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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得到了

极大的提升，在农业行业规模和数量得到扩大的同时社

会对于农业发展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在现阶段

的农业发展中为了使得农业行业适应社会需求，就要将

现代农业栽培技术进行有效的应用。由于现代农业栽培

技术种类较多，所以在应用的过程中为了发挥出该技术

的真正作用，应该对使用的栽培技术要点进行分析，并

从要点分析中合理地对农作物产量质量进行提升。

一、蔬菜栽培技术的实施意义

农业行业发展不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

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也有着极为重要

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和科技的提升下，人们生活水平提

升的同时饮食上的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当前的社

会发展中为了使人们的身体得到健康的发展就提出了膳

食平衡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社会对农业蔬菜的

需求量变得越来越多，而以往的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使

用由于栽培效率较低，所以不再满足现代社会对于农业

生产的需求，而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由于是在科技提

升下发展而来的一种栽培技术，且其中所包含的现代科

技技术种类较多，所以将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应用在

农业生产中能在保障蔬菜质量的同时对蔬菜栽培效率进

行提高。

采用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进行蔬菜栽培时方法种

类较多，在种植的过程中也会对蔬菜出现的一些问题进

行有效的分析和解决，所以能对蔬菜成长过程中病虫害

以及营养不足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减小和降低。当前，在

蔬菜的栽培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了多种无土栽培模式，所

以通过对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使用能有效的提升土

地的利用率，能为我国提供优质的蔬菜也能实现农民经

济的稳定增长。

二、蔬菜栽培技术种类

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升加大了对蔬菜质量和数量的需求，所以在农

业行业的发展中为了对社会这一要求进行满足就要对现

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进行使用，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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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种类较多，且不同种类的栽培技术使用的方式也不相

同，根据对我国当前的农业蔬菜栽培方式研究发现，常

使用的栽培技术有以下几种：第一，反季节栽培。在农

业蔬菜种植的工作中由于不同种类的蔬菜生长环境和生

长习性不同，所以为了保障蔬菜的质量和产量，一般情

况下会在蔬菜适宜的季节进行种植，而现代农业蔬菜栽

培技术的使用就能对农业发展中的这种不足进行弥补，

在对一些蔬菜进行种植时如果该蔬菜不适应在该环境中

生长，那么可以利用大棚技术来为蔬菜的生长制造一个

适应的环境，这样一些畏寒的蔬菜即使在冬季也能有效

的进行种植。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使用不但能够提

升农业的经济效益也能使得人们在冬季吃上各种各样的

新鲜蔬菜。第二，软化栽培。我国农业生产中所种植的

蔬菜种类多种多样，其一些蔬菜在生长环境不同的情况

下自身的发展也不相同，如果将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

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就会使用软化栽培的技术来将一种种

类的蔬菜变成多种种类，软化栽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

蔬菜栽培的过程中用黑色薄膜将蔬菜进行覆盖，当蔬菜

与阳光隔断之后就会失去光合反应，这种情况下蔬菜就

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生存。第三，无土栽培。无土栽培

技术已经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应用，该

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蔬菜的种植过程中不用土壤进行培

育，培育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材料为水和人工配置的营

养液，这种营养液就能在蔬菜生长的过程中为蔬菜提供

生长所需要的养料，无土栽培技术的使用相比于以往土

壤栽培技术来说能够对一些病虫害问题进行有效的避

免，所以该技术在使用的过程中具有高产和节水节肥的

优势，因此在我国的农业蔬菜种植中使用较为广泛。

三、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发展特点

在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其温室大棚

技术由于具有多种优势所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得到了较

为广泛的应用，在社会和科技的提升下，为了使得农业

发展始终对社会的需求进行满足，在现代农业蔬菜栽培

技术的发展中也应该对温室大棚技术进行有效的提升，

而要有效的对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进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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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研究进一步深入

温室大棚技术的使用能够使一些蔬菜实现反季节种

植，这样不但能有效的提升农民的经济效益获得也能为

人们提供更加丰富的蔬菜，根据对温室大棚技术的研究

得知，该技术主要就是通过制造一个蔬菜适宜生长的环

境来保障蔬菜能有效的生长，由于我国的温室大棚技术

的使用相比于国外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所以在应用

的过程中一些技术的使用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不足

就导致了温室大棚技术的使用中会用到大量的资金，这

种发展方式虽然能保障蔬菜种植的产量和质量，但不能

为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带来提升，所以为了对这种现象

进行改善，其相应的科研人员应该在科技发展下对该技

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此通过研究来提升我国的温室

大棚技术，当温室大棚技术使用的过程中能对资金进行

节省时，不但能提升农民的经济效益获得也能使得温室

大棚技术得到更加广泛的推广。

（二）蔬菜生产规模化

农业的发展虽然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提升有

着直接的影响，但在工业化的时代下一些人们为了对自

身的经济效益进行提升会选择外出打工，只有很少一部

分人选择从事农业工作，当农业行业中缺少专业的人才

时即使社会对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进行了提升其相关

的农业工作者也会由于无法对先进技术进行操作而不能

将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作用进行发挥，所以劳动力

的流失会使农业行业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在温室大

棚技术出现之后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得到了较大的提

升，这种发展的变化使得农业蔬菜种植逐渐有了规模化

的发展，所以在工作的过程中即使缺少劳动力的使用也

可以借助现代机械设备来进行工作，由于机械设备的精

确度较高和运行速度较快，所以应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能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提升工作的效率。

（三）蔬菜生产工业化

为了使得农业行业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当前的

农业发展中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种植，这种大规模种植

过程中为了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工作效率进行提升，也

要适当地对机械设备进行使用，当在农业发展中实现了

工业化发展时，不但能为农业行业的发展带来转型升级

也能对蔬菜种植的效率进行提升，因此为了使得我国的

农业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在社会科技的提升下

加强自身的工业化发展。

四、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要点分析

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使用虽然有着多种优势，

但如果在使用该技术进行蔬菜栽培时进行的方式不合理

也不能有效的对蔬菜的质量和产量进行保障，所以为了

将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价值进行充分的发挥，在对该

技术进行使用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对土壤进行选择

在我国当前的农业发展中通过对现代农业蔬菜栽培

技术的使用已经实现了多种方式对蔬菜进行种植，其中

的大棚技术和水培技术使用最为广泛，由于一些蔬菜对

于生长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所以相比于水培技术来说

在农业的发展中大棚技术使用更加的广泛，温室大棚技

术的主要原理就是对环境温度进行改善，所以在使用现

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进行蔬菜的培养时为了对蔬菜的质

量和产量进行保障。首先应该对使用的土壤进行合理的

选择。土壤的质量对蔬菜的生长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蔬

菜生长过程中一些所需要的养分都是在土壤中获取，因

此在蔬菜培养工作中要选择肥沃的土壤进行使用。在土

壤的选择工作中一般情况下要选择酸碱度适中的土壤，

当土壤中的酸性成分或者碱性成分过大都会对蔬菜的正

常生长产生影响。其次，在蔬菜生长的过程中根部要得

到较好的生长，所以所选择的土壤也要具有透气性好和

吸收性强的特点。在蔬菜种植的过程中要经常性的进行

浇水，在浇水完成之后为了避免土壤的透气性降低要适

当的进行土壤的疏松工作。

（二）合理地对棚膜进行选择

棚膜是温室大棚技术中所使用的主要材料，该材料

的质量对蔬菜种植的质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为了

保障蔬菜种植的质量和产量要合理的对使用的棚膜进行

选择。棚膜选择的过程中最好要使用无毒无害材质的棚

膜，如果使用的棚膜材质较差，那么该棚膜在长时间受

到光照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有害的气体，这些气体不

但会对蔬菜的生长产生影响也会对农民的身体健康产生

影响，所以具有多种劣势。为了保障棚膜的使用具有较

好的保温效果又对蔬菜生长没有危害，可以使用保温防

老化的棚膜，这种棚膜由于具有较好的透光性，所以使

用的过程中能对蔬菜对光照的需求进行满足，在没有光

照的情况下也具有极好的保温效果，所以不会让蔬菜受

到低气温的影响而降低产量。

（三）合理地对光照进行控制

土壤、光照和水分为蔬菜生长过程中的主要因素，

所以要对蔬菜的质量进行保障也要对光照进行合理的控

制，在蔬菜生长的过程中缺少光照时会使得蔬菜的生长

不能顺利进行，而光照时间过长或者强度过高时也会对

作物的正常生长带来影响所以在使用温室大棚现代蔬菜

培养技术时要合理地对光照进行控制。如果在天气较为

晴朗的环境下为了避免蔬菜受到的光照较强，可以在大

棚上铺盖一层遮光物来保障光照的适中。如果在阴雨天

气下由于该天气光照时间较短，所以工作人员要对大棚

进行清理，以此避免一些杂物对光线进行遮挡。在没有

光照的天气下为了对蔬菜光照需求进行满足可以使用人

工光线照射的方式进行，这样也能为蔬菜的生长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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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帮助。

（四）保障棚内有效通风

在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使用中温室大棚技术的

使用主要是在反季节对蔬菜进行种植，所以为了对蔬菜

生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其大棚就要保障具有良好的密闭

性，这种密闭的空间虽然能够为蔬菜生长环境进行保

障，但当蔬菜在生长过程中长时间不通风也会由于棚内

空气质量的降低而影响蔬菜的生长，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也要适当的进行棚内通风，当棚内的空气质量得到

提升时不但能减少空气中有害气体的含量也能提升蔬菜

光合作用的效率。

（五）选择合适的蔬菜品种

蔬菜种类多种多样且不同的种类生长环境都是不同

的，因此在采用温室大棚技术进行蔬菜种植时为了对蔬

菜的质量和产量进行保障也要根据实际环境对蔬菜的品

种进行选择。为了避免蔬菜在生长过程中发生死亡的情

况，在蔬菜品种的选择中尽量选择具有抗寒性高和抗旱

性以及抗病性较好的蔬菜品种，当蔬菜品质较高时在生

长的过程中才不会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而不能正常的

生长。

（六）合理地进行施肥工作

蔬菜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养分是较多的，虽然土壤

中也有着多种养分，但是在蔬菜生长过程中土壤中的养

分会逐渐地降低，面对这种情况就要通过肥料的添加来

保障蔬菜生长过程中有着足够的养分使用。一般情况下

在蔬菜栽培的工作中要使用大量的基肥和有机肥料，基

肥为辅助性的肥料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不能使用太久，

以此避免基肥使用量过多而对蔬菜生长造成影响。其

次，不同的蔬菜在生长过程中对于养分的需求量不同，

所以在施肥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蔬菜的实际需求

来进行。由于一些肥料内含有大量的挥发性强的元素，

所以在蔬菜施肥工作进行的过程中要对通风工作合理

控制。

（七）合理灌溉

在现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的使用中不论是使用水培

技术还是使用温室大棚技术都离不开水资源的使用，因

此为了对蔬菜的质量和产量进行保障就要合理地进行灌

溉的工作。蔬菜在生长的过程中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量是

极大的，所以灌溉工作要定期进行。当种植一些对水资

源需求量较少的蔬菜时，灌溉工作的进行要根据蔬菜的

需求来完成。

（八）病虫害的防治

病虫害是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最大的一种危害，在

蔬菜种植的过程中出现病虫害问题时如果没有合理的治

理，那么就会造成病虫害的蔓延，当形成了大面积的病

虫害问题不但会造成蔬菜质量的降低，也会由于蔬菜发

生死亡而降低产量，所以病虫害问题的发生会给农业生

产带来严重的损失，为了对这种情况进行避免，在蔬菜

种植的过程中在发现病虫害问题时要及时治理，以此避

免大面积病虫害的出现。为了避免病虫害问题的发生农

业工作中要做好棚内环境卫生清理，这样也能有效的减

少病虫害的出现。通过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

相结合，必要时，选用高效低毒农药进行化学防治。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业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

要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和科技的提升下现代农业蔬菜栽

培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虽然采用现

代农业蔬菜栽培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有着多种优势，但在

该技术的使用中为了将该技术的价值进行充分的发挥，

要对蔬菜品种和土壤进行合理的选择，并做好日常的光

照控制、通风以及灌溉等工作，这样才能对蔬菜种植的

产量和质量进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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