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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广州地区水瓜的生产规模由零星栽培发展为连片大面积种植，种植效益提高。根据广州地区的气候特点、生产

消费习惯和生产实践经验，从品种选择，育苗方法、土地准备、田间水肥管理、植株调整、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总结出适用于本地区

水瓜生产的优质高效栽培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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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栽培的丝瓜有两个栽培种：一是普通丝瓜(广州

称为水瓜)，学名Luffa cflindrica(L．)；二是有棱丝瓜，学名

Luffa acutangula(L．)。长期的生产和消费习惯，形成了普

通丝瓜主要分布在北方、有棱丝瓜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格

局。由于人口流动、饮食多样化，广州地区水瓜的生产和

消费习惯已发生了变化，生产规模由房前屋后的零星栽

培发展为连片大面积种植，种植效益提高，出现了南沙万

顷沙同兴村等水瓜生产专业村。为指导农民进行优质丰

产栽培、提高种植水平，以期达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

目的．我们特将优质高效水瓜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2．3．2播种育苗 春播采用小拱棚防寒．秋播采用遮阳网

降温、防暴雨。播种前，先将苗床或营养杯淋透水，播后覆

盖薄层碎土．然后覆盖遮阳网或稻草保湿。播后24 d出

苗，苗期注意防治猝倒病，苗床水分在出苗前后多些，其他

时间宁干勿湿。

3选地及整地

忌连作．选择排灌良好、前作非瓜类作物的地块种植。

在深翻晒白后，按宽5-6 m划成方块，起深沟，在方块地

旁边起畦，施足基肥，注意深施，春植加盖地膜。

1主栽品种4定植

主栽品种为广州中度水瓜，该品种为地方品种，耐低

温、抗病、高产、品质好，皮色青绿，有光泽，表面光滑，瓜

长25～30 cm，横径约5 cm，头尾匀称，瓜条直，尾部圆，瓜

蒂小，肉质紧实，不易变褐。

当幼苗长至2～3片真叶时即可移植，选择温暖的晴天

下午栽植。定植参考规格为：单行植，株距25～30 cm，每

667 mz植300，400株。定植后淋足定根水，并撒药毒杀地

下害虫，春植加盖小拱棚防寒。

2育苗 5田间管理

2．1营养土配制

营养土配制必需做到保水、保肥、清洁、疏松、通气，

pH值6．5．7．5。一般采用长期浸泡过的泥土(如水田土或

塘泥)。添加15％～20％腐熟有机肥配制而成。将配制好的

营养土装于营养杯中即可。

2．2浸种催芽

采用温汤浸种，将种子放入50—55℃水中，维持水温

浸泡15．20 min。再放人30℃左右的水中浸泡6—8 h，捞

种后将种子表面多余水分吸干，用保水能力较强的湿布

包裹，在28～33℃条件下保湿催芽，中间洗种1次，当种子

“露白”即可播种。

2．3播种

2．3．1播种期 分为春、秋种植。春季1月初至2月中旬

播种，秋季6。7月播种。广州地区以春播为主。在南沙、番

禺冬无严寒．可利用水瓜比较耐寒的特性，抢早播种，产

品可提早在“清明”前后上市，此时市场蔬菜供应量较少、

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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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水肥管理

水瓜生长周期长、连续结瓜耗肥量大，施足基肥对保

证其正常生长十分必要。基肥以有机肥为主，一般每

667 m2约施2 000 kg腐熟有机肥。苗期淋稀薄复合肥水
促苗．若苗势过旺则适当控肥、控水。初果期即追肥，每

667 m2用复合肥20妇加毛肥50 kg；采收期每隔7—10 d

追肥1次，每667 m2培施复合肥20 kg加钾肥10 kg，盛

收期视情况加淋2％的复合肥水。

生长前期适当控水，防止茎叶徒长；生长中后期需保

持土壤湿润。开花结果期需水量大。特别是夏季要早晚淋

水，保证水分充足、均衡供应，以满足果实膨大对水分的要

求。

5．2植株调整

采用平棚栽培．抽蔓后及时引蔓上架，促进植株生长，

减少病害发生。水瓜分枝性较强，l m以下的侧蔓全部摘

除。上架后要人-丁引蔓使藤蔓均匀分布，随着茎蔓的生长，

应多次理蔓。及时摘除老叶、病叶，群体生长过旺时适当疏

叶，控制营养生长。

当幼瓜因枝蔓、卷须阻碍不能自然下垂时，要及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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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油菜素内酯对草莓果实内在品质的影响

6h拥 可溶性糖 Vc含量 可溶性蛋白
”“

(mg／g) (mg／1009) (mg／g)

油菜索内酯0m印』CK) 41．34 83．56 22．73

油菜素内酯0．003mcJL 41．79 85．16 22．65

油菜素内酯0．003mv／L 42．56 88．43 21．55

油荣索内酯0．003mg／L 45．98 88．67 21．65

油菜索内酯3．000mg／L 48．26 88．89 21．43

油菜素内酯30．000mg／L 42．38 88．19 21．54

和增强植物抗逆性方面研究较多。有研究表明，油菜素内

酯町提高小麦叶片Rubisco酶活性、增强叶片同化CO：能

力、增加叶绿素含量、加快光合速率．从而增加作物产量f-01；

油菜素内酯可提高辣椒、棉花、西瓜、水稻、烤烟、甜菜等

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一3j。其可缓解侧柏苗木和玉米对干旱

的胁迫．提高水稻的抗冷性和黄瓜幼苗的抗热性，且在生

理上可提高抗氧化酶活性悼阍。本试验研究也表明，不同

浓度油菜素内酯处理增强了草莓叶片SOD、CAT、POD和

GR的活性，提高了叶片光合色素的含量和光合参数的水

平，草莓单果重和内在品质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综上分

析，油菜素内酯对植物生理有着积极的效应．油菜素内酯

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具有广泛的前景。应积极地开发和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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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瓜；对弯瓜要进行吊瓜。

及时摘除病瓜、虫蛀瓜、畸形瓜以及主蔓1 ITI以下部

位的根瓜。

53病虫害防治

5．3．1病害防治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疫病、枯萎病、霜霉

病、白粉病等。(1)猝倒病、疫病、霜霉病：苗床床土消毒。

苗期控水，合理密植，加强通风透光，发病初期及时喷药。

可用72．2％普力克600倍、72％克露800倍、53％金雷多米

尔600倍、70％代森锰锌400倍、70％安泰生700倍交替

喷雾防治，每隔7—10 d使用1次。(2)枯萎病：避免瓜类

连作，消毒苗床土，减少伤根，施用充分腐熟的土杂肥，防

止地下水位过高，促根健壮，及时拔除病株。在病穴及周

围淋施药液，可用敌克松原粉1 000倍、25％多菌灵600

倍、70％甲基托布津800倍交替使用防治．每隔7～10 d使

用1次，连喷3次。(3)白粉病：合理密植，及时摘除病叶、

老叶，加强通风透光，发病初期及时喷药。可用25％阿米

西达1 500倍、70％甲基托布津800倍、25％粉锈宁l 000

倍、40％灭病威600倍药液交替防治，每隔7～10 d使用1

次。

5．3．2 虫害防治 主要虫害有守瓜、斜纹夜蛾、美洲斑潜

蝇、瓜实蝇等。，(1)守瓜、夜蛾类：可用频振杀虫灯诱杀成虫

防治，也可用90％巴丹1 000倍、50％辛硫磷l 000倍、

40．7％乐斯本l 000倍、5％锐劲特1 500倍交替喷杀。(2)

美洲斑潜蝇：可田问设置粘蝇纸、黄色板等诱杀成虫：也可

用0．6％灭虫灵l 000倍、20％好年冬l 000倍、10％吡虫

啉2 000倍，25％杀虫双400倍交替使用防治。(3)瓜实

蝇：挂粘蝇纸、性诱剂、毒饵诱杀成虫：及时摘除被害瓜并

深埋：在成虫盛发期喷90％巴丹l 000倍、80％敌敌畏1

000倍、5％锐劲特l 500倍、50％辛硫磷1 000倍等。

喷药时间掌握在早上8：00前和17：00后气温凉爽时

进行。

6适时采收

水瓜从开花至商品成熟一般需8～10 d．高温时可缩

短至l周左右，过期采收容易纤维化。影响商品性和后续

坐果。当果梗光滑、茸毛减少、果皮具柔软感、皮色绿而略

有光泽、用手捏略有紧实感即可采收。采收时间以上午9：

00前为佳，用剪刀齐果梗处剪下。注意轻放忌挤压．以免

影响商品性。～般l一2 d采收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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