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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青海省鲁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屹、杜中平、田洁、张海旺、韩睿、杨世鹏、李峻、王丽慧、李希志、谭龙。 

本标准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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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茄子嫁接高产栽培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日光温室茄子嫁接高产栽培的术语和定义、土壤选择、产量指标、品种选择、栽培时

间、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及采收等技术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日光温室茄子嫁接高产栽培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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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5.3             茄果类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 

NY/ 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嫁接 

是指将一种植物的枝、茎或芽连接到另一种植物的适当部位，使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植物体的方法。 

3.2 接穗 

嫁接时用于连接到另一种植物的枝、茎或芽叫接穗，接穗构成嫁接植株的地上部分。 

3.3 砧木 

带原根承受接穗的植株叫砧木，砧木构成嫁接植株的地下部分。 

3.4 接口愈合期 

植株嫁接后，伤口处迅速形成愈伤组织，产生新的维管束，彼此连接，贯通形成共生植株的时期。

一般指嫁接后8d～10d的时间。 

3.5 亲和力 

是指砧木与接穗嫁接以后能否成活，及成活以后能否正常生长的能力。 

3.6 嫁接夹 

是嫁接专用的固定夹，一般用塑料做成，夹的力度有两个档次，可用它的铁圈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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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嫁接再生 

是待老茄秧长到一定程度，生长速度变缓时，对老茄秧进行修剪平茬的一种方式。在茄子嫁接口处

上留3cm～4cm高桩，将留桩以上的茄秧剪掉，对留下的桩加强肥水管理，促进茄秧再次生枝坐果。 

3.8 门茄 

指茄子植株第一次分枝时出现的茄子，也叫根茄。 

3.9 对茄 

指第二次分枝每一个分枝又出现的二个茄子，叫对茄。 

3.10 四母斗 

指再上面第三次分枝的四个茄子，也叫四面斗。 

4 土壤选择 

选择透气性好、土层深、肥沃的沙壤土。远离污染源的农业生产区域，空气环境质量、灌溉水质、

土壤环境应符合NY/ T 391的规定。 

5 产量指标 

112.500t/hm
2
～150.000t/hm

2
（7500.00kg/667m

2
～10000.00kg/667m

2
）。 

6 品种选择 

选用生长能力强，抗病、优质、高产、商品性好、适合市场需求的商品品种，如布丽塔茄子、765

茄子、京茄20号等。 

7 栽培时间 

日光温室冬春茬：播种期：10月上旬；定植期：12月中旬；采收期：2月中旬至7月中下旬； 

日光温室早春茬：播种期：11月上中旬；定植期：1月中下旬；采收期：3月中下旬至7月下旬； 

日光温室秋冬茬：播种期：7月中下旬；定植期9月中下旬；采收期：12月上旬至次年7月。 

8 栽培技术 

8.1 砧木的选择 

选用与接穗亲和力强的砧木如刺茄、托鲁巴姆。 

8.2 育苗 

8.2.1 育苗方式 

营养钵或育苗盘育苗。营养钵规格为上口径8cm～10cm，钵高10cm～12cm；育苗盘选择72穴育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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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营养土配制 

播种前10d准备好营养土。采用商品茄果类蔬菜育苗基质，或用无病虫或经过3年以上轮作的5份田

园土+4份商品有机肥+1份河砂配制好育苗营养土，装入穴盘或营养钵浇透水备用。 

8.2.3 用具消毒 

嫁接时手和刀片用75%的酒精消毒，使用旧嫁接夹时，用200倍的福尔马林浸泡8h，晾干后备用。 

8.2.4 催芽 

8.2.4.1 接穗催芽 

种子质量应符合GB16715.3 中2级以上要求。在50℃～55℃的温汤中浸种15min～30 min, 边浸边搅

拌，待水温自然冷却后，取出沥干水分，放入1％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0 min～15 min，用清水洗净

后再在清水中浸泡6 h。取出经过处理的种子，放在28℃～30℃的环境条件下催芽。每天清洗种子并换

水，60%种子露白后即可播种。一般在砧木苗出齐后，再开始接穗种子处理。 

8.2.4.2 砧木催芽 

托鲁巴姆种子不易发芽，应用100mg/kg的赤霉素浸泡24h后晾干，再放入清水中浸泡12h～24h，变

温催芽处理，白天28℃～30℃，夜间20℃～22℃，同时每天用清水洗涤一次，7d～10d可出芽。刺茄与

接穗种子催芽相似，也可用100mg/kg的赤霉素浸泡8h～10h，洗净后催芽， 5d～7d即可出芽。 

8.2.5 播种 

8.2.5.1 播种时间 

用托鲁巴姆作砧木，应比接穗提前15d～20d播种，用刺茄作砧木，需提前5d～7d播种。根据嫁接成

活率和种子发芽率确定种子播种量，也不接穗种子播种量比计划用苗数增加10%～20%，砧木播种量比计

划用苗数增加20%～30%。 

8.2.5.2 播种方法 

冬春茬播种前灌足底水，水渗后将催好芽的种子均匀摆播在育苗盘（钵）中，盖上0.5cm～1.0cm

厚的细土，立即覆盖地膜进行保温保湿。夏季应选择凉爽天气播种，可多盖遮阳网来保湿降温。 

8.2.6 苗期管理 

8.2.6.1 温湿度控制 

从播种到出苗前，温度白天控制在25℃～30℃，夜间控制在20℃～22℃。注意保持苗床湿度。待大

部分幼苗出土后，及时揭掉地膜，并适当降温降湿。温度白天控制在20℃～25℃，夜间控制在15℃～18

℃。 

8.2.6.2 苗龄和嫁接适期 

用劈接法和贴接法，砧木和接穗幼苗大小要相近，一般砧木苗要求5片～6片真叶、茎粗4mm～5mm，

接穗苗要求4片～5片真叶、茎粗3mm～5mm时开始嫁接。 

8.3 嫁接 

8.3.1 嫁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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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的环境温度要求在20℃～25℃，空气相对湿度应大于80%。 

8.3.2 嫁接技术 

嫁接操作时，切削刀片要锋利、操作速度要快，砧木和接穗的切面要平直、光滑。在固定砧木和接

穗的接触面时，砧木和接穗维管束要对整齐，嫁接夹松紧要适度。 

8.3.3 嫁接方法 

8.3.3.1 劈接（切接） 

在砧木苗第二片真叶与第三片真叶之间嫁接。砧木保留2片真叶，用刀片平切砧木茎，将上部去掉，

在砧木茎中间垂直切入1cm深的切口，然后将接穗苗保留两叶一心，用刀去掉下端，削成楔形，楔形大

小与砧木切口相当（约1cm长），随即将接穗插入砧木的切口中，使两者维管束相对，紧密结合，用专

用嫁接夹固定好即可。 

8.3.3.2 贴接（斜面接） 

砧木苗保留2片真叶，用刀在第二片真叶上方的节间斜削，去掉顶端，形成角度为30°的斜面，斜

面径长1cm左右。接穗保留2片～3片真叶，去掉下端，用刀片削成与砧木同样大小的斜面。然后将砧木

和接穗的两个斜面贴合在一起，用专用嫁接夹固定好即可。 

8.3.4 嫁接后的管理 

8.3.4.1 接口愈合期的管理 

一般嫁接愈合期需要8d～10d。茄子嫁接苗愈合的适宜温度，白天为25℃～26℃，夜间为20℃～22

℃。冬春季节，嫁接苗应加盖小拱棚。夏天嫁接，应用遮荫网遮盖温室。 

冬春季节嫁接，嫁接后前6d～7d小拱棚应保持密封状态，空气湿度通常在95%以上，一周后早晚逐

渐通风，每天通风1次～2次。夏天嫁接注意勤浇水，每天中午喷雾水1次～2次，直至完全成活，才转入

正常的湿度管理。 

嫁接后前3d～4d上午10时～下午4时要完全遮光，以后逐渐增加光照。随伤口逐渐愈合，逐渐撤掉

覆盖物，成活后转入正常管理。 

8.3.4.2 成苗后管理 

嫁接成苗后及时摘除砧木的萌芽，保证接穗正常生长。嫁接后20d左右，去掉固定用的嫁接夹。 

8.4 定植 

8.4.1 定植前炼苗 

定植前一周通风、控制水分、降低温度，以增强嫁接苗的抗逆性，白天 16℃～20℃，夜间 10℃～

12℃，最低地温稳定在 13℃以上。夏秋育苗逐渐撤去遮阳网，适当控制水分。 

8.4.2 定植苗标准 

苗高15cm～20cm，茎粗0.6cm以上，有6片～8片真叶，叶片肥厚，叶色浓绿，无病虫害。 

8.4.3 定植 

8.4.3.1 定植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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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前土壤处理，每平方米用20g～30g98%大扫灭颗粒剂施于畦面，翻耕20cm～25cm，浇透水，大

扫灭用薄膜闷盖5d～7d，揭膜晾散15d～20d定植。亩施商品有机肥1.500t/hm
2
～4.500t/hm

2
 (100.00 

kg/667m
2
～300kg/667m

2
)，加入10亿/g枯草芽孢杆菌·粉红粘帚霉粉剂等微生物菌剂2.50 kg/667m

2
～

5.00kg/667m
2
，结合深翻20cm～30cm施入土壤。整平土地，起垄，高度20cm以上，垄宽70cm～80cm。 

8.4.3.2 定植方法 

起垄栽培、地膜覆盖、大小行定植，垄高20.00cm，垄宽50.00cm，垄距70.00cm，每垄双行错位单

苗定植，株距为40.00cm～45.00cm，定植后立即浇灌定植水。定植时嫁接口处要高出地面3cm以上。亩

定植2000株～2500株。 

8.5 定植后管理 

8.5.1 缓苗期管理 

在定植后的10d～15d，白天棚温保持在25℃～30℃；夜间棚内温度一般要保持在15℃～20℃，不得

低于12℃。此期一般不通风，以利保温保湿。晴天可盖遮阴网。少浇或不浇水，保持土壤湿度60%～80%。 

8.5.2 结果期管理 

8.5.2.1 温湿度管理 

结果前期及盛果期，温度白天保持在25℃～30℃，超过32℃适当通风换气。夜间温度保持在15℃～

20℃，最低不低于12℃。如果温度持续高于35℃或低于12℃以下，都会引起落花或出现畸形果。 

采取滴灌或膜下暗灌技术，提高气温、延长通风时间等措施来减少温室内空气湿度，维持相对空气

湿度在60％～70％。 

8.5.2.2 水肥管理 

门茄期之前，应尽量不浇水，多中耕保墒；门茄期后，要加强肥水管理，每7d～10d浇一次水，间

隔一次水，随水追一次肥，随水滴灌、沟施、穴施含枯草芽孢杆菌、淡紫拟青霉等微生物菌肥80.00 

kg/667m
2
～160.00kg/667m

2，整个生长期追施2-4次。肥料使用符合NY/T394的标准。 

8.5.2.3 整枝 

及时将第一分枝以下的侧枝全部抹去，以免消耗养分。采用双干整枝，即在对茄形成后，剪去两个

向外的侧枝，只留内侧两侧枝作双干，全部打掉以后出现的侧枝。早熟品种可采用三杈留枝。及时调整

植株的叶、侧枝、花和果实数量，保持植株通风透光。当植株长至40.00cm高后，在温室上方2.00m处拉

铁丝吊绳吊秧。“对茄”坐果后，摘除“门茄”以下所有侧枝和叶片。 

8.5.2.4 防止落花 

为保证茄子坐果，可以释放熊蜂授粉；或在茄子开花期用阿泰灵、喷旺等植物型生长调节剂喷花或

蘸花。 

9 病虫害防治 

9.1 主要病虫害 

病害主要有黄萎病、根腐病、灰霉病、叶霉病、猝倒病等，害虫主要有蚜虫、白粉虱、螨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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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防治技术 

9.2.1 农业防治 

9.2.1.1 合理轮作 

在黄萎病、根腐病等土传病害发生的地块与非茄科作物轮作3年以上。 

9.2.1.2 精细整地 

深耕晒垡，精细整地，降低土壤的初侵染源。 

9.2.1.3 清洁田园 

整枝理枝，清洁田园，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清除病残体，带出田间深埋或焚烧。 

9.2.1.4 叶面施肥 

在嫁接茄子的开花和结果期，可选用阿泰灵、喷旺等进行叶面施肥。 

9.2.2 物理防治 

使用杀虫灯对虫害进行灯光诱杀；使用黄蓝板对虫害进行色板诱杀；温室通风口设置防虫网阻止害

虫迁入。前茬作物收获后或定植前用大扫灭等土壤熏蒸剂进行消毒。 

9.2.3 生物防治 

使用农用链霉素、新植霉素等生物药剂防治细菌性病害；使用井岗霉素、木霉素等防治叶霉病等；

使用枯草芽孢杆菌、粉红粘帚霉、淡紫拟青霉等微生物菌剂防治土传病害。 

9.2.4 化学防治 

根据市场定位，不用或少用化学药剂，化学药剂的选用符合NY/T 393的要求执行。 

10 采收 

茄子萼片与果实相接处的有色环带狭窄或已不明显时及时采摘。用剪刀或刀，齐果柄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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