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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毫无创业经验、毫无办菜园经验的读者而言，本书是*适合的一本书。 

内容简介

本书以成功建立蔬菜园，实现创业致富之路为基点，主要面对广大蔬菜种植初学者和基
层农技人员。本书前三章分别从办园前的市场调查和投资预算、蔬菜地的选择规划、栽
培品种选择、育苗技术和栽培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综合介绍，第四至第八章重点讲述
了北方地区普遍栽培的黄瓜、丝瓜、苦瓜等28种蔬菜的形态特征、生育特性、优良品种
和栽培技术，第九到第十二章就蔬菜的无公害栽培、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包括常见的病
害、虫害及生理病害的症状、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采收后的处理与保鲜以及提高蔬
菜经济效益的途径进行了介绍。本书力求从实际出发，理论基础知识浅显易懂，贴近农
业生产，能够为广大农民朋友和技术推广人员提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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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蔬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副食品，是维持人体健康所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和
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蔬菜产业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由供不应
求到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品种日益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总体上呈
现良好的发展局面。我国蔬菜产业在种植业中居第二位，仅次于粮食，发展高产高效蔬
菜生产已成为许多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蔬菜生产已经从家庭菜园发展成农业
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促进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农民致
富的优势种植项目。
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新农村，必须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
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此，就需要大力推广普及
农业科技知识，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我国的农业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比较贫穷，需要大力
宣传农业科技文化知识，大力推广和普及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加上目前全国蔬菜供应与
社会需求已基本达到平衡，甚至出现季节性的或地域性的相对过剩，蔬菜种植业的竞争
日益激烈，更加需要不断学习和引进蔬菜生产新技术，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走上科学
致富之路。
蔬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副食品，是维持人体健康所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和
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蔬菜产业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由供不应
求到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品种日益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总体上呈
现良好的发展局面。我国蔬菜产业在种植业中居第二位，仅次于粮食，发展高产高效蔬
菜生产已成为许多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蔬菜生产已经从家庭菜园发展成农业
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促进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农民致
富的优势种植项目。
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新农村，必须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
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此，就需要大力推广普及
农业科技知识，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我国的农业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比较贫穷，需要大力
宣传农业科技文化知识，大力推广和普及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加上目前全国蔬菜供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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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已基本达到平衡，甚至出现季节性的或地域性的相对过剩，蔬菜种植业的竞争
日益激烈，更加需要不断学习和引进蔬菜生产新技术，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走上科学
致富之路。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的持续加大，好多朋友对蔬菜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其中一些朋友从来没有搞过农业，心里想做，但怎么做一点也没有头绪。本书以此
为出发点，详细介绍了北方地区蔬菜种植者从办蔬菜园前的市场调查和投资预算到蔬菜
园址的选择规划、栽培品种选择和育苗，再到栽培管理技术、病虫防治及采收保鲜等一
系列技术内容，力求结合实际、知识浅显易懂，能够为广大创业人员、蔬菜种植者及农
业技术人员提供参考和帮助。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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