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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程

编写。

本文件是《日光温室蔬菜绿色生产技术规程》第 8部分 西葫芦，已经发布第 1部分 总则。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义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凌源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文件起草人：刘爱群、辛彬、邹春蕾、张曦、王秀雪、汪玉武、周朋、司海静。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84号，联系电话：024-310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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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蔬菜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第 8 部分：西葫芦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日光温室西葫芦生产的种子、秧苗、定植前准备、温室环境管理、植株管理、水肥管

理、病虫害防控等的相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日光温室西葫芦绿色、安全、高效生产，特别适用设施蔬菜园区进行西葫芦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6715.1 瓜菜作物种子 第 1部分：瓜类

GB/T 19791 温室防虫网设计安装规范

NY/T 2312 茄果类蔬菜穴盘育苗技术规程

DB21/T 1506-2017 农产品质量安全 日光温室西葫芦长季节生产技术规程

DB21/T 1895 棚秸秆生物反应推 内置式技术规程

DB21/T 2718 日光温室熊蜂授粉技术规程

DB21/T 1222.8-2021 蔬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第 8部分：西葫芦

3 术语和定义

DB21/T 3416.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4 绿色生产要求

绿色生产相关的产地环境、节能日光温室、肥料与农药施用原则、产品安全质量、标识包装、生产

档案等要求，应符合 DB21/T 3416.1《日光温室蔬菜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第 1部分 总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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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色生产技术

5.1 栽培茬口选择

5.1.1 秋冬茬栽培

一般指 8月育苗，8月下旬～9月初定植，10月～笠年 1月采收。

5.1.2 越冬茬栽培

一般指 10月育苗，10月中旬～11月定植，12月～笠年 4月采收。

5.1.3 冬春茬栽培

一般指 12～1月育苗，1月上旬～2月上旬定植，2月～6月采收。

5.2 品种和秧苗选择

5.2.1 品种

选择优质、高产、抗病、抗逆的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16715.1 的要求。

5.2.2 秧苗

宜选用苗龄 15～25 d，株高 10 cm左右，真叶 2～3片，子叶完好，茎基粗，叶片油绿而厚，无病

虫害，根系发达，根坨完成的秧苗。

5.3 定植前准备

5.3.1 基肥

5.3.1.1 基肥施肥方案

根据温室栽培年限、土壤肥力和目标产量，一个茬口每 667 m2施入的三元复合肥 10～40 kg，堆肥

（腐熟农家粪肥）5～10m3、玉米或水稻等秸秆等 1000～1500 kg，其中有机肥和秸秆施用可根据茬口

数量按总量每年一次性施用。秸秆还田可以采取秸秆反应堆方法，施用方法按照 DB 21/T 1895规定，

也可以采取粉碎秸秆撒施或结合高温闷棚的方法施用。其它微生物菌肥和中微量元素肥料可根据实际情

况施用。

5.3.1.2 基肥施用限量指标

根据日光温室西葫芦生产年限及其土壤肥力不同，以日光温室西葫芦秋冬茬栽培每 667m2目标产量

1.25万 kg，提出日光温室西葫芦施肥限量指标（见表 1），其它茬口栽培可根据目标产量的不同，施肥

限量指标可适当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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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光温室西葫芦土壤肥力与限量施肥指标

土壤肥

力特征

土壤肥力指标

施肥限量指标

参考

种植

年限

堆肥

（每年,m3/667 m2）

化肥

（每茬, kg/667 m2）

有机质

（%）

EC
（ms/cm）

碱解氮

（mg/kg）
速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牛粪 猪粪 N P2O5 K2O

低肥力 ≤3.0 ≤0.4 ≤100 ≤70 ≤250 20 15 39 13 67 1～4

中肥力 3.1～4.9 0.4～0.5 150-250 120～200 350～500 15 10 26 13 45 5～9

高肥力 ≥ 5.0 ≥ 0.55 ≥ 300 ≥ 250 ≥ 600 10 5 18 13 30 ≥10

备注 日光温室西葫芦每茬667 m2年目标产量为1.25 万kg，其它茬口可根据产量和土壤肥力不同进行适当增减。

5.3.2 土壤消毒

夏季在前茬作物拉秧后，进行高温闷棚消毒，药剂宜使用氰胺化钙，施用量为 80 kg/667 m2，方法

按照 DB21T 3140-2019规定操作。

5.3.3 整地

所有肥料均匀撒施土壤表面后，旋耕或深翻 30 cm左右。

5.3.4 做畦

采用高畦双行栽培的，畦高 20 cm，畦面宽 150 cm，过道宽 50 cm；采用高畦单行栽培的，畦高 20

cm，畦面宽 70 cm，过道宽 30 cm。每行安装 2根滴灌带或软管微喷带。

5.3.5 安装防虫网

温室所有通风口和入口处宜安装不低于 40目的防虫网，防虫网质量应符合 GB/T 19791规定。

5.4 定植

5.4.1 定植时期

根据不同栽培茬口确定具体定植时间。

5.4.2 秧苗定植前处理

秧苗定植前喷施广谱性杀虫剂和杀菌剂，并用含腐殖酸水溶肥或有机水溶肥+精甲霜灵·咯菌腈等杀

菌剂溶液蘸根 3～5 s。

5.4.3 定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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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前 7 d左右栽培畦浇水造墒。选择定植后至少 3 d以上晴天的上午定植。定植密度根据品种特

性和温室气候条件，每 667 m2定植 850～1000 株；定植深度以营养坨面与畦面相平为宜；在秧苗定植

后 10～15 d覆盖地膜。

5.5 定植后管理

5.5.1 环境管理

5.5.1.1 温湿度

根据西葫芦生长发育对环境条件要求适当调整和控制温度。温室内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 85%以下，

采用地面覆盖地膜，膜下滴灌或微喷，作业道铺撒锯末、稻壳和粉碎秸秆等降湿，也可采取夜间或早晨

揭帘前后加温措施降低室内相对湿度。春秋季节，可采用早、中、晚三段式放风方法进行排湿，特别注

意早上揭帘后与傍晚盖帘前，进行短时间放风与快速排湿。冬季尽量利用晴天上午放风降湿。不同茬口

日光温室西葫芦温湿度管理方案见表 2～表 4，因根据作物的长势进行调整。

表 2 日光温室秋冬茬西葫芦温度管理方案

生长时期
白天最高温度

(℃)
白天最低温度

(℃)
夜间最低温度

（℃）

湿度
(%)

8月下旬～9月上旬

（定植～缓苗期）
28～30 < 25 < 18 75～85

9月上旬～10月上旬

（蹲苗～开花期）
24～25 20～22 < 15 75～85

10月中旬～11月下旬

（结瓜前期）
26～28 23～25 12～15 70～80

12月上旬～拉秧

（结瓜后期）
28～30 25～27 10～12 70～80

表 3 日光温室越冬茬西葫芦温度管理方案

生长时期
白天最高温度

(℃)
白天最低温度

(℃)
夜间最低温度

（℃）

湿度
(%)

10月中旬～11月中旬

（定植～缓苗期）
28～30 25～26 15～16 75～85

11月下旬～12月中旬

（蹲苗～开花期）
26～28 22～25 12～15 75～85

12月中旬～1月下旬

（结瓜前期）
28～30 23～25 10～12 70～80

2月上旬～拉秧

（结瓜后期）
25～28 23～25 13～15 70～80

表 4 日光温室冬春茬西葫芦温度管理方案

生长时期
白天最高温度

℃

白天最低温度

℃

夜间最低温度

（℃）

湿度
%

1月上旬～2月上旬

（定植～缓苗期）
28～30 26～28 15～16 75～85

2月上旬～2月下旬

（蹲苗～开花期）
26～28 23～25 10～13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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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4月下旬

（结瓜前期）
23～25 20～22 12～15 70～80

5月上旬～拉秧

（结瓜后期）
< 30 25～28 < 18 70～80

5.5.1.2 光照

应及时的清除棚膜表面的灰尘、积雪、碎草等杂物，薄膜的透光度。11月～笠年 3月宜在温室后

墙挂反光幕，增加温室内的光照强度。

5.5.2 水肥管理

5.5.2.1 根部灌溉

采取水肥一体化的灌溉方式。按照日光温室西葫芦每茬每 667 m2的目标产量 1.25万 kg，通过测土

平衡施肥，确定底肥和追肥的使用量和使用方法。春季与秋季温室可采用无机类水溶肥；冬季低温弱光

季节施用有机类水溶肥或有机无机混合型水溶肥。三个茬口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案分别见表 5、表 6和

表 7。

表 5 日光温室西葫芦秋冬茬水肥一体化灌溉方案

生长阶段 每次灌水量

施肥量

无机类水溶肥
(kg/667 m2)

有机类水溶肥
(L/667 m2)

说明

定植～缓苗期 5 m3/7 d～10 d — — —

蹲苗～开花期 10 m3/7 d～10 d — 3～5 —

结瓜前期 20 m3/10 d～15 d 8～10 5～8
长势旺：高钾肥 N:P2O5:K2O=2:1:3

长势正常：低磷肥 N:P2O5:K2O=2:1:2
长势弱：平衡肥 N:P2O5:K2O=1:1:1

结瓜后期 10 m3/10 d～15 d 6～8 8～10 高钾肥 N:P2O5:K2O=2:1:3

表 6 日光温室西葫芦越冬茬水肥一体化灌溉方案

生长阶段 每次灌水量

施肥量

无机类水溶肥
(kg/667 m2)

有机类水溶肥
(L/667 m2)

说明

定植～缓苗期 5 m3/10 d～15 d — — —

蹲苗～开花期 10 m3/10 d～15 d — 3～5 —

结瓜前期 10 m3/10 d～15 d 6～8 8～10
长势旺：高钾肥 N:P2O5:K2O=2:1:3

长势正常：低磷肥 N:P2O5:K2O=2:1:2
长势弱：平衡肥 N:P2O5:K2O=1:1:1

结瓜后期 20 m3/10 d～15 d 8～10 5～8 高钾肥 N:P2O5:K2O=2:1:3

表 7 日光温室西葫芦冬春茬水肥一体化灌溉方案

生长阶段 每次灌水量

施肥量

无机类水溶肥
(kg/667 m2)

有机类水溶肥
(L/667 m2) 说明

定植～缓苗期 5 m3/10 d～15 d — — —

蹲苗～开花期 10 m3/10 d～15 d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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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瓜前期 10 m3/7 d～10 d 6～8 8～10
长势旺：高钾肥 N:P2O5:K2O=2:1:3

长势正常：低磷肥 N:P2O5:K2O=2:1:2
长势弱：平衡肥 N:P2O5:K2O=1:1:1

结瓜后期 20 m3/5 d～7 d 6～8 5～8 高钾肥 N:P2O5:K2O=2:1:3

5.5.2.2 叶面施肥

根据植株长势，结合打药，进行药肥协同施用。主要是在植株生长的中后期，注意补充中量和微量

元素，以及高钾肥与诱抗剂等。

5.5.3 植株管理

5.5.3.1 整枝、吊蔓

采用单杆整枝方法，植株高度 25～30 cm时摘除侧枝、卷须及花朵后吊蔓，每株一绳。每隔 3 d～7

d当植株生长点向一侧倾斜时，手工缠绕一次，保持主茎向上生长。

5.5.3.2 打杈、摘老叶

单蔓整枝，一般至少需要保留 12～15片叶片。应及时摘除底部老叶片，保留叶柄。摘叶后宜喷施

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等药剂预防病害发生。

5.5.3.3 授粉、疏果

5.5.3.3.1 授粉：优先采取人工辅助授粉、熊蜂授粉（按照 DB21/T 2718规定），人工辅助授粉宜在上

午 8～10时雌花开放时，将雄花摘下，去掉花瓣，将花粉直接抹在雌花柱头上。也可使用植物生长调节

剂辅助结瓜，全株喷施的生长调节剂使用间隔周期不宜少于 10 d。

5.5.3.3.2 疏果：及时疏除畸形果，每果穗保留发育正常的果实。

5.6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按 DB21/T 1222.8-2021要求执行。

5.7 采收

根据市场需求，可在瓜长 25 cm左右，瓜重 500 g左右适时采收。每天上午 9点之前采摘，用手轻

拧采摘，不宜用剪刀等刀具采收，采收时应符合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要求。

6 生产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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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DB21/T 3416.1中规定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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