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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县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南部，大渡河中游两岸，全县辖８个镇，有汉、彝、

藏、回等１７个民族，３３万人口；汉源气候独特、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后劲充足，是成
都经济圈与攀西经济带上的一颗明珠。“５·１２”汶川地震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汉源重建更牵动着湖北人民的心。

湖北是一个科教大省，有丰富的科教资源与大量的科技人才，汉源有良好的
光热条件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湖北省的科教资源和技术优势，通过智力技
术援助，提高汉源相关行业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灾区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一直是湖北援建汉源的一个重要思路与援建着力点。湖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智力技术支援工作，下发了《湖北省对口支援汉源县智力技术支
援工程实施方案》。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高度重视援建工作，行动迅速，根据湖北省抗震救灾对口
支援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主要领导先后多次前往汉源县实地考察，进行
项目对接，制订智力支援实施方案，确定了具体援建项目，并选派了部分专家、技
术人员常驻汉源开展援助工作。结合湖北相关领域的科技优势与汉源县的资源
优势，通过与汉源县相关业务部门进行技术对接，确定了把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果
树产业灾后重建科技示范、生态型高山蔬菜种植、樱桃果酒系列产品开发、ＬＥＤ太
阳能路灯建设示范、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废弃建筑材料循环再利用、提高机砖生产
企业产能及节能、磷矿资源开发研究等工作作为实施智力技术支援的重点，通过
实施重点科技项目，为汉源建成一批科技含量高的示范园及示范基地，培养一批
实用技术人才，以此带动汉源县提高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科技能力和技术水平。

为方便群众掌握相关项目科技知识与技能，特组织编写了《湖北省对口支援
汉源县智力技术工程丛书》，力求简洁实用、通俗易懂，供广大生产和科技人员参
考使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使广大灾区人民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努力把汉源建设成为安居乐业、生态文明、安全和谐
的新家园。

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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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一）蔬菜育苗的概念

蔬菜的种类和品种繁多，栽培方式也多种多样。但蔬菜的种植方式却不外乎

直播与育苗移栽两种。育苗移栽就是把播种材料播于能够满足秧苗生长发育要
求的苗床或容器里，当其生长达到生产上所要求的一定标准时，再栽植到生产田
里。蔬菜育苗是蔬菜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且技术比较复杂的栽培环节。特别是在

蔬菜非适宜生长季节的生产，育苗就尤为重要。通过各种调控技术在蔬菜非适宜
生长季节也能够培育适龄壮苗。

在我国蔬菜生产上，除了大部分根菜类和一部分豆类、绿叶菜类蔬菜以外，其
余的蔬菜都可以采用育苗栽植的栽培方法。无论是露地蔬菜生产，还是保护地蔬

菜生产，也无论是应用种子还是营养器官作为蔬菜生产的播种材料，在不同的季
节中都可以根据生产需要采用育苗方式。此外，育苗也被广泛应用于蔬菜良种

繁育。

（二）育苗在蔬菜生产上的意义

蔬菜育苗的目的是根据生产需要，育成数量充足、质量良好的秧苗。蔬菜育

苗虽然需要置备一些设备，且苗期管理用工也比较多，但它有与直播栽培无法比
拟的优点。

１．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生产季节，延长作物生长期，做到收获早、产量高

多数蔬菜，尤其是瓜果类蔬菜，一般是喜温不耐寒，怕霜冻。我国北方广大地
区受自然条件所限，这些蔬菜自然生长季节很短。因此，在露地直播栽培既不能

提早收获，也难在较短的生长适期内达到高产、稳产。育苗移栽可以延长生长期，

达到适期早定植，早收获，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的目的。

２．提高土地利用率，做到经济、合理地利用土地
育苗移栽可以在上茬作物未收获前提早育苗，前茬作物收获后即可定植，从

而增加茬次，提高土地复种指数，增加利用率，使生产田的茬口安排以及前后茬的
衔接更加灵活，有利于周年集约化栽培。

３．便于人为创造条件培育出符合要求的壮苗

蔬菜育苗一般是在自然条件不适于幼苗生长的季节进行。由于幼苗占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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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很小，可以人为创造适于幼苗生长发育的条件，并结合精细的管理，培育出符合
要求的壮苗。同时，还可以节省种子，保证田间植株整齐一致。

４．节约用种，降低成本
人为创造的育苗环境可以提高种子发芽率，通过集中育苗，种子播种量比大田

直播可节省１／３～１／２。苗期病虫害集中防治，也可有效节约用工和农药成本。此外
育苗还可以刺激和带动一些相关产业的兴起，如育苗设施与设备的生产，床土原料
的生产、种苗运输业的发展等，育苗相关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降低育苗的成本。

５．能够抢农时，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种植效益
蔬菜是鲜活商品，市场价格受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很大。只有适时安排培育

健壮秧苗，及时栽植才能根据市场需求供应产品，提高种植者的经济效益。

育苗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有些蔬菜，如萝卜、胡萝卜等根类蔬菜，大蒜、生姜等
无性繁殖的蔬菜以及茴香、茼蒿等速生密集种植的绿叶菜等则不适于或不必要实
行育苗移栽。

（三）蔬菜育苗的基本特点

在蔬菜生产上，培育和应用适龄壮苗是获得早熟、优质、高产的蔬菜产品，满
足市场需要，提高生产者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各种蔬菜的栽培季节和栽培方式
各异，育苗技术有别，总的来说，我国蔬菜育苗具有如下特点：

１．育苗的范围广
一是指应用育苗进行生产的蔬菜种类广。除了大部分根菜类和一部分豆类、

绿叶菜类蔬菜以外，其余的蔬菜包括一些水生蔬菜都有采用育苗的方式。二是应
用育苗进行蔬菜生产的地域广。无论是我国的北方还是南方，采用育苗移植栽培
的蔬菜面积都很大，特别是在无霜期较短的高纬度地区，采用育苗方式的蔬菜栽
培面积更大，几乎占保护地蔬菜栽培面积的１００％，春、夏季蔬菜栽培面积的５０％
以上。

２．育苗的方式多
由于我国蔬菜的种类多，地域广，不同地区或不同季节的气候条件差异大或

由于生产条件、生产要求的不同，蔬菜育苗所采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按照育苗
是否采取加温、保温措施来分，有保温育苗、加温育苗和降温遮阴育苗等；按照育
苗是否采用护根措施来分，有床土育苗和容器育苗等。

３．育苗管理技术精细
由于蔬菜育苗多数是在不适于幼苗生长发育的季节人为地创造条件进行的，

这就要求具有较高的技术和精细的管理。尤其是保护地育苗，更强调精细管理，

如苗期的水分、温度等管理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否则很难育出符合要求的壮苗。

掌握育苗管理技术更是我国北方保护地蔬菜育苗管理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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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育苗的经营管理要求严
我国北方低温季节的蔬菜保护地育苗，不仅技术性强，需要较多的劳力进行

细致的管理，而且需要一定的设备和能源。育苗成本高，所以蔬菜育苗，特别是保
护地育苗，必须加强经营管理，充分利用育苗设备，降低育苗成本。如采用电热温
床育苗时，一般仅用于播种或培育小苗，以节约能源，提高苗床的利用率。

我国蔬菜育苗方式和育苗技术虽然不断改进，快速育苗、工厂化育苗方式逐
步推广，但是，目前仍以传统育苗方式为主，育苗管理仍以人工为主。因此，在提
高改进传统育苗技术的同时，推广新的育苗方式和技术，对发展蔬菜生产具有重
要意义。

（四）优质秧苗（壮苗）的标准

１．壮苗的概念
蔬菜秧苗是由一粒粒种子个体培育成的幼龄植株。不同的育苗方法会使秧

苗之间形成很大差异，即使用同一种育苗方法，由于秧苗所处的内外环境的不同
以及培育秧苗的种子个体间的差异，也会使秧苗之间有明显的差异。秧苗质量差
异，即秧苗的健壮程度，必然会对以后的产品产量和质量产生重要影响。育苗的
目的，就是要培育质量优良的秧苗，即通常所说的壮苗。蔬菜壮苗的外部形态和
内在生理生化性状标准，因蔬菜种类的不同，生产目的和生产习惯的不同而不同。

总的来说，对秧苗个体而言壮苗是指株体健壮的秧苗。对秧苗群体而言，应包括
无病虫害生长整齐、株体健壮三个方面。株体健壮的含义是：秧苗生活力旺盛适
应力强及生长发育适度与平衡。从生产效果上看，壮苗是指秧苗本身潜在着较强
的生产能力，最终反应为产量、产品质量及产值高（所谓“三高”）。

一般来说，壮苗与苗龄大小无关，不论苗龄大小都有健壮与不健壮的问题。

但是，在以提早成熟与提高早期产量为主要目标的冬、春季保护地育苗，秧苗素质
对生产效果的影响又与苗龄的因素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壮苗的概念中，又
必须包括苗龄这个重要因素。当然，苗龄与秧苗的活力、适应力及生长发育平衡
状态等也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应当全面认识壮苗。

２．壮苗的形态标准
秧苗的外部形态因素，一般包括秧苗的高度、茎粗、叶片数、叶色、株型、叶面

积、根系大小和株体干、鲜重。这些因素测定比较容易，能直观反映出来，一直是
传统育苗技术中常用来衡量秧苗素质的方法。经验表明，壮苗的形态特征是：秧
苗生长健壮，高度适中，大小整齐，既不徒长，也不老化；叶片大而厚，颜色正常，子
叶和叶片都不过早脱落或变黄；根系发达，干物质含量高。果菜类秧苗的花芽分
化早，发育良好等。

上述形态特征多为直观的描述，不容易进行科学概念的比较。为此，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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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判断壮苗形态的数量指标，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１）简单指标。最常用的单项性状指标。依其预测可靠性程度又可分为稳定

性指标与参考性指标。前者包括全株干重、叶面积、根重、茎粗等指标。这些指标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或反映出幼苗同化产物的积累状况与生长发育进程，与生态因
子的改变几乎呈同一方向的变化，即育苗环境改善，指标量也增高。在正常生长
的情况下，这些指标能较稳定地反映出秧苗的质量，是组成壮苗指标的基础性指
标。其中有的也可单独用作壮苗指标，如全株（干）重、根干重等。参考性指标包
括叶色、叶片数、茎高、花芽（序）分化节位等，这些指标对育苗生态环境的变化比
较敏感，但不一定具有稳定的可靠性，也就是说，这类指标的变化可以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出秧苗质量的变化，但指标量的增减不一定与秧苗生育条件的适宜程度以
及秧苗素质的优劣完全一致。例如，叶片数增加只能说明秧苗生育进程，但却反
映不出秧苗的体积或重量等实际生长量。对这类指标，可以作为判断秧苗质量的
参考标准，但一般不能作为主要依据，避免认识或判断的错误。

（２）相对指标。指两种单项指标之间的比值，是表达幼苗生育状态的一类指
标，如茎粗／茎高、根重／冠重、冠重／茎高、叶面积／根体积等。这些相对指标反映
了幼苗各器官生长发育的相关性，它们是按一定的比值关系增长的。但是，环境
因子的改变并非对幼苗各部分器官产生同等的影响。从而，相对指标在比值上的
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育苗环境的适宜程度及秧苗素质上的变化。例如，

随着育苗温度的上升，苗高及茎粗都不断增长，超过一定范围后，茎高生长明显超
过茎粗的增长。茎粗／茎高比值逐渐降低，秧苗素质下降。不过，单纯依靠相对指
标来鉴别秧苗质量又容易出现片面性。例如，在低地温下，幼苗根系发育差，根
重／冠重比值低；而在高温下，由于冠部生长猛增也会出现根重／冠重比值下降，这
两种情况下虽然比值可能接近，但两者秧苗的重量却可能相差２～３倍。可见，壮
苗应具有相对指标的比值，而具有这样指标比值的幼苗并不一定都是壮苗。所
以，应用这些相对指标时，还要和简单指标配合起来，才能形成壮苗指标。

（３）复合指标。是以上述性状指标中选择两个以上的代表性指标（其中至少
包括一个稳定性数量性状指标）组成一个整体的复合指标，以组合后的数量性状
所表达的指标量来评定秧苗质量。与简单指标相比，复合指标更能全面地反映出
秧苗的素质；与相对指标相比，提高了指标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常用的复合指标
有：茎粗／茎高＋根重／冠重×苗干重；茎粗／茎高×苗干重；根重／冠重×苗干重；

茎粗／茎高×冠重；茎粗／茎高×苗干重×叶片数。

一般情况下，上述指标与早期产量的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或极显著。当然，上
述复合指标在实际应用时比较繁琐，特别是一些涉及根重的指标，不易准确测定。

从生产应用的角度出发，茎粗／茎高×冠干重或苗幅／苗高×叶片数等复合指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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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简便易行的。

３．壮苗的生理生化标准
秧苗的生理活动主要包括物质转变、能量转变和形态转变等，是衡量秧苗生

命活动的内在标志。由于育苗方法的不同，育苗环境条件的不同，育成的秧苗差
异很大，很多秧苗的外部形态相似，但它们的苗龄及生理生化性状大不相同，秧苗
定植后的生长发育表现和产量也不相同。因此，单从秧苗的外部形态反映不出秧
苗的确切素质。为了能更全面评价秧苗素质，有必要在测定外部形态指标的基础
上，进一步测定秧苗的生理生化性状指标，使壮苗的标准更具有科学性。目前常
用的秧苗生理生化性状有以下几种。

（１）光合能力。壮苗的光合能力强，同化率高，在相同的条件下，壮苗体内积
累的干物质较多。光合能力的强弱是反映秧苗素质的重要理化指标。

（２）根系活性。秧苗生长发育速度与根系吸收、供应地上部所需要的水分和
矿质元素密切相关。根系的吸收能力受根系量和活性两方面的影响。根系量越
大，体积越大与水分、养分接触的表面积就越大，为更好地吸收水肥提供了可能
性。根系活性，反映了根系真正具有吸收功能的面积，与根毛的多少呈正相关，与
秧苗体内生理功能的强弱也有关。根系活性常用根系活跃吸收面积的大小来表示。

（３）叶绿素含量。叶绿素含量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单位重量的鲜叶片所含
有的叶绿素数量；二是单位叶面积鲜叶片所含有的叶绿素数量。无论哪种表示方
法，其数值越大，表明叶片中叶绿素密度越高，潜在的光合能力越强，是壮苗的标
志之一。

（４）碳氮比例。秧苗体内的不溶性氮（蛋白质）的含量过低时，秧苗生长缓慢，

发育不良。当氮含量较高，而碳素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时，秧苗虽然生
长旺盛，但花芽分化推迟。碳素含量较高，而氮素含量较低时，秧苗花芽分化虽然
较早，但生长缓慢。因此，只有秧苗体内氮素和碳素含量都较高且比例适宜时才
是壮苗。资料表明，茄果类蔬菜秧苗定植前的碳氮比以１∶１．２最为适宜，这样的
秧苗生长发育健壮，开花结果也较早。碳氮比值过大，秧苗开花虽早，但生长衰
弱；比值过小，生长旺盛，但开花结果延迟。

４．壮苗指标的应用
蔬菜种类多，栽培时期及方式多样，对秧苗质量及规格的要求难以统一，只能

根据具体栽培期对秧苗质量的要求研究简单易行，预测性较强的壮苗指标。在确
定数量性状指标及其取值范围时，立足点是既要有利于成苗标准的评定，又能用
于指导育苗生产。壮苗指标在用于生产之前，应经过在不同育苗条件下的反复试
验验证，确认其可靠性及应用范围，以避免产生片面性的错误。

在生产中，通常对壮苗指标的认识往往有片面理解，例如，由于壮苗和劣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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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时，壮苗叶色较深，植株较矮壮，但并非叶色越深，植株越矮越好。因为这除与
不同的品种特性有关外，还与育苗的环境和技术有关。当幼苗长期在１０℃以下的
低温环境中，叶片内会形成大量花青素而使叶色加深，并抑制叶片中叶绿素的生
理功能，形成幼苗的僵化或老化现象。当过于利用水分、温度等控制手段使植株
矮小，也往往会抑制地上部与地下部的正常发育。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应当根据
育苗方式以及环境因子综合分析评价秧苗质量。

在培育壮苗的过程中，由于温度、水分、营养等多种条件的综合影响，使幼苗
的株型表现出不同形态，这种形态表现对于区别壮苗或劣苗以及有针对性地采取
措施，使劣苗转变为壮苗，或防止壮苗退化为劣苗都是很重要的。例如，番茄子叶
期，子叶大而宽厚，表示生育状态正常，若胚轴长达３厘米以上，子叶小而细长，是
由于高温、高湿引起了徒长；反之，胚轴过短，子叶瘦小，则是由于低温、干燥妨碍
了生长所致。番茄在成苗期，叶形手掌状，小叶大小适中，叶柄较短，叶色发绿为
正常苗；当叶形呈长三角形，各小叶大而浓绿，顶部叶片显著地弯曲展开，茎的节
间长，自下而上的节位顺次变粗，整个植株呈倒三角形，则为徒长状态。其原因是
氮素过多，夜温和地温过高，使光合产物过多地分配到地上部所致；反之，叶形小，

叶色淡，小叶片也小，节间短，不能正常伸长的是老化苗，主要原因是夜温、地温过
低，肥料不足等造成。遇到上述情况都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补救。

还应当指出，壮苗和劣苗是相对的。在生产上，除了很典型的外，壮苗和劣苗
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中间类型。

５．苗龄与壮苗
苗龄是表示秧苗生长发育程度的统称。目前，对苗龄的确切定义尚有不同看

法，一般仍以日历苗龄和生理苗龄两种方式来表示。

生理苗龄，是以秧苗生长发育到某种状态来表示。不同的蔬菜种类或同一种
蔬菜不同的品种，秧苗的适宜生理苗龄标准不同，通常同一种蔬菜中早熟品种比
晚熟品种要小些，如早熟甘蓝以５叶龄，中晚熟品种以８叶龄为宜。同一品种蔬菜
秧苗的生理苗龄在不同地区，不同栽培季节，不同栽培方式也不相同，我们将在以
后的章节中具体介绍。

蔬菜秧苗适宜的生理苗龄受育苗环境和设备的限制。育苗面积大，秧苗密度
小时，生理苗龄可以大些；反之，则易引起徒长，降低了秧苗的素质。这是因为苗
龄大小与秧苗各项指标密切相关。表１反映了茄子秧苗的生理苗龄（叶片数）与
其他指标的关系。在一定的密度下（１０厘米×１０厘米）生理苗龄与秧苗的干重和
开展度成正相关，即生理苗龄越大，全株干重或开展度越大。根系活跃吸收面积
与苗龄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即苗龄大于、小于这一点根系活跃吸收面积都呈逐
减趋势，这是因为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根系的容纳量有一定的极限。苗龄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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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量超过这一极限后就会造成交叉拥挤，抑制了根系的吸收功能，活跃吸收面
积反而降低；反之，苗龄过小时，根系生长量小，活跃吸收面积必然小。秧苗的生

理苗龄与叶绿素含量也有一定的相关性，秧苗过大，叶片遮阴郁闭，下部叶片因光
照不足而黄化，降低了叶绿素含量；生理苗龄过小时，叶片正处于生长时期，叶绿

素含量也不高。同样，在一定面积下，秧苗体内有机氮含量也有一临界点，高于或
低于这一点含氮量也逐渐下降。

表１　茄子秧苗的生理苗龄与其他素质的关系

苗龄（叶片数） ７．２　 １．５　 ５．８　 ５．４　 ３．８

全干重（克） １．４　 １．５　 １．４　 ０．８　 ０．２

开展度长（厘米） ２０×１９．６　１８．８×１５．５　１８．６×１５．８　１５．２×１２．２　８．９×９．２

叶绿素含量［毫克／（克鲜叶）］ ８．９６０　 ９．５７０　 ８．７４５　 ８．７１５　 ７．９５５

根系活跃吸收面积（平方米） ０．０９７　 ０．１７２　 ０．２８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３７

干物质中有机氮量（％） ３．６３　 ３．８４　 ４．０３　 ３．８５　 ３．８３

　　日历苗龄，或者叶绝对苗龄，是指从种子播种到定植于大田前所经过的天数，

也称育苗期。一般来说，日历苗龄长的秧苗较大，反之，秧苗较小。但在实际生产

中往往是同样的育苗天数而秧苗的发育程度却大不相同，而不同的育苗天数也可
以培育出发育程度相似的秧苗。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育苗技术、育苗条件的不同

而形成的。例如，同一品种的番茄需要达到８片叶，现花蕾的生理苗龄，在一般阳
畦（冷床）育苗条件下需７０～８０天，而采用温室电热温床育苗时仅需５０～５５天。

造成秧苗的生理苗龄相同而日历苗龄差异较大的诸多因素中以温度条件影响最
大。在温度条件适宜时，秧苗生长迅速，日历苗龄就会缩短；而在育苗温度较低

时，日历苗龄就会延长。表２表明育成具有８片叶，现花蕾的番茄秧苗在育苗期内
的平均气温提高，日历苗龄缩短。尽管日历苗龄相差很大，但有效积温并无显著

差异。可见，秧苗的生理苗龄与有效积温是一致的。

表２　番茄秧苗的苗龄与温度的关系

育苗期平均气温（℃） 日历苗龄（天） 有效积温（℃）

１２．８　 １１４　 ４００．０

１３．６　 ９０　 ４００．５

１６．１　 ７０　 ４１３．７

１７．９　 ５０　 ３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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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苗期的长短与壮苗的关系是复杂的，长苗龄不一定是壮苗，短苗龄的苗也
不一定是徒长苗。对于连续结果和采收的果菜类蔬菜，增大苗龄（指生理苗龄）主
要增加前期产量而对总产量影响不大，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到秧苗根
系活力的限制，即苗龄增大，结果期虽能提前，但由于根系活力降低，植株的相对
生长速度下降，易引起植株早衰；而较小苗龄的苗进入结果期稍晚，但定植后，根
系活力较旺，植株的相对生长速度较快，为中、后期结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
方面，秧苗生长与结果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苗龄越大，定植后结果越早，营
养生长也就越早地受到抑制，这就有可能导致第一批果实采收后出现果实产量下
降的现象，待秧苗生长量上升后，产量得以恢复；相反，较小苗龄的秧苗定植后进
入结果期较晚，营养生长较旺盛，虽然始收期稍有延迟，但产量上升较快。所以，

在生产上不宜片面强调育大苗，而是要培育适龄壮苗。

（五）蔬菜育苗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是应用育苗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蔬菜育苗的历史悠久。早在北魏贾思
勰著的《齐民要术》（６８０年）一书中，已提到茄子的育苗技术。随着蔬菜栽培技术
的发展，我国蔬菜育苗的方式逐渐由露地育苗向保护地育苗发展。古代在我国北
方育瓜类的芽苗时，将种子播于盛有土和灰粪的瓦罐或瓦盆中，夜间放在室内暖
处，白天移至阳光下。或将瓦罐放于室外的粪堆中，酿热催芽。在近代１００多年
前，我国北方已经广泛应用瓦盆育苗的方法。在天气还比较寒冷的早春培育黄
瓜、西葫芦秧苗。以后逐渐采用了简易的冷床（掘土坑，夜间盖以草帘等，如华北
的阳畦）育苗或油纸棚覆盖育苗。随着商品蔬菜生产的发展，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我国北部和中部的大城市郊区建成少数玻璃温室、玻璃冷床和温床等保护地设
施，并用于蔬菜育苗，使蔬菜育苗技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即使在严寒的冬、春季
节，也能培育出喜温性蔬菜的健壮秧苗。解放后，上述形式的蔬菜保护地育苗迅
速发展，对蔬菜的早熟和增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塑料工业的发展，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后，农用塑料薄膜被广泛应用于蔬菜生产上，同时也使蔬菜育苗方式更
加丰富，为大面积发展蔬菜育苗提供了条件。在这期间，有的地区利用马粪、作物
秸秆等材料作酿热物，填制成酿热温床，加热畦土，提高苗床土壤温度，对培育喜
温蔬菜秧苗有显著效果。但是，由于菜区酿热物紧缺，使酿热温床的发展受到了
限制。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在一些城市郊区开始应用电热温床育苗，这使蔬
菜育苗由传统方式向现代化育苗方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以后，在一些大、中城市
又出现了快速育苗、无土育苗和工厂化育苗等方式，为秧苗商品化提供了条件。



二、蔬菜育苗场所与设施

（一）露地苗床

１．平畦与高畦

平畦或称低畦与高畦是指育苗床的高低而言。露地苗床应选择地势高燥、灌
水方便、排水通畅、土壤疏松、肥沃、无病虫危害、通风良好的地块。在南方或在雨
水较多的地区和多雨季节育苗，一般都做成高畦或半高畦，以利于排水防涝。无

论平畦还是高畦，一般畦面宽１．２～１．４米，畦长１０～１４米。做畦后，精细整地，床
面平整，土粒细碎，沟埂顺直。

２．遮阳棚苗床
在高温多雨的季节育苗，为防止烈日或暴雨对蔬菜幼苗的伤害，在露地苗床

的单畦或几个畦上，覆盖遮光、隔雨的草帘、竹帘、苇箔、苇席、遮阳网及薄膜等物。

应用于高温多雨季节芹菜、秋甘蓝、秋花椰菜、秋番茄等蔬菜的育苗。

遮阳棚的形式多样，所需材料可就地取材。一般来说，单畦遮阳棚较矮，为１
米左右；多畦遮阳棚要高些，为２米左右。也可在各种棚架下做苗床，在架上覆盖
遮阳、隔雨的覆盖物形成遮阳棚。

（二）保护地苗床

１．风障苗床

有些耐寒蔬菜如洋葱、莴笋等在秋、冬季节育苗时，为安全越冬，需在畦的北

侧立风障。风障高２～２．５米，向南倾角７５°左右，并设有披风。有些蔬菜如芹菜、

莴笋等在夏季育苗时，由于烈日暴晒，气温、土温过高，致使出苗困难，幼苗生长纤

弱，除采用遮阳棚外，也有利用风障遮阴的。这种风障与冬季的不同，它是立在育
苗畦的南侧并向北倾斜，且不加披风，这种风障也称“倒阴障”。

２．阳畦苗床
阳畦一般指冷床，是在风障畦的基础上四周建有土框，上面覆薄膜等覆盖物

而形成的一种半地下、封闭式苗床。

另外，在我国中南部冬季气温不太严寒的地区，利用竹片在地面畦上扎成拱
圆形架，上面覆盖塑料薄膜，成为小拱棚苗床。床宽２～３米，拱高１～１．５米，床长

１５～２０米，畦向南北或东西均可，寒流来时上盖草帘提高防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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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改良阳畦苗床
传统的阳畦覆盖农膜后温、湿度不易控制，而且管理也不方便。改良阳畦有

较高的后墙，内部空间增大，不仅改善了温、光、湿、气等环境条件，而且管理工作
也比较方便。改良阳畦内的气温与地温都比阳畦要高。

改良阳畦的结构及大小视各地具体条件及用途而异。总的来看，长度最好在

３０～６０米，宽度不少于３米，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增温、保温效果，又便于生产管理。

两排改良阳畦之间距离以５～６米为宜。改良阳畦群的周围最好夹上１．５米左右
高的围障，这样更有利于防风、增温。近年来，华北地区发展一种称为半拱圆形的
中拱棚，基本结构与改良阳畦相似，但空间较大，跨度５～６米，后墙高１．５～１．７
米，厚度０．５米。这种中拱棚温度性能略优于改良阳畦，但空间大，更便于操作
管理。

４．塑料大棚苗床
目前生产上应用的大棚形式种类较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跨度１０～１５米，长

３０～６０米，中高２～２．５米。每栋面积３３３～６６７平方米。塑料大棚具有面积大、

土地利用率高、光照条件好、空间大、管理方便等优点。但是由于其不便加盖不透
明保温覆盖物，所以，其保温性能较改良阳畦和半拱圆形中拱棚稍差。

在塑料大棚内做育苗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棚内建平畦或半高畦苗
床。春季用于各种蔬菜分苗。夏季用于秋菜播种育苗，在南方也可用于喜温蔬菜
播种育苗；另一种是在棚内苗床上再支小拱棚，加盖薄膜及草帘，１～２月份苗床内
温度接近改良阳畦。可用于华北地区各种蔬菜的早春分苗，在南方可进行各种蔬
菜的播种。



三、蔬菜育苗方式与技术

（一）常规育苗

常规蔬菜育苗是指我国传统蔬菜育苗的方法，它没有人工增温降温设施，仅
依靠太阳光辐射来提高苗床温度，并且用透明或不透明覆盖物来防寒保温。目前
在甘蓝类以及生菜类等绿叶菜类蔬菜的育苗中还在应用，但果菜类蔬菜的育苗中
已经还少应用。

１．常规育苗的优缺点
（１）优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投资小、成本低是常规育苗的最大优点，另外

就是技术简单，容易掌握，推广容易。
（２）缺点。①苗期长。因育苗床热源全靠自然热，气温、土温均低，幼苗出土

和生长缓慢，苗龄长。如结球甘蓝、花椰菜、莴笋等一般在第一年的１０月上旬至

１２月下旬播种，苗期长达１２０～１５０天，茄果类一般要在１月下旬播种，苗期在９０～
１２０天。因此，苗期管理用工也多。②秧苗生活力弱。由于秧苗要在苗床中度过
整个冬季，这期间的气温、地温常常满足不了秧苗生长需要，特别是阴雨、雪天。

只能维持不受冻害。因此，秧苗常处在生长停滞状态，往往成为小老苗，生活力减
弱，质量差。③劳动强度大。从建床开始就要筑土框、夹风障、翻晒苗床土壤等。

秧苗在１００多天的生育期中，天天都要揭盖草苫、蒲席、拉缝、放风等，精心管理。

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时时处处需谨慎小心。④土地利用率低。由于阳畦土框占
地面积较大，加上风障、晾晒蒲席占地等，一般苗床面积仅为占地面积的１／３左
右，即使在苗床内，也由于床框的遮阴和局部温差的影响，床面实际利用率也只有

２／３左右。⑤风险大。热源主要靠太阳光，如遇上寒流、阴雨、雪天，特别是长期的
连续阴雪天，易发生沤根、倒苗，造成大片死苗，甚至全部死苗。正因如此，苗床管
理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求管理上不能有失误。⑥无法满
足大规模商品化育苗的需求，无法长途贩运。在现代化大规模育苗条件下，一般
都不采用这种育苗方式。

２．种子处理
（１）种子精选。种子育苗所用的蔬菜种子必须先进行晾晒、精选，剔出腐烂、

破损、瘪粒和虫蛀的种子。因为这些种子在催芽时会霉烂并污染好种子。经过精
选的种子提高了种子的使用价值，播种后出苗率高，出苗整齐，长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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