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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较高，

在冬季的气温也较为温和，这就为当地的冬季蔬菜栽培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由此，区域内的冬季蔬菜种植

面积也在逐步增加。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促进蔬菜

种植效果的提升，就应当加强节水栽培模式配套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以实现成本的降低，帮助种植户取得更高

的经济效益。

一、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开发的重要意义和

优势

（一）重要意义

冬季蔬菜节水模式的开发，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因素

不无关联。以广西贵港地区为例，该地区在种植冬季蔬

菜的过程中，存在着自然降水少和用水资源成本较高的

问题，这对于冬季蔬菜作物的生长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显然，开展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有助于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提高冬季蔬菜单位面积产量。同时，节水栽培

模式的应用也有效避免了以往种植户调运用水资源的困

难，避免了高强度的劳动，这就进一步降低了蔬菜生产

成本，以此提高经济效益。

（二）主要优势

开发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自然环境方面，贵港地区冬季温度偏暖，为

蔬菜种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交通方面，贵港市区

位优势独特，交通条件便利。地处华南地区与西南地区

的结合部，面向粤港澳，背靠大西南，联通东南亚，区

位优势十分明显，区域内有多条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

并拥有水路运输能力，这为当地冬季蔬菜的对外运输和

销售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以往的经验基础上，该地区已

经出现了多种品质较为优秀的冬季蔬菜品种，并取得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这为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的开发提

供了更强的动力。通过冬季蔬菜栽培模式的开发和应

用，以往农村地区冬季劳动力闲置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

影响均得到改善。

（三）主要模式

1.选择耐旱蔬菜品种。我国大部分地区冬季降水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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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干旱情况频繁发生，因此选择耐旱的蔬菜品种则较

为关键。具体来看，可根据下表选择蔬菜品种。

表 1  常见耐旱蔬菜品种

类别 品种

茄果类 农友长茄（茄子）、合作 903（番茄）、海丰系列（辣椒）

瓜类 津春 4号、夏丰 1号（黄瓜）

豆类 禾顺一号（菜豆）；95-1（菜用毛豆）

绿叶菜类 津南实芹、黄苗实芹、正大脆芹等

薯芋类 红爪姜等

2.兴修菜园水利设施。菜园水利设施是确保长期干旱

条件下供水的关键，因此相关单位和农户都应当对此予

以重视。具体来看，在菜园水利设施的修建过程中，应

当结合当地的天然水源分布，适当开挖沟渠，将水源地

的水引入到菜园中。同时还要注重蓄水池的建设，蓄水

池的蓄水量应当按照干旱季节 40d无雨能保灌溉、其他

季节 70d无雨能保灌溉的要求进行设置，以保障蔬菜的

有效生产。

3.采用先进的灌溉设施。滴管和喷灌设施是较为先进

的灌溉设施，同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其在效率和节水

性能等指标上都较为优异。因此在灌溉设施的选择上，

应当优先选择这两种设施，以推动节水栽培模式的更好

实现。

4.覆盖技术。覆盖技术主要分为地膜覆盖技术和秸秆

覆盖技术两种，这两种技术的特点不同，具体来看，地

膜覆盖技术主要采用塑料地膜对种植区域进行覆盖，这

种覆盖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土壤温度，也具备一定的抗旱

保墒能力，还有助于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效果，这对于

冬季蔬菜的栽培而言，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当然，地

膜覆盖技术也具有一定的缺点，其主要表现在，由于地

膜覆盖后有机质分解速度加快，因此土壤的肥力下降速

度会加快，且覆盖膜后追肥难度大。

除了地膜覆盖技术之外，秸秆覆盖技术也是一种常

用的技术方法。在应用此种技术时，直接将秸秆覆盖在

地层上，形成土地保护层，能够有效减少水分蒸发，且

秸秆被细菌分解时产生的有机质也有助于增加土壤肥

力。当然，秸秆覆盖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病虫害发

生概率，且对蔬菜种子扎根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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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选择覆盖技术时，通常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予以综

合考虑。

二、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的配套技术措施开

发策略

（一）整地和播种

整地环节建议在每年 11月初进行，此时地面的上茬

作物已经成熟并基本收获完毕，此时需要尽快对种植区

域和排水沟等位置进行及时清理，以除去影响种植的杂

物。这一环节结束后，需要对土壤湿度进行监测，当土

壤湿度处于适中条件时，要及时进行机械耕肥作业，耕

肥深度应当确保在 25cm以上，以确保表层土壤的细碎、

疏松和平整，当土壤达到上述条件时整地环节即告完成。

在整地环节完成后数日内即可开始进行播种和覆膜

作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仍需要对土壤湿

度进行监测，当土壤湿度较小时，应当及时开展泼水增

墒作业，以促进出苗率。同时，在播种环节还需要加强

对种植密度的控制，对于这方面的参数控制，则通常要

参考以往的经验，并参考相关资料，根据不同蔬菜作物

品种的特性进行确定，以满足蔬菜作物冬季生长的相关

需求，促进其更好生长。

（二）科学浇水

提高节水效益是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中的工作重

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兼顾蔬菜的高效生长，种植

人员就需要严格控制浇水的次数和时机。一般来说，为

确保浇水的次数和时机科学合理，应当综合考虑土壤

湿度、当地降水情况和土壤质地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研

判。在浇水的方法上，则建议优先选择膜下滴灌技术，

这种技术是指在滴灌区域覆盖一层地膜再进行滴灌作业

的过程。在实际应用时，能够通过毛细管上的滴水器，

将水分均匀输送到蔬菜作物根系的发育区，促进水分的

高效吸收。与传统的浇水方式相比，这种技术不仅有效

节约了水资源，而且还显著提高了蔬菜作物的水分吸收

率，这对于促进蔬菜产量提高和品质提升而言，无疑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具体的浇水环节中，通常需要在蔬菜作物的出苗

阶段，使用滴灌技术进行一次滴灌作业，在出苗期到花

期进行两次滴灌作业，在开花后进行 2～3次滴灌作业，

每次滴灌都需要确保滴水的量能够达到浸透种植区域的

效果，以保持土壤含水量，避免因土壤过于干旱导致减

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蔬菜收获前一周，不可进

行滴灌作业，避免因过度浇水而影响蔬菜的品质。

（三）科学施肥

在蔬菜种植过程中，施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

节。一般来说，在蔬菜种植的施肥环节中，应当适当增

加农家肥的比例，做到下足基肥、适时追肥和根外追肥

“三位一体”的施肥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肥料

种类及比例则要根据不同蔬菜品种的特点，以及其对具

体营养成分的需求情况、和土壤肥力等因素，予以综合

确定。一般来说，对于白菜、甘蓝和包心芥菜等蔬菜作

物的施肥，应当在定植环节完成后尽早追肥，并在莲座

期、始球前、结球中期均要追施氮肥，而在这些作物生

长到结球期时，则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磷肥和钾肥

的施加量，确保蔬菜产品在重量上的增加。对于萝卜类

蔬菜作物的施肥环节而言，则与上述内容存在一定差

异，其通常需要在第二次定苗后，适当减少施肥量，确

保萝卜根系的进一步成长，形成肉质根。当肉质根形成

后再进行浇水和施肥。而对于马铃薯的施肥则要以基肥

为主，并优先选用农家肥，尽量降低化肥的用量，避免

化肥用量过多带来的副作用。

（四）除草作业

为避免杂草在生长过程中对越冬蔬菜所需养分的抢

夺作用，种植和日常养护人员应当对蔬菜生长过程中各

个环节的除草作业环节予以高度重视。除草作业环节一

般有两个重要节点：其一，通常是在整地环节结束后进

行，选择对蔬菜作物无害的除草剂，需要注意的是，种

植蔬菜的除草剂必须选择适用该蔬菜的除草剂，以避免

产生药害，对土壤表面进行均匀喷洒。其二，在蔬菜作

物生长期间，仍需加强对田间杂草情况的监测和巡视，

如发现出现杂草萌芽，则要第一时间视具体情况进行处

理，一般采用人工或选择最佳除草剂等方式进行除草

作业。

（五）防冻害措施

冬季蔬菜最重要的是要预防低温冻害方面的工作，

这项工作不容忽视。以广西贵港地区为例，虽然该地区

冬季温度偏高，但根据近些年相关气象数据和地理环境

变化条件来看，其在 1月中下旬，也存在因强寒潮影响

而出现低温天气的可能性，当温度较低时，对于蔬菜作

物的危害程度也将加剧。为有效预防和减轻低温冻害问

题，种植人员应当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温度较为稳定

时，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并在第二天日出前对植株进

行清水喷雾，这对于预防和减轻蔬菜作物冻害问题有着

良好的效果。

（六）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各种农作物，尤其是

瓜果蔬菜质量和产量的重要问题。虽然冬季是病虫害的

低发季节，但是由于种植冬季蔬菜的区域冬季偏暖，因

此病虫害问题的发生程度仍然较高，需要引起各方面的

高度重视。具体来看，为实现有效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应当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措施着手进行：在蔬菜品种的选

择上，应当优先选择抗病害能力强的优良品种，并在此

基础上在育苗环节要做好培苗和选苗工作，人工干预优

先保留优选长势较好的幼苗；要避免同一片种植区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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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种植单一种类蔬菜作物的局限，而是要采用各种作物

轮作方式，优先选用“水旱轮作”模式，以保证土壤肥

力得到有效缓释和生态循环的同时，并利用部分作物的

抗病虫害能力循环轮作以此来减少病虫源的长期繁衍；

在肥水管理环节，蔬菜种植要优先选择传统农家肥，化

肥的施用要适量适当只是作为辅助手段，同时在使用化

肥时，要采取氮、磷、钾肥配合使用的方法，并结合实

际情况适当增加微量元素肥料的使用量，以保持土壤肥

力和植株抗性，此外也需要适当进行浇水，避免浇水量

过高导致部分病菌滋生和传播；对于栽培过程中出现的

病虫害问题，要优先选用生物法和物理法进行治理，当

病虫害较严重，生物法和物理法的效果不甚明显时，则

要优先考虑当前市场上主流的低毒高效的化学农药，如

使用“菌思奇”防治菌核病、使用“阿克白”防治霜霉

病，以及使用“宁南霉素”防治病毒等，并控制好浓度

和用量，做到“适可而止”，即在达到病虫害控制效果后

立刻停止用药，以尽量降低农药残留，从而保证蔬菜的

品质和销售价格；在蔬菜收获后，要及时清除种植区域

的残株烂叶，并选用多菌灵、百菌清等广谱低毒高效杀

菌剂进行土壤消毒，以尽量消除上茬作物残留的病菌，

从而有效阻断病菌和害虫的传播条件。

三、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的相关管理措施

（一）因地制宜对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进行推广

1.推广原则。在开展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推广时，

应当始终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特别是对于一些优

质高产的新品种和新模式方法，应当先在本地区对其进

行试点栽培两到三年后，对各项数据结果进行综合比对

分析，确定其能够在当地环境正常生长后，再逐步对农

民群众进行新品种和相关技术的推广种植。

2.推广方式。在推广过程中，基层农业部门充分利用

适合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平台和载体进行，优化现有的

宣传方式，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微信、短视频、

电视媒体、村广播及宣传栏等进行大范围的基层推广工

作，让广大农民意识到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能给自己

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以此引导广大农民在冬季蔬菜种

植过程中，主动应用节水栽培模式，确保冬季蔬菜节水

栽培模式的推广工作真正得到落实。

（二）加强关于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技术方法的

培训工作

1.提高蔬菜种植户对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技术的认

识。为确保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的优势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基层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应当在日常工作中加强相

关技术方法的培训，以在广大农村推广冬季蔬菜节水栽

培模式。

2.技术理论培训。培训工作应当在蔬菜种植前进行，

做到提前部署。培训工作则建议分为以下两个部分：其

一，由基层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的相关技术人员向广大

种植户讲解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的相关方法和注意事

项，推荐在这一环节中需要使用的肥料、农药和其他材

料等，讲解实用性较强的方法，让广大种植户意识到，

正确使用这些方法和物品，是提高自身经济收入的关键

途径。其二，对于一些重点的蔬菜种植区域，要着重普

及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的技术方法，确保这些技术方

法真正落到实处。

3.现场观摩培训。在这一环节中，建议采用现场培

训的方式，组织种植户到现场观摩各种技术方法如何

使用，以及这些技术方法取得了何种效果，为其留下较

为深刻的印象，从而引导种植户积极应用这些技术。同

时，此环节需要注意的是，为确保培训内容能够为种植

户所熟知，应当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避免专业词汇的

大量使用。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冬季蔬菜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对其保持重视。当然，在

当前的冬季蔬菜节水栽培模式配套技术开发应用过程

中，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基层有关部门应当

与种植户一起，在现有的技术经验基础上，加强在各个

环节上的优化创新，努力提高冬季蔬菜的产量和质量，

从而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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