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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永强，男，高级农艺师，1985年7月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原

莱阳农学院 )，农学学士，同年被分配到临沂市农业科学院工作，

先后在作物研究所、蔬菜研究所、费县刘庄镇人民政府、成果应

用科和土壤肥料研究所等工作至今。20 多年来，先后主持参加山

东省科技厅和临沂市科技局等科技攻关项目 5 项，获市科技进步

二、三等奖 4 项，出版著作 6 部，参加编写著作 1 部，撰写国家

和省级论文 18 篇。近 10 年来，依托德国阿兹肯（原德固赛）公

司、瑞士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作物土壤连作障碍与作物疑难杂症的研究工作，探索出了

不同栽培条件下番茄、黄瓜（西瓜、甜瓜）、辣（甜）椒、茄子、

芸豆（豆角）、葱（洋）、韭菜、大蒜、生姜、马铃薯、十字花

科蔬菜、桃（大樱桃）、葡萄等蔬菜、果树与玉米、小麦、水稻、

花生和棉花等大田作物病虫草害全程安全解决方案，并在山东、

河北、辽宁等地进行了广泛的推广应用与实践，受到许多同行专

家的认可和广大农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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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人

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和农业种植结构

得到了进一步的调整，我国蔬菜栽培面积持续稳定发展，种植

面积由 1980 年的 440 万公顷增加到 2011 年的 1  967 万公顷，

增长了 4.47 倍。1980 年我国设施蔬菜年种植面积仅为 0.67 万

公顷，到 2008 年，设施蔬菜年种植面积达到 334.67 万公顷，

是 1980 年的 500 倍。

在设施蔬菜生产发展过程中，受农村经济体制、农民文化

程度与管理水平和农业技术推广力度的影响，盲目施肥现象普

遍存在，造成设施蔬菜土壤酸化与盐渍化加剧，导致蔬菜病虫

害的发生和危害程度呈上升趋势，生产中滥用药现象突出，防

治失当经常发生，严重影响着设施蔬菜的产量和品质，更重要

的是造成农田环境的面源污染。作者从冬暖大棚番茄生长发育

规律、需肥规律、病虫害发生规律与科学施肥、病虫害安全高

效防治的实际需要出发，针对目前冬暖大棚番茄生产的现状，

结合多年的研究与实践编写了《冬暖大棚番茄最新实用技术》

一书。

前 言
Q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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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冬暖大棚番茄生产的安全性、实

用性和先进性，对冬暖大棚番茄的生物学基础、番茄对环境条

件的要求、生育诊断、土壤连作障碍与常见病虫害等进行了典

型描述，书中配有冬暖大棚番茄生育性状、病虫害发生与危害

症状的原色图谱，图片清晰、典型，便于读者“按图索骥”，

实现冬暖大棚番茄病虫害的田间诊断、防治与综合管理。在土

壤障碍修复与病虫害安全高效防治方面，吸取了当前最新科研

成果，应用目前国内外先进农药产品和技术，结合自己的防治

经验，创新组装了冬暖大棚番茄病虫害全程安全高效解决方案。

该方案具有安全可靠、绿色环保、防治及时、劳动强度小、成

本低和功效高等优点。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山东省蔬菜产业体系首席专家王

淑芬研究员和济宁市农业科学院李素真研究员的热情指导，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错误和疏漏

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

版时修正。

编著者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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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 一 ) 番茄的起源

番茄又名西红柿、洋柿子、番柿和柿子等，是世界各国主要

蔬菜之一。说起番茄的发现、利用栽培及发展，还有一段很长的

历史。野生番茄原产于南美洲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的

热带山川密林中，果实小，形如纽扣，当地人误认为其果实有毒，

管它叫“狼桃”“疯苹果”和“怒苹果”等不雅之名。后来传到

墨西哥，产生了多种变异，墨西哥人较早对其进行了驯化栽培，

使其果实的颜色更加鲜艳夺目。1523 年至 1550 年由墨西哥先后

传到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和葡萄牙等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

陆后，在 16 世纪初，英国女王的丈夫俄罗达拉里公爵把美丽的

番茄果实，从美国带到了英国作为观赏植物，献给女王，女王非

常心喜，便称其为“爱情苹果”。由此，在英国的国民中将美丽

的番茄果实献给自己的情人，曾盛行一时，使番茄作为观赏植物

在欧洲等国繁衍。传说 18 世纪初期，法国有位画家在给番茄写生

后，感情冲动，冒死品尝了番茄果实，并穿好衣服，躺在床上等

待死神降临，但是画家最终安然无恙，那番茄果实的适度酸甜风

味给了他美好的向往。从此，番茄才去掉了“狼桃”和“疯苹果”

等不雅的名字，从有毒植物行列中解放出来，进入人类食品行列，

并进行较大面积栽培。1812 年商品番茄果实初见于罗马市场，

1853 年始见于波士顿。尽管如此，此期番茄在欧洲的种植面积并

不算很大，而从欧洲传到美国后发展速度加快，到 19 世纪中后期

一、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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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的种植面积急剧增加，到 20 世纪中后期几乎遍及世界各国，

成为全球种植最广泛和消费最多的蔬菜作物之一。据联合国统

计，1990 年全世界番茄产量已达 5 000 万吨。

我国栽培的番茄品种，由传教士、商人和华侨从东南亚引入

我国沿海城市，距今约有 300 多年的种植历史。明末 (1921 年 )
王象晋所著《群芳谱》中首次提到“番茄”，当时国人把西方

国家视之为落后地区，鄙视之如“番”，列为番邦，由番邦引来

之物要低一等，故冠之“番”字，又因形似茄，故名“番茄”。

1708 年清代《广群芳谱》中有“番柿，一名六月柿，茎似蒿，高

四五尺，叶似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草本也，来

自西番，故名番柿”等记载。至近代，国人中多数已不再以“番”

字称呼西方，故将“番柿”或“番茄”称为“洋柿子”。

当今我国广泛栽培的番茄是由外域引进的固然不可否认，但

我国自古就有番茄也确系事实。云南西双版纳和大理有一种野生

“酸汤果”，果实小如豌豆，食者都说味如番茄，当地居民以此

做汤而得“酸汤果”之名。经植物学家鉴定，其实是野生番茄。

山西农业科学院曾试种广西地区的野生番茄，植株蔓生，成穗结

果，繁殖后只是未见性状变异罢了。60 年代初，有人在位于川滇

交界的渡口山区，采到野生番茄。倘溯源到古代，1983 年成都博

物馆研究人员在成都凤凰山一座西汉墓室的随葬藤笱中发现一些

未炭化的植物种子，为避免盛有种子的器具干裂，他们用湿布覆

盖其上，不料从中萌生出 40 多株嫩芽，经移植培育，这些幼苗开

花结果，果实红色枣形，竟是番茄，其抗寒性特别强，果实滋味

良好。由此证明，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种植番茄，我国也

是番茄的发源地之一。不过，我国现在种植的番茄，不是起源于

国内的野生番茄，而是起源于南美洲的野生番茄。

由国外引入我国的番茄，虽有 300 余年的种植历史，但直到

20 世纪初期，仅在台湾、海南、广东、浙江和福建东南沿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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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地区种植，到 30～ 40 年代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大城市郊区开始

零星栽培，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番茄仍是鲜为人知的稀有

蔬菜。50～60 年代，在我国北方大中城市郊区和广大农村进行推

广种植，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成为人人皆知的大路蔬菜。80 年代

以来，随着我国北方地区冬暖塑料大棚等设施园艺的发展，实现

了番茄反季栽培，使番茄在全年均衡供应上市成为现实。

( 二 ) 番茄的营养与用途

1. 成分

番茄是营养价值较高的蔬菜之一，不仅是人们喜食的蔬菜，

而且也是可口的水果。据测定，番茄果实含糖 3.0%～ 5.5%，有

机酸 0.15%～ 0.75%，蛋白质 0.7%～ 1.3%，脂肪 0.2%～ 0.3%，

纤维素 0.6%～1.6%，矿物质 0.5%～0.8%，果胶质 1.3%～2.5%。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平均 100 克鲜果中，含维生素 A0.27 毫克，

维生素 B1 0.03 毫克，维生素 B2 0.02 毫克，维生素 C18.5～ 25.0
毫克。据研究，如果每人每天吃 200～ 400 克鲜番茄，就可满足

机体对维生素 A、B1、C 的需要。番茄果中还含有丰富的钙、铁、

磷、硫、钠、钾、镁等矿物盐类。

2. 用途

番茄为一年四季之佳蔬。生吃 ( 诸如凉拌、糖渍 )、蜜脯、制

酱、制罐头、制饮料等，细嫩酸甜，风味鲜美；熟食诸如将其烹饪、

爆炒和熬汤等，滋味浓香适口。

医家认为番茄性微寒，味甘酸，可生津止渴，凉血养肝，清

热解毒，治高血压、坏血病、胃热、口干舌燥，预防动脉硬化、

肝脏病和牙龈出血等。近代医学发现番茄所含的有机酸，能软化

血管，促进对钙、铁元素的吸收，对肠黏膜有收敛作用；所含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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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多半为果糖和葡萄糖，既易被吸收，又护肝养心；所含纤维素

可促进肠道食物排泄，有助于预防肠癌；所含苹果酸和柠檬酸，

能帮助胃液对脂肪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所含番茄素有消炎和利

尿作用，对肾脏病患者尤有补益；常饮番茄汁，能使面容光泽红

润，这是因为番茄所含谷胱甘肽是维护细胞正常代谢不可缺少的

物质，能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使沉着于皮肤和内脏的色素减退

或消失，起到预防蝴蝶斑和老年斑的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未成熟的番茄中含有少量番茄碱，能抑

制多种细菌和致病真菌繁殖，预防菌痢和肠炎。但在短时间内过

多地吃未成熟的番茄果实，大量番茄碱会被吸入体内，容易引起

中毒，出现恶心、呕吐、头昏、流涎和全身发热等症状，严重者

甚至危及生命。难怪古人传说番茄含剧毒，把番茄叫做“狼桃”

和“疯苹果”，故应注意未成熟的番茄切莫生食，即使熟食也应

烧透。若在烧煮时加点醋，则能破坏其中的番茄碱而避免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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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番茄栽培的生物学基础

( 一 ) 植物学特征

1. 番茄的根系

番茄属于直根系，主根入土深，侧根发达，分布较广，根系

较庞大。结果盛期，主根能入土 150 厘米上下，侧根展开幅度可

达 250 厘米左右。但在栽培上由于育苗移栽时主根和多数侧根被

伤断，侧根上支根分生数量增多，并横向发展，根系横向分布的

直径一般为 130～ 170 厘米，分布深度多在 30～ 50 厘米土层中，

在 100 厘米以下的土层中根系分布很少。

番茄不仅在主根上易生侧根和在侧根上易生出大量支根，而

且在茎上，特别是在茎节上很容易生出不定根，且伸展很快。此

特性使番茄扦插繁殖比较容易成活。

图 1  番茄的根系形态 图 2  番茄的根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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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的根系生长能力和伸展范围与土壤的结构、温度、湿度、

肥力和耕作情况有关，在土壤结构良好、地温和湿度适宜、土壤

肥力高和耕作性能好的田地番茄生长能力强，伸展范围大；在土

壤结构差、土壤温度和湿度过高或过低、土壤肥力和土壤耕作性

能差的田地不利于番茄根系生长，生长能力弱，伸展范围小。同

时，番茄根系还受移栽、整枝、摘心和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发育

等栽培管理措施的影响，良好的移栽条件、合理的整枝技术、适

时摘心和地上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协调一致等都有利于根系的生

长发育，恶劣的移栽环境、地上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协调，不

利于番茄根系的生长。

2. 番茄的茎枝

番茄的茎多数品种为半直立性或半蔓性。茎基部木质化，需

支架栽培。少数类型的个别品种为直立性，可无支架栽培。茎的

分生能力强，每个叶腋都可发生侧枝，但以花穗下第 1 侧枝生长

最快。在不整枝条件下，番茄能形成枝叶繁茂的株丛。

番茄属假轴分枝，也称合轴分枝，茎端形成花芽。依据生长

点的形态，可明显地观察到各生育阶段的差异。按顶芽生长习性，

可分为无限生长类型 ( 非自封顶生长类型 ) 和有限生长类型 ( 自封

顶生长类型 )。无限生长类型的植株，在茎端分化第 1 个花穗后，

图 3  番茄的根系形态 图 4  番茄的气生根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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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穗花序下的一个侧芽生长成强盛的侧枝，与主茎连续而成为假

轴 ( 合轴 )，第 2 穗及以后各穗下的一个侧芽也都如此，故形成假

轴无限生长。有限生长类型的植株，则在主茎生出 3 ～ 5 个花

穗后，最上部一个花穗下的侧芽变为花芽，不再长成侧枝，故假

轴不再伸长。

3. 番茄的叶

番茄的叶为互生，单叶羽状深裂或全裂。每叶有 3～ 9 对小

裂片，小裂片的大小、形状因叶片着生的部位而异，第 1、2 片叶

的小裂片小，数量也少，随着叶位上升裂片数增多。一般小裂片

为卵形或椭圆形，叶缘齿形、黄绿、绿或深绿色。

图 5  番茄茎的形态 图 6  番茄分枝形态

图 7  番茄叶形态 图 8  番茄腺毛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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