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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瓜菜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副食品。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外向型蔬菜产业形势的发展，对瓜菜的需求日益增长，因此，

抓好菜篮子是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宁南冷

凉地区瓜菜种植面积由 20世纪 50年代的几万亩，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万亩，已成

为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奔小康的产业之一。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瓜菜已成为商品进入市场，除满足本地消费要求外，大量向周边省区流通。

从根本上直接解决瓜菜品种名称更新速度快、栽培粗放、土壤贫瘠等问题，

对提升瓜菜的栽培技术水平，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特色产业的培育；对促进农

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发展区域经济，增加农业效益，提高农民收

入，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促进社会和谐；对满足城乡人民对农产品多样

性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都具有十分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宁南山区的冷凉蔬菜生产达 40余万亩，发挥夏菜南下反季节销售优势，亩

收益已达 3000～8000元，有效实现山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宁夏南部山区夏

秋气候凉爽多雨，适宜反季节发展春胡萝卜、西芹、辣椒、夏白菜、早甘蓝、早熟马

铃薯等冷凉蔬菜产业，为广大菜农发展反季节蔬菜及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

宁南冷凉地区包括固原市的原州区、彭阳县、隆德县、西吉县、泾源县，以及

中卫市海原县部分地区。总农户 27.5万，农村总人口为 121.7万人。宁南冷凉地

区海拔 1700～2950m，年日照时数 2200～2700h，年平均气温 5℃～8℃，＞0℃积

温 2550℃～3100℃，平均无霜期 127～155天，年平均降雨量 300～679mm，气候

十分适宜冷凉瓜菜生长。该区瓜菜种植有悠久历史，明清历代志书均有记载。如

宁南山区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培育了许多优良蔬菜品种，比如个大、质优

紧实的固原平头甘蓝、高秆甘蓝、蚕豆，脆嫩、爽口的隆德冬萝卜，香辣味浓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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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等等，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2011年，原州区冷凉蔬菜面积达 20多万亩，其中设施蔬菜 9.2万亩，已成为

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2011年，彭阳县设施农业面积 7.3万亩，其中塑料大棚 4.6

万亩、日光温室 2.7万亩。全县种植蔬菜 6.6万亩、食用菌 0.2万亩，年产各类农产

品 18万吨，销售收入 2亿多元。2011年，隆德县设施农业面积达 4.7万亩以上，

其中日光温室 9870亩，其中瓜菜 4900亩；移动大棚 28460亩，其中瓜菜 26088

亩。2011年，西吉县种植蔬菜 7.3万亩，其中西芹 5.2万亩，胡萝卜 5000亩；移动

大棚早熟马玲薯 6000亩；其他设施蔬菜 1万亩。蔬菜主要销售到周边省区以及

中国香港、马来西亚、中东等国家及地区。

就目前发展趋势而言，积极发展具有中小区域性的地方特色保护地蔬菜产

业已成为实现当地农业经济循环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宁南冷凉地区发展特色蔬

菜产业定位于外向型，即定位于“西菜东运及冬菜北上和夏菜南下”，才能紧扣全

国大农业市场的脉搏，实现设施产业高效、高附加值的发展目标。

为了配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项目的

实施，持续更好地指导推广优势瓜菜新品种新技术工作，从根本上全面提升瓜菜

栽培水平，根据宁南冷凉地区瓜菜生产发展迅速，以及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民培训

提高的需要，宁夏农林科学院种质资源研究所特编写了《宁南冷凉地区露地瓜菜

栽培技术》一书。目的在于为瓜菜管理者提供经营感悟，为生产者提供降耗致富

的思想与方法。书中内容是在总结宁南冷凉地区历年来瓜菜传统种植经验的基

础上，吸收参考区内外先进技术而编写的，较系统地介绍了 10类 32种露地蔬菜

瓜果的栽培技术。

真诚感谢所有为本书编著和出版付出心血、提供帮助的人，并在此对书中引

用的文献著者谨表谢意。本书以介绍应用技术为主，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

想，介绍了蔬菜栽培的关键性技术和新技术、新方法等，以求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可为广大菜农、农技人员和专业人员提供参考。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不妥、错误和遗漏之处，请读者朋

友批评指正。

作 者

2013年 2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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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宁南冷凉地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东、西、南三面与甘肃毗邻，北部与

宁夏中卫沙坡头区、吴忠市同心县接壤，总面积 16783km2，辖固原市原州区、西吉

县、隆德县、彭阳县、泾源县，以及中卫市海原县部分地区，总人口 186.85 万人，其

中回族占 47.6%，是宁夏回族主要聚居区之一。地处黄土高原暖温带半干旱气候

区，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形成冬季漫长寒冷、春季气温多变、夏季短暂凉爽、秋

季降温迅速，昼夜温差大，春季和夏初雨量偏少，灾害性天气多，区域降水差异大

等气候特征。年平均日照时数 2518.2h，年平均气温 6.1℃，年平均降水量

492.2mm，年蒸发量 1753.2mm，大于 10℃的活动积温 2000℃～2700℃，无霜期

152天，绝对无霜期 83天。固原市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留下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一个以原州区为中心，以泾源县为重点，南连西安，西

通兰州，北接银川的文化旅游带正在形成，旅游业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宁南山区的冷凉蔬菜生产基地达 40余万亩，发挥“夏菜南下”错季销售优

势，亩收益已达 3000～8000元，有效实现山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宁夏南部山

区夏秋气候凉爽多雨，适宜反季节发展春胡萝卜、西芹、辣椒、夏白菜、早甘蓝、早

熟马铃薯等冷凉蔬菜产业。

2011年，宁夏南部冷凉地区设施农业达 27 万亩，其中日光温室 6.14 万亩，

大中棚 19.9万亩，小拱棚 6000亩；总产值达到当地种植业产值的 25%以上，农民

人均设施农业收入 1300元以上，达到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达到 30%以上

的目标。为广大菜农发展反季节蔬菜及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

宁南冷凉地区总农户 27.5 万户，总农村人口为 121.7 万人。海拔 1700～

2950m，年日照时数 2200~2700h，年平均气温 5℃~8℃，＞0℃积温 2550℃

第一章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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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平均无霜期 127~155天，年平均降水量 300～679mm，气侯十分适宜冷

凉瓜菜生长。该区瓜菜种植有悠久历史，明、清历代志书均有记载。如宁南山区劳

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培育了许多优良蔬菜品种，比如个大、质优紧实的固原

平头甘蓝、高秆甘蓝、蚕豆，脆嫩、爽口的隆德冬萝卜，香辣味浓的红葱等，深受当

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一、原州区概况

原州区总面积 4965平方千米。辖 3个街道办事处、7个镇、4个乡，总人口 49

万人，城市建成区 30.8平方千米，城市总人口 24 万人。区人民政府驻政府街，中

国冷凉蔬菜之乡。

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属高原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具有冬季寒冷干

燥，夏季高温多雨，春季升温较快，秋季降雨集中，年温差较大的特点。原州区海

拔高，年均气温只有 6.3℃，气候冷凉。虽不利于粮食作物生长，但却为发展冷凉

蔬菜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原州区抓住这一独特气候资源，因势利导，大力培育冷

凉蔬菜产业，先后从国内外引进筛选蔬菜优良品种 68个，引进集成了蔬菜穴盘

育苗、嫁接换根、配方施肥、节水灌溉及生物防控、微生态工程等技术 11项，建设

设施蔬菜园区 17个。通过技术创新、调整种植结构，春秋二季拱棚种、夏季露地

种、冬季温棚种，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春菜销往北方，冬菜销往南方，提高了

生产效益。同时，在发展冷凉蔬菜产业过程中，着力发展无公害产品和绿色产品，

培育了六盘山牌、六盘清水河牌、满富牌等地道品牌，知名度不断提高。2011年，

原州区冷凉蔬菜在走红武汉、西安等国内多个城市的同时，远销中国香港、马来

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销量达 5.3亿公斤，金额达 3亿元。

近年来，原州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迅速，冷凉蔬菜总面积达 20 多万亩，其中

设施蔬菜 9.2 万亩。原州区蔬菜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已成为农民增收

的支柱产业。6个冷凉蔬菜生产基地被自治区认定为无公害冷凉蔬菜生产基地。

其中，中河乡万亩供港蔬菜基地的蔬菜不仅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

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安全认证，还通过了欧盟认证。目前，这个基地已向

香港销售蔬菜 1200吨，向马来西亚、中东等国家及地区出口马铃薯 1740吨、蔬

菜 67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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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彭阳县概况

彭阳县位于宁夏东南部边缘，六盘山东麓。现辖 3镇 9乡，共 156个行政村、

4 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 26.26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3.5 万人，占 89.5%；回族

7.87 万人，占 30.0%，人口密度 103. 9人 /平方千米。总土地面积为 2528.65平方

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100.3 万亩，海拔 1248～2418m，年降水量 350～550mm，年

平均气温 7.4℃～8.5℃，日照时数 2311.2h，无霜期 140～170 天，属典型的温带半

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自然灾害相对频繁，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山区县。

2011年，彭阳县实际设施农业 7.3 万亩，其中塑料大棚 4.6 万亩、日光温室 2.7

万亩，育苗中心 180亩，涉及 12个乡镇 81个行政村 12500户农户。全县种植蔬

菜 6.6 万亩、食用菌 0.2 万亩，林果 0.5 万亩，年产各类农产品 18 万吨，其中辣椒

10万吨、食用菌 2600吨，销售收入 2亿多元，其中辣椒 1亿元、食用菌 2000万

元，种植户人均纯收入增收 2000元以上，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收 600元以上。

①塑料大棚生产面积 4.6 万亩，其中辣椒、西甜瓜、甘蓝、西芹各 1 万亩，其他

0.6 万亩。塑料大棚每 667m2收入 6000～9000元，其中早春茬以甘蓝、西兰花为

主，每 667m2平均产量 1.5吨，销售收入 1500 多元；夏茬以辣椒为主，每 667m2平

均产量 4吨，销售收入 6000～7000 元，秋冬茬以菠菜为主，每 667m2平均产量

1.5吨，销售收入 1500 多元。仅种植一茬（夏茬辣椒）的大棚 2.8 万亩，占 61%，种

植两茬（早春茬叶菜类和夏茬辣椒）的大棚 1.5 万亩，占 33%，种植三茬以上的

大棚 1.2 万亩，占 26%。

②在 2.7 万亩日光温室中，蔬菜 2 万亩、果树 0.5 万亩、食用菌 0.2 万亩。

80%的菜棚一年种植，其中早春茬以番茄、黄瓜为主，每 667m2产量 3～4吨，销

售收入 0.8 万～1.5 万元，秋冬茬以番茄、西芹为主，每 667m2产量 4～5 吨，销

售收入 0.7 万～1 万元。

三、隆德县概况

2011年，隆德县设施蔬菜生产，以示范园区建设为抓手，以增加农民收入为

核心，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新设施，大胆试验，大力推广，把发展设施蔬菜种

植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突破口，作为避灾、节水、高效的致富产业，

精心规划，全面培育，强力推进。全县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达到 4.7 万亩以上，其中

第一章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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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面积 9870亩，其中瓜蔬 4900亩；移动大棚面积 28460亩，其中瓜菜

26088亩、辣椒 9643亩、早熟马铃薯 8030亩、西红柿 3300亩、西瓜 2500亩、黄瓜

1700亩、其他叶菜类 915亩。总产量达 8 万吨，总产值 15976 万元，全县农民人均

来自设施农业的纯收入，将突破 400元。

①日光温室主要种植辣椒、黄瓜、西瓜等，辣椒以长剑、亨椒为主；黄瓜以博

耐、博杰为主；西瓜以京欣 2号、小玲为主。

②移动大棚主要种植辣椒、番茄、黄瓜、西瓜等，辣椒品种主要有亨椒一号、

亨椒王、富利卡九号等；番茄主要品种为欧凯、毛粉 802；黄瓜主要品种为博耐

13、博杰 21；西瓜主要品种为豫艺龙卷风、京欣 2号、大西农等；其他叶菜类以甘

蓝为主，品种有晚丰、早生等。

通过高效生产模式、成熟技术的示范引导、辐射带动，使设施蔬菜种植的物

质装备水平达到了较高层次，示范区内优良品种、优新技术应用率达到 100%以

上，辐射全县设施蔬菜优良品种、优新技术覆盖率达到了 80%以上，平均亩产量

提高了 20%以上。

四、西吉县概况

西吉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六盘山西麓，属黄土高原内陆干旱

带，位于东经 105°20′~106°04′、北纬 35°35′～36°14′，东西宽 67 km，南北长

74km。海拔 1688～2633m。与同纬度地区相比，气候春寒干旱，夏短温和，秋凉多

雨，冬冷少雪，四季分布不均，无霜期短。光照资源丰富，日照时数长。年均气温

5.3℃，无霜期 100～150 天，年均降水量 350～500mm，7～9月份降水量占全年总

降水量的 60.9%。总土地面积 3144平方千米（31.4 万公顷），其中耕地 175 万亩

（11.6 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 3.8亩。辖 3镇 16乡，4个居委会、306个行政村，总

人口约 52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45.7 万人，回族 27.9万人，是宁夏农业人口第一

大县和少数民族聚居县。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是国定贫困县之一。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县委、政府立足地方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马铃薯、草畜、劳务三大支柱产业，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2008年，全县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590.4元，其中工资性收入 1059.67元，家庭经营收入 1282.7

元，转移性收入 244.09元，财产性收入 3.92元。在全部纯收入中，劳务收入

1050.6元，马铃薯收入 589元，牧业收入 280.06元，农民马铃薯、草畜、劳务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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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纯收入达到 1919.7元，占全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74.1%，已成为增加农民收

入的主导产业。作物主要有马铃薯、小麦、豆类、莜麦、荞麦、胡麻等。

积极发展特色经济产业，小秋杂粮、优质胡麻、冷凉蔬菜种植等特色产业面

积达到 30.3 万亩。最初以新营乡发展蔬菜 3030亩，占计划的 101%，初步形成了

蔬菜生产基地。什字乡设施农业进展顺利，建立了以马沟、保卫、玉丰、山庄、新

店、余堡等地为主的拱棚示范点 2000座，优质鲜活蔬菜在春冬两季上市销售，为

农民致富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2009 年，县委政府将西芹产业确定为区域优势特

色产业，结合发展设施农业加快发展速度，以更多地吸纳农民就业，增加收入。

2012年，西吉县种植蔬菜共 7.3 万亩，其中西芹 5.2 万亩，胡萝卜 5000亩；移

动大棚早熟马玲薯 6000亩；其他设施蔬菜 1 万亩。从形势分析，该县蔬菜特色产

业发展势头喜人，为农业的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展西芹种植 5.2 万亩，

其中地膜压砂穴播 3.2 万亩，育苗移栽 1 万亩，拱棚种植 1 万亩，总产量达到 30

万吨以上。地膜压砂穴播西芹 7月 20 日陆续上市销售，8月中旬进入销售高峰，

主要分布在以吉农蔬菜合作社为中心辐射整个葫芦河川道地区。西芹主要品种

有加州王、文图拉、法国皇后、嫩脆王等。葫萝卜品种有黑田五寸、红映、旭光 5

号、千红 100 天等。

五、泾源县概况

泾源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南端，因泾河发源地而得名，因六盘山而闻名

于世。东与甘肃省平凉市毗邻，南与甘肃省华亭县、庄浪县接壤，西与宁夏隆德县

相连，北与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阳县交界，地处陕、甘、宁三省会城市西安、兰

州、银川的几何中心。辖区总面积 1131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57.9万亩，林地

面积 61.7 万亩（其中退耕还林草面积 28.3 万亩），土地利用结构大致为“四林三

草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108 人，农耕区为每平方千

米 197 人。全县设 4乡 3镇，共 110 个行政村，总人口 12.3 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

75%，是全区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

民国 2年（1913年）恢复化平县名。1950 年 9月 18日，经甘肃省政府批准，

因泾河发源于此而改称泾源县，属甘肃省平凉专署所辖。1953年 5月，改称泾源

县回族自治区。1955年 5月又改为泾源回族自治县。1958年 6月，划归宁夏回族

自治区固原行政公署管辖，称泾源县。泾源县城距银川 420km，距兰州 286km，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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