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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草莓标准化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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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土壤的要求、品种选择、种苗繁殖方法、定植及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等措施，介绍

了日光温室草莓标准化栽培关键技术，达到优质丰产目的，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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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又叫红莓、洋莓、地莓等草莓是对蔷薇

科草莓属植物的通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草莓

的外观呈心形，鲜美红嫩，果肉多汁，含有特殊的

浓郁水果芳香。据测定，每 100 克草莓果肉中含

糖 8 至 9 克、蛋白质 0. 4 至 0. 6 克，维生素 C50 至

100 毫克，比苹果、葡萄高 7 到 10 倍。而它的苹

果酸、柠檬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以及胡萝

卜素、钙、磷、铁的含量也比苹果、梨、葡萄高 3 到

4 倍。台湾人把草莓称为“活的维生素丸”，德国

人把草莓誉为“神奇之果”。我国草莓生产迅速

发展，草莓栽培面积及产量均居世界首位。而我

省草莓引种与栽培较早，但生产相对较落后。通

过近几年蔬菜标准园项目的实施，结合生产实

际，总结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研制出设施草莓标

准化栽培技术，现将栽培要点总结如下。
1 土壤要求

草莓根系发达适应性强，育苗和生产选择地

势高、水源充足、灌排方便、土壤肥沃、疏松的田

块。空气土壤和灌溉水质量应符合国家农业行

业标 准《无 公 害 食 品 草 莓 产 地 环 境 条 件》
( NY5104 － 2002) 的要求。
2 品种选择

选择章姬、甜查理、丰香、红颜、童子 1 号、香
梅、小白等抗病、优质、丰产的草莓品种。
3 培育壮苗

3. 1 壮苗标准

种苗大小整齐一致，有较多的须根; 根粗 1
厘米以上，叶面积大，叶柄短粗，中心芽饱满、叶

色浓绿、有 4 ～ 5 片功能叶，无病虫害。
3. 2 选择种苗

繁殖生产用的母株要选择脱毒种苗。

3. 3 繁育方法

我省繁育草莓种苗时间一般为 5 月上、中

旬，选择非草莓连作田块做苗床。每 667m2 施入

腐熟农家机肥 3 ～ 4 方、复合肥 20 ～ 30kg。深耕

耙平后做成 1. 5m 宽的平畦。然后将母株双行交

错定植在畦中，株距为 50cm。栽植时苗心茎部要

稍高于地面或者与地面平齐，做到深不埋心，浅

不露根，栽植后及时浇透定植水。
3. 4 种苗管理

定植后要及时中耕，并结合中耕进行除草，

浇水切记大水漫灌、小水勤浇。及时摘除母株上

的花蕾，喷洒赤霉素浓度为 30 ～ 50ppm，促进匍匐

茎抽生。适时在匍匐茎的叶丛处用土压茎，促进

幼苗生根。
4 栽培技术

4. 1 定植

定植前 15 ～ 20 天日光温室土壤中加入石灰

氮进行消毒，结合整地每 667m2 施腐熟农家肥

5 ～ 6 方，复合肥 30 ～ 40kg，过磷酸钙 50kg。起垄

覆膜，垄高 25cm，垄面宽 40cm，垄间距 60cm。8
月下旬定植，将假植苗定植于垄面。每垄定植 2
行，行距 25cm，株距在 20cm。定植时弓背朝向垄

沟，做到深不埋心，浅不露根。
4. 2 肥水管理

定植后浇透水，草莓需水肥量大，整个生育

期保持土壤湿润，浇水原则“干而不旱，湿而不

涝，见干见湿”要小水勤浇。追肥原则“少量多

次、少施勤施”的，采用水肥一体化系统追肥，选

用速溶，速效多元有机无机肥料，N、P、K 搭配合

理。主要抓住现蕾期、花后、果实膨大期、果实采

收前期、后期进行施肥。施肥时间须在早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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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植株在现蕾期和果实膨大期用 0. 1% 尿素加

0. 3%磷酸二氢钾进行叶面追肥。日光温室内二

氧化碳浓度低，可适当补施二氧化碳气肥，促进

光合作用、使得草莓叶片增大、增厚，果实变大，

提早成熟且能增产 15% ～20%。
4. 3 植株、花果管理及环境调控

4. 3. 1 植株管理

在草莓整个生长、开花、结果期，及时摘除老

叶和病叶，以减少消耗草莓植株的养分，促进花

芽分化，改善植株的通风透光性，减少病害发生。
下部腋芽和匍匐茎要及早去除，防止消耗植株的

营养，以增加大果率和产量。有计划的留花果，

保留 1 ～ 3 级花序，第 4、5 级花序全部摘除; 结完

果的花序要及时去除，促进植株抽生新花序。
4. 3. 2 花果管理

花期放养熊蜂授粉可以提高草莓的坐果率，

减少畸形果的发生。每 667m2 放入 1 箱即可，在

植株显蕾后至开花前放入熊蜂，放蜂时用防虫网

将通风口封好。放蜂期间，不得使用杀虫、杀菌

剂。及时疏除畸形果、病虫果，使果个增大，提高

商品果质量。
4. 4 光照管理

为了促进植株旺盛生长和开花结果，除采用

保温措施外，还需在后墙张贴反光幕及电照补

光。每 667m2 安装 100 瓦植物生长补光灯 25 ～
30 个，灯高 1. 8m; 11 月 ～ 2 月上旬进行补光，每

天下午 5 ～ 10 时补光 5 小时。
4. 5 温、湿度管理

白天温室内的温度一般不超过 35℃，夜间最

低温度在 8℃以上，如出现 35℃ 以上高温时要及

时放风、降温、排湿，下午 4: 30 分要放保温被保

温。保持空气相对湿度 60% ～ 70%，开花期空气

相对湿度控制在 30% ～ 45% 以下，土壤湿度保持

在 60 ～ 70%。

4. 6 病虫害综合防治

病虫害防治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

保原则。首先培育壮苗，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
其次加强综合技术管理，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调控室内温度，降低空气湿度，合理密植、平衡施

肥、悬挂黄、蓝板等综合措施。发现病虫害要及

时防治，摘除虫叶、病叶和病果并带出棚外销毁。
草莓病虫害化学防治优先选用微生物和植

物源农药，禁止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国家限制

使用品种，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交替用

药，合理混用。可选用苦参碱、除虫菊素、烟碱、
鱼藤酮、吡虫啉、啶虫咪、乐斯本、扫螨净乳油、哒
螨灵乳油等药剂喷雾防治蚜虫、白粉虱、红蜘蛛

等主要虫害; 用大生可湿性粉剂、绿妃、露娜森、
世高水分散颗粒剂、速克灵、凯泽、等药剂喷雾防

治白粉病、炭疽病、灰霉病等主要病害。
5 果实采收

当果实达到九成熟时可采收并按果实按大

小分级包装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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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三农”的重要论述·

谈生态文明———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

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环境治理明

显加强，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更加美丽宜人!

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让人民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之中。
(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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