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生产上栽培的草莓主要是一季草

莓，由于其采收期集中，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草莓

的周年鲜食及加工需求。栽培四季草莓是解决草莓

周年供应最简单、最有效的措施。四季草莓栽培在

我国刚刚起步，为明确四季草莓寒地栽培技术，为

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进行了露地四季草莓寒地栽培

技术研究[1]。通过本试验明确四季草莓最佳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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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最佳栽培方式、春季采收后植株处理等栽培

技术。利用这些技术可更好发挥品种特性，提高四

季草莓产量和产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品种：四季公主 2 号。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定植时期试验共设 12 个处理，3 次重复，小

区面积 20 m2，随机排列。12 个处理分春季 6 个

处理，分别是 4 月 29 日、5 月 6 日、5 月 13 日、5
月 20 日、5 月 27 日和 6 月 4 日，秋季 6 个处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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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定植时期草莓的产量

秋季定植(月·日) 总产量(kg/667 m2) 显著性 春季定植(月·日) 总产量(kg/667 m2) 显著性
1 7·27 2 150 d 4·29 2 047 e
2 8·03 2 409 b 5·06 2 122 de
3 8·10 2 810 a 5·13 2 252 c
4 8·17 2 799 a 5·20 2 321 c
5 8·25 2 781 a 5·27 2 416 b
6 9·01 2 081 de 6·04 2 266 c

别是 7 月 27 日、8 月 3 日、8 月 10 日、8 月 17 日、
8 月 25 日和 9 月 1 日[2]。

栽培方式试验设计为高畦(畦高 20 cm)、平畦 2

个处理，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0 m2,随机排列[3-5]。
春季采收后叶片处理试验设计 3 个处理：摘除

老叶(只留 3～4 片心叶)、割叶(平茬)、叶片不动(对

照)，每处理 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0 m2,随机排列[6]。
1.2.2 调查内容和方法

产量调查：春季定植植株产量为当年秋季产

量加上第二年春秋产量的总和。秋季定植植株产

量为第二年春季与秋季产量的总和。对小区产量

进行实收测产，折算成 667 m2 产量。

根系调查：春季采收后对叶片进行处理，4 周

后，每个处理挖苗 7 株，调查根系生长情况，对叶茎

重、新根数、新根平均长度等 3 个指标进行调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定植时期试验

从表 1 可以看出，秋季定植的第二年最高总

产量为 2 810 kg/667 m2，春季定植的最高产量为

2 416 kg/667 m2。从试验结果看，秋季定植产量、
效益都好于春季定植，而秋季最佳定植时期为 8

月 10～25 日，此时期定植匍匐茎苗数量多，质量

好，定植后有一定的缓苗生长期。

2.2 不同栽培方式试验

在相同栽培管理条件下，高畦(畦高 20 cm)与平

畦植株越冬能力无差异，但高畦植株生长势弱于平

畦。从表 2 可以看出，高畦产量 1 467 kg/667 m2、平
畦产量为 1 611 kg/667 m2，平畦较高畦产量高

10%。另外，高畦在土壤准备和灌溉等方面管理成

本高于平畦，由此可见，四季草莓露地栽培最佳栽

培方式为平畦。
2.3 春季采收后叶片处理试验

从表 2 可以看出，摘叶处理的植株新根数和

新根重比割叶和对照高；摘叶和割叶处理的地上

部分叶重均比对照高，摘叶处理和割叶处理的产

量均显著高于对照。
由此可见，在生产上栽培四季草莓，春季结果

后需进行摘除老叶或割叶处理。

3 结 论

由以上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定植时期不同对

四季草莓产量影响较大，本试验是在吉林省公主

岭进行的，吉林省的早霜期是在 9 月中下旬，晚霜

期是在 4 月下旬。无霜期 120～160 d。各地区可

结合当地气象条件选择合适的定植时期。
在定植方式试验中，高畦在整地作畦过程中

耗费大量成本，而且在北方冬季需要防寒栽培的

草莓种植区，高畦栽培也给防寒带来不便。
四季草莓春季采收后，植株营养消耗很大，摘

除老叶只留心叶，或者割除整株叶片，有利于植株

更新复壮，减少病虫害，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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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叶片处理方式下根叶对比及产量

新根数 新根重(g) 叶重(g) 产量(kg/667 m2)

对照 68.00 31.57 61.71 396

摘叶 81.71 37.86 133.37 1 674

割叶 42.71 26.36 140.03 1 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