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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海门市设施农业发展迅速,全市耕地面积 79.96 万亩,高效设施农业面积发展到 30.46 万亩,占比达 38%,其中大

棚面积 10.51 万亩。设施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由于大棚蔬菜不分季节,周而复始的生产,连作障碍问题比较突出。连作是指在

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或近缘作物。本文针对当前实际分析大棚蔬菜连作碍产生原因及具体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 大棚蔬菜；连作障碍；原因；防治措施 

 

1 连作障碍产生的原因 

1.1连作和无越冬使病虫繁殖量加大连作大棚中叶霉

病、灰霉病、霜霉病、根腐病、枯萎病和白粉虱、蚜虫等病

虫害的茬口密度和病害程度远远高于非连作的大棚。比如辣

椒类的炭疽病、病毒病；番茄的早、晚疫病、白绢病、青枯

病、病毒病；茄子的黄萎病、褐纹病；黄瓜的枯萎病；大白

菜的软腐病、根肿病都是大棚蔬菜的连作给这些病虫害提供

了赖以生存和繁殖的场所,通过侵染蔬菜的根系,使受害蔬

菜侧根膨大形成根结,须根增多,破坏了根组织的正常分化

和生理活动,使水分和养分运输不足, 终导致蔬菜地上部

分生长瘦弱,叶片黄化,开花延迟,结果减少,在干旱条件下

甚至极易萎蔫死亡。这些病虫害的发生,也给大棚蔬菜生产

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1.2连作还会引起土壤养分分布的不均 。温室设施长

期连作栽培,使土壤的性状及温度、湿度和光照等条件都发

生了改变,使得有益微生物如铵化菌、硝化菌等的生长都受

到抑制,却有利于有害微生物的繁殖,从而破坏了土壤微生

物的自然平衡,不但使肥料分解受到障碍,还使病虫害发生

增多,蔓延加快,逐年加重。同种蔬菜作物对某些营养元素需

求较多,对某些营养元素需求较少。连茬种植多年后, 由于

同一种蔬菜的根系分布范围及深浅一致,吸收的养分相同,

极易导致该种养分消耗量增加,就容易使土壤中该种营养元

素大量缺乏,不需要的营养元素过剩,从而导致土壤中营养

成分的不均衡。这是由于作物的根系的根冠、分生区、伸长

区和成熟区这4个区域中,成熟区是吸收养分、水分 活跃的

区域,一般情况下,同一种蔬菜的根系分布范围及深浅一致,

因此多年的连作,就会使土壤固定区域内某种营养成分严重

匮乏,从而导致了连作障碍。 

1.3常年覆盖和高蒸发导致次生盐渍化。大棚栽培常年

覆盖土壤,破坏了自然状态下的水分平衡,加上棚内温度高,

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水分量加大,深层土壤中的盐分会沿土

壤毛细管上升,在土壤表层形成白色盐分,即“土壤次生盐渍

化”现象。由于大棚内的土壤得不到风吹、日晒、雨淋,且

在较高的温度下大棚内的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和耕作层浅、表

土施肥、排灌系统不配套等栽培措施不当的情况下,导致了

下层土壤中的肥料和其它盐分就会随着深层土壤水分的蒸

发向土壤表面迁移,从而在土壤表层产生盐分的大量积累,

在土壤表面形成一薄层白色盐分。又由于菜农化学肥料用量

增加,尤其是化学氮肥的超多施有和有机肥肥料施用减少的

情况下,大棚内的土壤缺钾、钙、镁、硼的情况均有出现。

同时,施用酸性及生理酸性肥料都会降低土壤的ph值。生理

酸性肥料如氯化铵、氯化钾、硫酸钾等,施到土壤后会因蔬

菜选择性吸收铵(NH4)和钾,从而把蔬菜根胶体上氢代换出

来,使土壤酸度增加,从而导致土壤酸化严重,影响了作物正

常生长和蔬菜品质低下。 

1.4植物自毒的危害。一些植物可通过地上部淋溶、根

系分泌物和植株残茬等途径来释放一些物质对同茬或卜茬

同种或同科植物生长产生抑制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自毒作

用。由于同一作物连续生长造成的植物自毒。这些有害物质

大部分通过根系排泄到土壤中,而且非常不容易分解。随着

连作次数的增加,这些有害物质在土壤中的积累也越来越多,

后就会发展到严重抑制植物自身的生长。同时自毒物质对

连作植物也可以产生间接的影响。 

2 连作障碍的防治措施 

连作障碍的发生,不仅影响农作物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也降低了农产品的安全性。因此,克服连作障碍是实现农业

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然而,解除连作障碍是现代农

业生产的一大难题,目前尚未找到根治的办法,但通过以下

措施可使连作障碍得以缓解。如何防治连作障碍？我认为应

从土壤入手,土壤健康,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除了进行土壤

消毒、调整酸碱度之外,加入有益微生物和中微量元素也是

非常重要的手段。 

2.1实行轮作倒茬。实行不同作物间的合理轮作,特别是

水旱轮作,对预防土传病害的发生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合

理轮作能使寄主专一性的病原菌得不到适宜生长和繁殖,从

而减少致病菌的数量。轮作还可以调节地力,提高肥效,改善

土壤的理化性能。如茄果类、瓜类、豆类等深根性作物可与

白菜类、绿叶菜类、葱蒜类等浅根性作物进行轮作,可减轻病

害发生。例如黄瓜—番茄—菜豆—菜花、芹菜—羊角葱—叶

菜类等,既能吸收土壤中不同的养分,又可通过换茬减轻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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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的发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轮作中还要注意的是,

每种蔬菜都有一定的轮作年限,如白菜、芹菜、甘蓝、花椰

菜、葱蒜在没有严重发病地块可连作几茬,但需增施底肥。

马铃薯、山药、生姜、黄瓜、辣椒需隔2-3年再进行栽培,

需隔3-4年栽培的有番茄、芋头、茄子、香瓜、豌豆、大白

菜等,西瓜间隔时间 长,需3-5年。 

2.2科学施肥。化学肥料的施用使土壤的结构变差,而有

机肥的施用不仅能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及微量元素的含量,还

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加保肥、保水、供肥、透气、调温等功

能。因此在大棚蔬菜的施肥中要增加有机肥的施用量,一般

每茬每亩施有机肥1000-1500千克。而化学肥料,尤其是氮肥

用量过高,会明显增加土壤中可溶性盐和硝酸盐的含量,加

重病虫危害,从而使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受到影响。因此在增

施有机肥的基础上,要做到合理施用氮磷钾肥料。在这里,

我们提倡测土配方施肥,也就是根据各种蔬菜需肥规律及土

壤供肥能力,来确定肥料的种类和数量。配方肥料大多是作

为底肥一次性施用。在蔬菜的生长过程中还要进行多次施肥,

在施肥过程中总的原则应该是“控氮稳磷增钾”。一般每茬

蔬菜化肥用量应掌握在氮肥每亩10-15千克,磷肥每亩4-6千

克,钾肥每亩8-12千克。 

2.3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包括太阳能消毒、蒸汽消毒、化

学药物熏蒸等方法,其中太阳能消毒法 为经济有效。普通做

法是,在6月下旬至7月底的炎热季节,待清理完蔬菜秧后,浇

透水一次,隔几天后深耕,覆盖地膜,一般地温可达到40～50

度。如果上茬土传病害或根结线虫病害较为严重,可采用如下

辅助措施,效果会十分理想。加氰氨化钙消毒法。氰氨化钙(又

称石灰氮)是一种高效的土壤消毒剂,比较安全。氰氨化钙遇

水会分解生成气态的单氰胺和液态的双氰胺,两种物质对土

壤中的真菌、细菌等有害生物具有广谱性杀灭作用,可防治多

种土传病害和根结线虫。单氰胺和双氰胺会进一步生成尿素,

因此该方法具有无残留、不污染环境等优点。具体操作方法：

在蔬菜拔秧前5～7天浇一遍水,拔秧后立即将氰氨化钙均

撒施在土壤表层,一般用量为30～60公斤/亩,如果病害严重

可加大用量至60～80公斤/亩,旋耕土壤,使氰氨化钙与土壤

表层10厘米混合均 ,再浇一次水,覆盖地膜,高温闷棚10天

以上,然后揭去地膜,放风7～10天。定植前可用生菜籽检验

是否能正常出苗,若能出苗即可定植。加秸秆+鸡粪+发酵菌

种法。该方法具有地温高,防病效果显著,兼有改良和活化土

壤等综合效果,且成本低,操作简便。具体操作方法：6月下

旬～7月份,在冬春茬蔬菜拉秧后,每亩均 撒施100公斤生

石灰粉,3000公斤麦秸或玉米秸(铡成约5公分的秸秆

段),6～8方生鸡粪或其他畜禽粪便,5公斤微生物腐熟剂(先

用3～5倍的麸皮稀释,便于撒 )。用旋耕犁旋耕一遍,使秸

秆、畜禽粪便、菌种等搅拌均 ,然后深翻土壤30厘米,浇透

水,盖上地膜,扣严棚膜。保持1个月后,去掉地膜后,旋耕一

遍,裸地晾晒一周。该方法对根部病害、根结线虫的防效可

达到80%以上,还可显著减轻嫁接口细菌性腐烂病的发生。 

2.4采用嫁接栽培技术。嫁接通过改善植株根系吸收特

性、改变内源激素含量、使植株光合能力加强、提高保护酶

活性等使蔬菜嫁接苗抗病增产。在果菜类栽培中,对于难于

育成抗病品种的,采用抗性砧木嫁接栽培,可以有效地防止

多种土传性病害和线虫为害。如：黄瓜与黑籽南瓜砧木,对

枯萎病和根结线虫都有比较强的抗性；西瓜与葫芦砧木,嫁

接亲和力高,耐低温干旱,抗枯萎病,长势强,对果实品质影

响较小。所以,生产中使用嫁接技术是缓解由自毒作用引起

的连作障碍的有效方法之一。 

2.5生物防治。生物防治是利用一些有益微生物,对土壤

中的特定病原菌的寄主产生有害物质,通过竞争营养和空间

等途径来减少病原菌的数量,从而减少病害发生。传统的诱

变和重组技术对改良微生物的拮抗物和发展活力菌的研究

有着巨大的潜力,利用特定的定位点诱变技术,可以创造出

特殊的病原体无毒生物型,由于它的高度的生态位置重叠性,

使无毒的生物型将成为有毒菌系的有效竞争者。拮抗菌与病

原菌有着相似的生态适应性,特别是根围细菌,可以通过调

节农业生态环境,促进有益菌的生长、繁殖,提高其与有害微

生物的竞争力,起到防病增产的目的。与寄主范围的遗传操

作相比,生物工程对致病菌生物防治上的效果也很明显,并

且比前者见效更快,易被公众所接受,可望在植物病害防治

上走出一条新路。 

3 结语 

大棚连作障碍总体来说有植物的自毒作用、土壤养分比

例失调、植物病虫害加重和土壤表层的盐渍化和酸化等原因,

笔者认为合理轮作除盐,选择抗病的砧木嫁接育苗来预防和

减轻病虫害的发生,同时推广应用有机肥,生物防治,改善土

壤PH值。大棚作物连作障碍问题必将得到解决,从而实现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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