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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番茄优良品种及栽培新技术

序 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
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
举措。科协作为党领导下的科技群团组织，不仅要积极参与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而且必须发挥自身优势，
在促进农民素质全面提高这一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中大显身
手，有所作为。
毋庸置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目标，

既要靠党的政策，又要靠科学技术。我们必须树立以农民为主
体的观念，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需，从根本上促进“三农”
问题的解决。目前，当务之急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用
新技术及时送往农村，让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明白人”，真正
掌握一两项技能，不断提高依靠科学技术致富的本领，给农民
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是各级科协组织应尽的职责，
也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为此，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决定组织编
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在满足广大农民朋友需要
的同时，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三农”搭建一个有效平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涵盖种植、养殖、果树、
林业、水利、农机、土肥、植保、农副产品加工、生态能源、
储运保鲜、设施农业等实用新技术以及经纪人培养、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发展及经营等内容。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发动
省内外农业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努力用通俗的语言，把国
内外最新的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深入浅出地撰写出来，尽量做
到介绍的技术具体、完整，有可操作性。为了便于广大农民尽
快掌握这些实用技术，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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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

用，本套丛书系统地介绍了一些基础知识和一些常规性的优良
品种，而且每本书都自成体系。在选题和编写的过程中，我们
十分注意内容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对一些没有经过严格实验，
把握不大的品种，我们都严格把关，不受社会上个别商业性炒
作所左右，防止给农民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在编写过程中，辽宁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沈阳农业大学
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在发动专家、筛选题目、修改稿件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对本套丛书的出版给
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套丛书中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商向东
2007 年 8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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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设施番茄生产概况

（一） 国外设施番茄生产概况

番茄 （Lycopersicum esculentum L.），茄科，又名西红柿。
起源于南美洲墨西哥、秘鲁等热带地区，15世纪由墨西哥传入
欧洲，直到 16世纪末仅作为观赏植物栽培，而番茄传到亚洲比
欧洲更晚。但是，由于番茄栽培适应性强，风味优美，营养丰
富，在世界各地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尤其是设施栽培面积。目
前，番茄已成为全球种植最广泛、消费最多的蔬菜作物之一。

目前，在以荷兰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设施番茄栽培技术发
展得比较完善，在环控设施、优良品种、新型材料、环境调
控、配套技术以及产业化开发等方面均形成了完整的技术体
系，其现代化控制系统能根据作物对环境的不同需要，由计算
机对温室内的温、光、水、气、肥等因子进行单项或多项联合
自动监测和调控，并可实现温室作物全天候、周年性的高效生
产，创造了当今世界最高产量和效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个特点。

1. 设施设备先进，且适合本地气候环境
目前，多数发达国家都开发了适合本国实际的设施类型，

一般以温室与大棚为主，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与本国实际相结
合的特点。温室结构材料多用轻钢材和铝合金屋顶，坚固耐用。
设施透明覆盖材料又可分为塑料和玻璃两大类，此外还有少量
的玻璃纤维加强聚酯板和聚碳酸酯板等透明材料，都具有高透
光性、高保温性、防尘、无滴、抗老化、使用期长等特点。设
施环境监测与调控能力强，可利用计算机对设施内外环境与生
产要素参数自动进行检测并实施控制，如温室外的气温、风力、

设施番茄优良品种及栽培新技术 1



降雨等气象情况，温室内空气温湿度、土壤温度和含水量、光
照强度、二氧化碳浓度、营养液的酸碱度 （pH 值）、电导率
（EC） 和温度等。另外，在番茄播种、育苗、定植、管理、收
获、包装、运输等作业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

2. 设施专用番茄品种的普及推广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设施专用番茄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均将

温室专用品种的选育作为实现番茄高产和优质的主要途径。目
前已筛选出一系列温室专用的耐低温、高温、寡照、高湿番茄
品种。荷兰温室番茄年均产量约为每平方米 60千克（折合每亩
4万千克），且品质优良。

3. 育苗技术水平高
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工厂化育苗，主要包括穴盘工厂化

育苗和组培快繁工厂化育苗两种。为了能够达到最高产量和最
好质量，国外专业化的种苗产业非常发达。以荷兰为例，全国
有 130个种苗专营公司，在蔬菜与花卉种苗的脱毒、快繁等方
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穴盘工厂化育苗技术在欧、美等发达国
家已经普及。

4. 栽培技术先进
发达国家一般采用无土栽培方式进行设施番茄生产。无土

栽培具有产量高、品质好、节水节肥、避免连作障碍等优点，
可向人们提供健康、营养、无公害、无污染的产品，营养液循
环利用能节省投资，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5. 设施番茄生产实现了高度专业化和规模化
发达国家设施番茄生产基本上实现了专业化生产，这有利

于种植者积累经验、提高技术，保证产品产量与品质的提高。
此外，发达国家园艺生产的专业化也拉动了温室设施设备、种
子种苗、农药化肥等产业专业化与规模化发展。如荷兰维斯特
兰德朗市的番茄种植公司专业生产番茄，与其他五家专营企业
垄断了荷兰 90%的番茄市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2



6. 采用高能耗、高投入、高产出生产方式
世界发达国家设施番茄生产都采取了高能耗、高投入、高

产出生产方式。一方面，温室设施的成本较高；另一方面，提
倡创造番茄适宜的环境条件，这就要求在高温季节大量降温，
而在低温季节进行加温，所以能耗高，成本较高。但同时由于
其产品多以出口为主，价格较高，所以产出也相当可观。

7. 市场与服务体系完备
发达的市场运作机制是先进国家设施农业良性、持续发展

的关键。荷兰的拍卖市场与专业化服务体系闻名世界，完善的
市场机制及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荷兰农业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因
素。如荷兰依靠发达的港口优势，建立了一套与拍卖市场相连
接的销售服务队伍，包括运输、植物检疫、海关检查等项服务，
保证了产品的大量出口，而这种高额的出口比例又是推进荷兰
设施番茄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8. 产后加工处理提高产品商品价值
发达国家都把番茄产品采后的商品化处理作为温室生产中

十分重要的环节。采收后进行清选、整理、称重、分级、包装，
并贴上商标，注明产地、日期等，可全部净菜上市。为使果蔬
新鲜，除了要经过低温预冷外，从采收到加工→运往批发市
场→零售店的时间要求在 24小时内完成，以此确保果蔬鲜嫩、
卫生、无污染。

（二） 国内设施番茄生产概况

我国番茄进行大面积栽培只有几十年，目前栽培面积 1400
多万亩，产量达 2500多万吨。番茄的栽培形式多样，在我国最
普遍的还是露地番茄栽培，其中以露地春番茄为主，露地秋番
茄在南方及华北地区也有栽培，以满足秋季市场的需要。近年
来随着设施栽培技术的日渐成熟，利用温室、塑料大中棚等设
施进行番茄栽培越来越受到重视，番茄已成为我国继黄瓜之后

设施番茄优良品种及栽培新技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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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设施栽培作物。目前我国番茄设施栽培面积已超过 160
万亩，辽宁省番茄设施栽培面积也已达到 40多万亩，亩产量也
由 2000千克增加到 10 000多千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
来我国北方园艺设施发展迅速，由沈阳农业大学设计建造的辽
沈系列节能型日光温室，使北纬 42度的沈阳地区冬季基本不加
温即可进行番茄栽培，且年亩产达到 2万千克，极大地改善了
北方寒区冬春季市场的番茄供应状况，实现了番茄的周年均衡
供应，并且节约能源，效益十分可观。

虽然我国设施番茄栽培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的设施番茄栽培还有较大差距。我国设施番茄生产
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设施番茄栽培面积发展速度快、面积大，但设施相对落后
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设施番茄的面积远远大于其他国家，

但多以塑料大棚与中小拱棚为主，节能型日光温室面积相对较
少，现代化的大型温室则只建在示范园区与科研单位，用于实
际生产的极少。温室生产自动化程度很低，主要靠人工凭经验
进行管理，环境调控能力差，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此外，
机械化作业水平低，大部分劳动和作业均为原始的手工完成，
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效率低，而且作业质量差，是综合
设施技术中的薄弱环节，对设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已构成约束。
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温室栽培设施的灌溉技术从最初的人
工地面漫灌，逐步发展到采用滴灌、微喷灌、膜下灌、渗灌等
节水灌溉设备和技术。电动卷帘机、机械放风器等机械化配套
设施设备正在逐步发展中，日光温室的环境控制能力逐步提高，
但受生产成本的限制，发展的速度较慢，致使反季节生产中番
茄植株长时间处于不良环境条件下，严重影响了产量与品质。

2. 设施番茄专用品种较少，栽培技术相对落后
我国设施番茄专用品种的选育工作开展较晚，种质资源也

较少，与国外差距较大。目前我国设施栽培品种多数为露地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4



培品种，不适宜设施栽培，这是限制我国设施番茄产量与质量
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虽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的优良
品种，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差异较大，所以选育适合不
同地区的优良的设施专用番茄栽培品种任重而道远。另外，我
国设施番茄栽培仍以经验为主，缺乏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再
加上生产者文化基础、科学素质较差，使我国番茄栽培技术水
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3. 番茄生产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由于我国设施环境控制能力差，再加上重茬、连作等问题，

设施番茄病虫害严重。在防治病虫害过程中，各地由于大量使
用化学农药，使得番茄病虫害对化学农药产生了普遍的抗药性，
菜农只能更进一步加大农药的使用量，由此，农药使用和依赖
程度呈现出恶性循环态势，导致番茄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问
题突出。

4. 市场体系不健全，产后加工环节少
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较为混乱，缺乏规模大的批发销

售市场，在一些小的市场中秩序也比较混乱，缺乏科学的管理
体系与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另外，番茄的采后加工环节非常少，
附加值低。

二、设施番茄对环境条件的基本要求

（一） 温度

番茄生长发育的温度范围为 10～33℃，其中昼温 23～
28℃、夜温 13～18℃、地温 18～23℃为宜。不同生育时期对温
度需求也不同。发芽的适宜温度是 25～30℃，最低发芽温度为
10～12℃。成株期气温一般白天 25℃，晚间 10～15℃，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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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管理最好采用“四段变温管理”，即上午 25～28℃，下午
20～25℃，前半夜 14～17℃，后半夜 12～13℃。上午提高温度
有利于光合作用增强，制造更多的营养物质；下午植株光合作
用相对减弱，稍微降低温度有利于减少呼吸消耗；前半夜温度
稍高一些，有利于营养物质自叶片向果实等部位运输；后半夜
植株以呼吸消耗为主，可适当降温。番茄最适宜的土壤温度一
般在 20～22℃，要注意空气温度与土壤温度有一定互补作用，
原则上“气温高，土温应该低；气温低，土温应该高”。

值得注意的是，番茄苗期对温度的要求较为严格，因为番
茄幼苗在 2片真叶展开后就进行花芽分化，而花芽分化直接影
响到以后的产量与品质，所以应控制温度在 13～28℃。在适宜
温度范围内，温度高些，花芽分化快，但节位高（质量差），数
目少；而温度偏低，花芽分化的数目多，质量好，但低于
13℃，则以后易产生畸形果。温度的高低，主要是指夜温，提
倡“低夜温”（适温范围内偏低），使花芽分化的节位低，数量
多，同时延长光照，更为有利。低夜温的生理作用是减少呼吸
消耗，供给花芽分化的营养增加。气温和地温相对比较来看，
气温影响是主要的，夜间在保证地温的情况下（20℃），如气温
降低 4～5℃，这样花芽分化得好，还能有效抑制秧苗徒长。

（二） 光照

番茄的光饱和点高（7万勒克斯），光照低于 3万勒克斯对
番茄生长发育不利，光照不足，植株徒长，落花落果，易发生
灰霉病和叶霉病，最终影响番茄的品质和产量。对光照强度和
光照时间的要求，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实验结果表明，如果每
天给 4小时的光照，无论任何光强下，都不生长。只有光照时
数达 8小时以上，随光强的增加，生长量增加。一般幼苗光照
时间达 16小时，生长最好。花芽分化期较为严格，如果光照强
度弱，花芽分化延迟，花芽数目少，质量差。所以，在冬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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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弱时应注意更换新的棚膜，并经常清洗，以最大限度地增加
设施内的光照。

（三） 湿度

番茄生长发育的适宜空气相对湿度为 50％～65％，土壤湿
度为 65％～85％。在育苗进程中也要加强水分管理，水分过
多，易造成徒长。但水分也不能控制得太厉害，如保证在田间
持水量的水平，番茄幼苗生长得最好。研究表明，番茄秧苗在
严重缺水时，虽然不会造成死苗，但因缺水产生的危害，不是
因为给水而消除，这种后遗症，一直反映到花芽分化上。另外，
浇水多不是造成徒长的直接原因，主要原因是密度过大，光照
不足。如果株行距大，光照足时，给一定的水分，也不影响生
长，而且还会生长得很好，所以理论上说，应该正常给水，而
在实际生产中可适当控制水分。

（四） 土壤与营养

番茄适于透气良好、腐殖质充足的壤土或沙壤土。在排水
不良的黏重土壤或养分容易流失的沙性土壤中生长较差，最适
pH 值为 6.0～7.0。番茄需肥量较大，一般每生产 1000 千克番
茄，大约需要 2.7～3.2千克氮、0.6～1.0千克磷、4.9～5.1千克
钾。幼苗强调的是氮肥与磷肥，氮促进营养生长，磷促进生殖
生长，氮、磷充足可促进花芽分化，但氮、磷肥过多易徒长。
定植时要施足基肥，且以有机肥为主，配合少量化肥。值得提
出的是，目前生产上只注重氮肥与磷肥，而对钾肥认识不够，
用量很少，造成番茄缺钾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番茄的产
量与品质。

在营养面积上，番茄比茄子、辣椒要求得更为严格。据实
验证明，秧苗小时，营养面积对幼苗的质量影响不明显，随着
生长量的增加，影响也越来越显著，所以，要根据苗龄确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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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面积，苗龄大，营养面积要大；苗龄小，营养面积要小些。
定植时也要注意合理密植，防止栽培过密。

三、栽培类型和季节

目前，我国番茄设施栽培茬口主要为冬春茬（或春茬） 与
秋冬茬（或秋茬），采用育苗方式，一年栽培两茬，或与其他蔬
菜作物进行轮作。近年来，随着设施条件的改善与栽培技术的
提高，一年一大茬的番茄长季节栽培方式也在生产中逐步推广。
我国北方地区番茄设施栽培类型与季节见表 1。

表 1 我国北方地区温室和大棚番茄的栽培类型及季节 （旬 / 月）

四、设施番茄优良品种

番茄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蔬菜作物，其品种与类型多样，选
择适宜的栽培品种尤为重要。由于设施冬季的低温、弱光、高
湿与夏季的高温等不良环境都影响番茄正常的生长发育，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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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类型 设施类型 播种期 定植期 采收期

春茬
日光温室 下 /11-下 /12 上 /02-上 /03 中 /04- 中 /05

大棚 中 /12-上 /02 上 /03- 中 /04 中 /05- 中 /06

秋茬
大棚 上 /06- 中 /07 上 /07- 中 /08 中 /09-下 /10

日光温室 下 /06-下 /07 下 /07-下 /08 上 /10-上 /11

秋冬茬 日光温室 下 /07-下 /08 下 /08-下 /09 上 /11- 中 /12

冬茬 日光温室 下 /08-下 /09 下 /10-下 /11 上 /01-下 /01

冬春茬 日光温室 上 /10-上 /11 上 /12-上 /01 下 /02-下 /03

长季节栽培 日光温室 上 /07-下 /10 上 /08-上 /12 下 /10-下 /02



设施番茄品种应当具有较强的抗逆性，对低温与（或） 高温适
应性强，耐弱光，产量高，品质好。选择番茄品种还要考虑到
当地番茄病虫害的发生情况，选择抗病品种。最后，选择番茄
品种还要考虑当地和外销地的消费习惯，要求所选用的番茄品
种在果实的大小、形状、果色及风味等方面适合消费习惯，用
于外销的番茄还应选择果皮较厚、耐贮运、果形整齐度较高的
番茄品种。
目前生产常见的优良品种介绍如下。

（一） 有限生长型品种

1. 西优五号
西安市番茄研究所育成。生长势强，早熟好，坐果力强，

丰产性突出，在设施生态条件下果实发育速度快。果大，果形
圆整，果硬，耐贮耐运，果实大红色，单果重 300～350克，轻
果肩，品质佳。综合抗病性强，对枯萎病、叶霉病、烟草花叶
病毒病、黄瓜花叶病毒病抗性优。

2. 红宝冠
大连广大种子有限公司选育。2～4穗果封顶，早熟。果实

大红色，大果型，果色好，色泽光亮，果实整齐。硬果，果肉
厚，耐运输，货架期长。平均单果重 350克，最大单果重 1000
克，平均亩产 7000千克左右，最高产量 1.2万千克 /亩。耐低
温弱光，耐热性强。高抗病，增产潜力大。

3. 合作 903
抚顺市北方农业科学研究所育成。早熟，红果杂交种，生

长势中等，普通叶型，第 6～7片叶着生第一花序，着生三花序
后封顶，幼果白色，成熟近圆形，红色。生育期 105 天左右，
抗病毒病、叶霉病及早疫病和晚疫病，耐高温性能好，无青果
肩，单果重 300克左右，最大单果重 800克以上，亩产在适宜
栽培条件下 6000千克左右，果实硬度高、耐储运、风味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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