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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也对食品安全问题提出更高要求,在农业生产种

植领域中,农用药剂的大量残留,将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威胁,在此情况下,有机绿色蔬菜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鉴于

上述,本文主要对有机蔬菜种植模式及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应用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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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绿色蔬菜主要就是指蔬菜中的亚硝酸盐、重金属以

及农药残留量均被控制在国家标准范围内,避免了对人体健

康的危害。现代社会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迅速,为提升有机绿

色蔬菜质量和蔬菜种植技术水平,必须要强化对蔬菜种植技

术的完善,同时还要加大各种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为

人们提供出绿色健康的食品,使百姓都能够吃上放心菜。 

1 有机绿色蔬菜种植模式分析 

1.1 种基地的科学选择 

在对蔬菜种植基地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所选

基地空气、水源、环境等标准符合国家规定。首先,地块要完

整,禁止在有机绿色蔬菜种植区域内穿插其他蔬菜的种植,两

种蔬菜的种植基地应有明确区分,必要情况下,可设置隔离设

施。其次,要有转换地块,即普通蔬菜向有机绿色蔬菜的转换

(两年内),并于第三年按照有机绿色蔬菜种植标准进行蔬菜

种植,在经过当地相关部门认可后进行销售。最后,对缓冲带

进行设置,以免有机绿色蔬菜受到污染,提升产品质量[1]。 

1.2 科学有机育肥 

第一,培肥,将种植绿肥作为培育主体,具体如紫云英、

豌豆青等,发挥肥料良好的固氮作用,提升土壤有机质。常规

化绿肥产品在 1500kg 左右,结合含氮量 0.03～0.04%进行计

算,固定氮肥产量可达 50～60kg。 

第二,合理用肥,以有机肥为主,具体如动物粪便、生物

肥、矿物质、植物残体等。应用过程中要对肥料进行科学配

比,每亩地施肥约 2500kg 左右。在对有机绿色蔬菜进行种植

的过程中,还可采用倒茬轮作的方式,禁止将同一蔬菜品种

在同一地块上种植两次以上,在完成一次种植之后,需对土

地进行处理,清除其中的害虫残体。如果是在大棚中对蔬菜

进行栽培,一般可对地膜进行应用,通过种苗嫁接的方式提

升蔬菜产量[2]。 

1.3 病虫害防治 

有机绿色蔬菜种植中,病虫害防治是至关重要的内容。通

过水旱轮作,能够打乱害虫发生的小气候规律,同时改变生态

环境,对病虫害的发生产生良好抑制作用。在蔬菜品种的选择

上,要尽可能保证多品种、小批量种植,在种植计划上,既要有

长期性计划,同时也要有短期性计划。通过合理轮作,能够大

幅度改善种植土壤环境和肥力,若现实条件允许,可将绿肥

粉碎后翻入土壤,以提升土壤肥力。 

对于病虫害的诱杀,还可对费洛蒙性引诱剂进行应用：

通过黑光灯对蛾类害虫进行捕杀,同时也可使用频振式杀虫

灯、高压泵等捕杀害虫。在每一年的 5～10 月,可使用触杀

灯对螟蛾类害虫进行捕杀,每一台触杀灯一般可控制 2hm 土

地范围内的害虫,尤其是对于甜菜夜蛾,捕杀效果良好。对于

大棚栽培的蔬菜,可将防虫网设置在通风口位置,对害虫危

害进行阻隔。“以虫治虫”也是有机绿色蔬菜病虫害工作中

的重要手段,主要就是对瓢虫、赤眼蜂等进行引进或人工繁

殖,一般可取得良好的病虫害防御效果[3]。 

在对有机绿色蔬菜进行种植的过程中,通常不可对除草

剂进行应用,基本上都是通过人工的方式进行除草。在对含

有杂草的有机肥进行应用时,需要确保其完全腐熟,从而更

好的杀死杂草种子。除此之外,还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除草,

第一,覆盖除草,为避免杂草生长迅速,通常可使用塑料薄摸

进行覆盖,同时也可采用煤渣、报纸、草木灰等进行覆盖,

本着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对现有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如木

屑、纸屑、花生壳、泥炭、树叶等,以取得良好的除草效果。

第二,种植绿色除草,在田地闲暇时,对第一茬绿肥进行种植,

以免杂草丛生,在夏季,一般可种植太阳麻、田青等,冬季可

种植豌豆、紫云英、燕麦、油菜花、大麦、小麦等等[4]。 

2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2.1 对蔬菜种植环境进行优化,优选种子 

在对有机绿色蔬菜进行种植之前,首先要从种植品种、种

植场地入手,以此为蔬菜的健康生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对蔬菜

种植基地进行确定之后,需结合实际情况,对种植基地进行合

理规划,包括灌溉、排污设施建设、土壤培育等。除此之外,

还要对蔬菜品种进行合理选择,保证种子质量,从源头上避

免蔬菜产生病菌。在此过程中,需要优先选择适应能力强、

抗病能力强、优质高产的蔬菜品种,以此为蔬菜种植保护和

蔬菜生长奠定良好基础。 

2.2 对物理学和生物学防治技术进行整合 

在种植有机绿色蔬菜的过程中,需结合植物保护需求和

蔬菜种类,对不同的物理防治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进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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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生物防治技术为例,该技术主要就是应用和保护天敌技

术,结合蔬菜的生长特点进行防治,以免其受到周围环境的影

响,促进蔬菜的健康生长,达到长期性、慢性防治的效果[5]。 

2.3 有机绿色蔬菜种植技术的精细化管理 

将植保技术应用于有机绿色蔬菜种植工作中,同时制定

出与之相对应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在不同的蔬菜保护中,最

大限度发挥出植保技术的抵御功能和防治功能。精细化管理

模式能够在有机绿色蔬菜种植的初期阶段,对蔬菜的生长规

律进行记录,同时还要对蔬菜的种植情况进行观察,使其符

合种植规划,并能很好的适应周边环境。与此同时,相关种植

人员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对蔬菜节水灌溉技术进行应用,其他

的如无土栽培技术、洁净田园技术、轮作技术等等,以免病

虫害问题的产生对有机绿色蔬菜生长产生影响,明确病虫害

消除与优良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对有机绿色蔬菜种植规范

和技术要求进行完善[6]。 

在蔬菜基地遭遇病虫害危机时,相关种植人员可结合实

际情况对各种植保技术特点进行综合考虑,最大限度发挥出

植保技术的优势,实现对病虫害的有效控制。与此同时,还要

在精细化管理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对化学防治技术、物理

整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等进行整合,对化学防治用药量进

行严格控制,提升有机绿色蔬菜产量和质量。 

2.4 对传统蔬菜病虫害化学防治技术进行完善 

现代社会发展中,随着健康环保、绿色有机等理念的不

断深入,在有机绿色蔬菜种植工作中,如果大规模的应用化

学防治技术显然有违有机绿色蔬菜种植理念,因此,必须要

进行技术优化,以提升蔬菜产品的绿色有机性。主要措施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禁止使用残留性较强的防病虫害农药和剧

毒性农药；对有机绿色蔬菜种植中病虫害的产生原因、规律

进行总结,本着“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对化学防治技术进

行应用；对于不同类型的病虫害,需要采取不同的防治办法,

禁止对有害农药进行盲目应用；对病虫害防治的保护技术进

行熟练掌握,尽可能一次性用药到位,正确通过最少的用药

次数和用药量达到理想的蔬菜保护效果,最大限度降低病虫

害对蔬菜的危害；对农药用量进行严格规范,同时还要对农

药用量进行全面监测[7]。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有机绿色蔬菜种植模式进行了分

析,同时对生态农业技术推广进行了研究。总之,在对有机绿

色蔬菜进行种植的过程中,首先便是对种植基地和蔬菜品种

进行科学选择,结合国家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种植工作。在

种植工作中,还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对病虫害进行防

控,种植后强化种植基地管理,对种植环境进行优化,如此

才能为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提供便利条件。对相关的病虫害

防治技术进行完善,对于有机绿色蔬菜种植,可采取精细化

管理模式,以此提升蔬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使百姓都能吃

上放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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