3 天最低气温稳定通过 10℃以上，10cm

深土温稳定通过 10℃以上时即为安全定植期。露地蔬菜的定植

期一般比拱棚晚 10～20 天，甘蓝类蔬菜 3 月中下旬定植，瓜类、

茄果类蔬菜 4月中下旬断霜后定植。对耐寒性较强的速生蔬菜如

油菜、小白菜、莴苣、生菜等，可在 3月中下旬进行大田直播。

爬豆、豆角、丝瓜、茄子、辣椒等喜温性蔬菜可于 4 月中旬前后

进行大田直播。越夏蔬菜的育苗和定植时间可根据生产需要或上

市期确定。 

3、做好肥水管理。肥水管理要按照前轻后重原则进行。蔬

菜定植后要及时浇水，促进缓苗，缓苗后 7～15 天内一般不浇水，

不追肥，进行蹲苗，促进根系发育。为防止幼苗徒长，生长前期

应适当控制浇水施肥，待茄果类和瓜类蔬菜第一果（瓜）坐住、

叶菜类蔬菜的茎叶或产品开始迅速生长或膨大时，再进行浇水施

肥。 

四、做好灾害性天气的应对与预防 

我市春季容易发生的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大风和“倒春寒”等。

要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对气候变化早做准备。针对不同天气类型，

加强预防和管理。 

1、大风天气应对措施。遇到大风天气，白天要固定好棚膜

风口、压好压膜线或压膜带。夜间要固定好草帘等覆盖物，并经

常检查、修补好损坏的棚膜。 

2、“倒春寒”天气应对措施。一是加强苗期低温锻炼，提高

秧苗抗寒能力；二是增加保护设施。“倒春寒”来临时及时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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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障；三是适时灌水或进行植株喷水；四是临时加温和熏烟；五

是及时中耕。在寒流来临前几天进行中耕，畦土锄松后，可以较

好地吸收和存贮太阳热能，有效缓解冻害。 

五、优化种植结构，提高生产效益 

各地要抓住春播的有利时机，切实搞好结构调整。一要抓好

品种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选用优质、高产、抗病、

抗逆性强的优良新品种，不断提高优良品种的覆盖率；二是继续

增加优质高效蔬菜种植面积，合理安排茬口，做好早中晚熟品种

搭配，提高蔬菜生产效益，确保市场供应，避免个别品种上市期

过于集中造成市场积压，影响农民积极性；三是做好生产方式的

调整，进一步扩大日光温室等设施蔬菜生产面积，改变传统生产

模式，提高土地产出率，提高产量和效益；四是合理布局，搞好

规模化生产，争创品牌，增强我市蔬菜产品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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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4 年 2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