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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种菜致富丛书：花椰菜、绿菜花安全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系统介绍了花椰菜、绿菜花生产
的概况，安全生产设施、类型及优良品种，育苗技术，生物学性状与栽培，栽培季节与栽培茬次，安
全优质高效栽培技术，主要病虫害诊断及防治，采后处理与贮藏保鲜，良种繁育技术等内容。
全书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内容丰富，技术先进，可操作性强，是花椰菜、绿菜花生产的实用性手册
。

　　《科学种菜致富丛书：花椰菜、绿菜花安全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适合广大菜农、基层农业技术人
员和农业院校有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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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光温室的极端最低温度一般出现在冬季数个或数十个连阴天之后。
在恒定温室的性能指标中，极端最低气温更能显示出温室的实用价值。
（3）调控方法温室的气温调控分增温和降温两方面。
增加温室温度的关键是温室设计和建造、建筑材料的选用和建筑标准，以及保温设备的配置和应用管
理。
从使用过程来看，应适时揭盖草苫，保持膜面清洁；增加内外覆盖保温措施，及时修补破损膜口；尽
量减少人员频繁出入等。
从降温或维持一定的温度水平的措施来看，主要的手段是放风。
在进入日光温室春季生产的后期，温室可以彻夜放风，夜间浇水也是降低地温和气温的一种方法。
3.地温 （1）特点 日光温室内的地温虽然也存在着明显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但与气温相比，地温比
较稳定。
一般地温变化滞后于气温，相差2～3小时。
土壤是能量转换器，也是温室热量的主要贮藏地。
白天阳光照射地面，土壤把光能转换为热能，一方面以长波辐射的形式散向温室空间，一方面以传导
的方式把地面的热量传向土壤深层。
晚间，当没有外来热量补给时，土壤贮热是日光温室主要热量来源。
土壤温度垂直变化表现为晴天的白天上高下低、夜间或阴天时的下高上低，这一温度的梯度差表明了
在不同时间和条件下的热量流向。
温室地温的升降主要是在0～20厘米的土层里。
水平方向上的地温变化在温室的进口处和温室的前部梯度最大。
地温不足是日光温室冬季生产普遍存在的问题，提高1℃地温相当于增加2℃气温的效果。
（2）提高地温方法 在生产上有很多保护和提高地温的方法，如秋末温室宜早建早扣，尽量减少土壤
蓄热的散失；在温室的前底部设置隔热板（沟），减少横向传导损失；在土壤中大量增施有机肥料；
尽量浇用深机井或经过在温室内预热的水，而且浇水宜在晴天的上午进行，以有充足的时间来恢复地
温。
地面覆盖地膜或室内进行二次覆盖等。
保持地温的有效方法是增加温室的内外覆盖保温设施。
4.空气湿度 在日光温室里，特别是夜间，空气的相对湿度经常在90％以上或饱和状态。
空气湿度大是温室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高湿对蔬菜的生长发育是不利的，常会引起病害的发生和蔓
延。
在空气中水汽质量一定时，温度越高饱和水汽压越大，因而空气的相对湿度就越小。
在日光温室冬季生产时，采取早晨放风来降低空气相对湿度的做法是不现实的。
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密闭温室，尽快提高室温，空气的相对湿度就会随之降下来。
日光温室放风以温度为指标，温度不能保证时一般不放风。
因此，降低日光温室空气湿度不能单纯依靠放风来实现，而应该把着眼点放到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上。
即使如此，温室的高湿也是不可避免的。
温室的空气湿度在浇水后最大，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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