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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业管理果业管理

果树涂白剂是以生石灰、植物
油、食盐等为主要成分经过充分搅
拌混合而成，对果树主干和主枝基
部进行涂白的一种制剂。涂白剂
根据发挥的作用和涂白的目的不
同而分为许多种，在果树生产中根
据实际需要配置不同类型的涂白
剂可以做到有的放矢，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以防冻害为目的的涂白剂

滑石粉涂白剂 0.5公斤的滑石
粉、玉米面或者豆面0.5公斤，加水10
公斤充分搅拌均匀，同时可加入0.2公
斤洗衣粉，能增加涂白剂的黏着性。

石灰水泥黄泥涂白剂 5 公斤
清水加入 2 公斤生石灰，充分搅拌

均匀后，依次倒入 2 公斤水泥和 1
公斤黄泥 ，充分混合而成的浆液
状。该种涂白剂耐雨水冲刷，能在
树皮上保持一年不脱落，还可以防
止侵染性病害的发生。

以防虫害为目的的涂白剂

石硫合剂复合液 先用10公斤
清水加 5 公斤生石灰充分融化，并
搅 拌 均 匀 ，再 依 次 加 入 黄 泥 1 公
斤，充分搅拌后再加入波美度为 11
度的石硫合剂 1 公斤，再加入各 0.5
公斤的食盐和植物油，充分搅拌均
匀。石灰和石硫合剂可以杀灭在
树皮裂缝中越冬的害虫和虫卵，食
盐可以防止涂白剂干裂脱落。

石灰硫磺合剂涂白剂 先将 5

公斤生石灰和 0.3 公斤食盐用 8 公
斤的热水化开，搅拌成糊状，然后
加入 0.3 公斤植物油、0.5 公斤硫磺
粉、0.2 公斤的豆面或者玉米面，边
加入边搅拌至均匀。石灰和硫磺
粉可以防冻防病虫害，食盐可以使
石灰和硫磺粉渗入树干表皮，保持
水分，防止干裂脱落。

以防病害为目的的涂白剂

受冻后的果树由于枝叶枯落，
易受日灼裂皮，诱发树脂病。树干
涂白，可以反射太阳光，降低白天
树干温度，也可防止树皮开裂引起
日灼病。

石灰硫酸铜合剂 用 1 公斤热
水把 0.5 公斤硫酸铜化开放在一个

容器中，再把 5 公斤生石灰和 5 公斤
清水化成石灰乳放在一个容器中，
最后把溶解好的硫酸铜溶液倒入到
石灰乳的容器中，充分搅拌均匀。

石灰石硫合剂残渣涂白剂 5 公
斤石灰和 0.5 公斤石硫合剂残渣加
水 25 公斤，再加上 0.1 公斤食盐充
分搅拌均匀。

注意事项
涂 白 剂 应 随 配 随 用 ，不 宜 多

配。根据涂白的任务配置涂白剂
的量，配好后的涂白剂不能久放。

在配置涂白剂的过程中，每一
次增加成分时都应充分搅拌，使之
均匀，才可以使涂白剂均匀地紧粘
在树干上。

在果园进行涂白前，应先对果

园进行冬季修剪，然后将剪下的枝
条集中起来烧毁 ，把树干上有折
裂、冻裂处等受伤部位用塑料薄膜
包裹好。

观察树干上是否已有害虫蛀
入 ，如果有害虫蛀入应用棉花或
棉布浸药把害虫杀死后 ，再进行
涂白。 （综合）

果树常用的三种涂白剂及注意事项

镇压
镇压是控制小麦旺长的有

效措施，方法简单效果好。通过
镇压损伤地上部叶蘖，抑制主茎

和大分蘖生长，缩小分蘖差距和
过多分蘖的发生，促使根系下
扎，达到控制旺长的目的。

镇 压 视 苗 情 长 势 ，要 掌
握“地湿不压地干压，阴天不

压 晴 天 压 ，早 晨 不 压 中 午 压
的”原则。

深中耕
深中耕控旺不仅有效，而

且控制效果时间长。当麦苗
主茎长出 5 片叶时，在小麦行
间深锄 5 厘米~7 厘米，切断小
麦 部 分 根 系 ，减 少 植 物 对 水
分、养分的吸收，以抑制地上
部分生长，减少无效分蘖，促
进根系发育，控旺转壮。对地
力不肥、播种量过大造成的“假旺
苗”或根系发育差的，不宜采用此
方法。

化控
小 麦 旺 长 地 块 还 可 使 用

生 长 调 节 剂 来 进 行 控
制 ，可 于 11 月 中 下 旬 喷
施 多 效 唑 或 矮 壮 素 ，帮 助
抑 制 旺 长 小 麦 茎 秆 伸 长 、
缩 短 节 间 、促 进 分 蘖 、增 加
抗逆能力 ，确保麦苗安全越
冬。化控与镇压结合起来效
果更好。

浇冻水
在 越 冬 前 还 需 浇 冻 水 。

此举不仅可以稳定地温、促进
根系发育、帮助小麦安全越
冬，还可以塌实土壤。

冬前浇水结合追肥，还能
对生长过旺脱肥的麦田补施
肥料。

（宇博）

眼下，大部分苹果已经采收
完毕，天气逐渐变冷，果树开始落
叶，但地面温度还不是很低，要抓
紧时间在早霜来临之前进行追施
秋肥、秋耕保墒、清洁果园。

清园防病虫
苹果采收后，潜叶蛾、螨类、

卷叶蛾等开始在枝干、粗皮裂缝
中以蛹、卵或幼虫越冬。所以，
在果实采收后，第一任务是喷施
清园药。然后剪除病虫枝，刮除
树干粗皮，捆绑草把诱集越冬害
虫，收集后集中烧毁，以减少来
年害虫基数。苹果绵蚜、桃小食
心虫、金龟子等入秋后会潜入根
系周围的土壤中越冬，结合秋季
施肥，深翻树盘，将地面的病叶、
残果、杂草及在其中越冬的害虫
翻入土壤深处，使其下年不能出
土为害。轮纹病、腐烂病、干腐
病是影响果树生长、果品质量提
高的重要病害，从病害的发生规
律看，最佳用药时间是 11 月中下
旬，结合刮树皮，将病斑或病瘤
刮除后涂药。

施肥补养
没有秋施基肥的果园，可以

在苹果采摘后抓紧秋施基肥，补
充苹果采摘后树体营养亏损，宜
早不宜迟。特别是结果多、树势
弱的树及早熟品种，秋施基肥显

得更为重要。肥料以有机肥为
主、化肥为辅，做到改土与供养
相结合，迟效与速效相结合。施
肥后要覆土浇水。

在落叶前15天叶面喷施1%～
1.5%尿素液可以延长叶片寿命，增
强叶片功能，提高光合强度，促进
叶片内养分向树体和根系的回流，
从而提高树体内有机营养含量。

果园深翻
建议果农进行果园深翻，一般

在苹果采收后进行。果园深翻可
以增加土壤活土层厚度，改善通气
条件增加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能
力。而且通过深翻可以促发大量
新根，提高根系活力，有利于养分
和水分吸收。同时，深翻可杀死大
量在土壤中越冬的病虫害。

树干涂白
在果树落叶至土壤结冻前，

配制涂白剂涂刷树干和主枝，可
减少或避免果树日烧和冻害，消
灭树干裂皮缝内的越冬害虫，同
时具有防寒等作用。涂白剂的
浓度以涂在树干上不往下流、不
结疙瘩、能薄薄粘上一层为宜。

（郑科）

立冬后苹果园管理要点
冬 季 柿 子 树 的 营 养

积累大于消耗，树体进入
贮藏营养期，因此柿子树
采果后应及时管理，确保
来年丰产稳产。如何做好
采收后的柿园管理，才能
保障明年柿子丰产丰收？

施肥施肥 柿子树的
施肥量要

根据土壤肥沃度、树势强
弱、树冠大小、挂果量多
少而定。一般一株产 20
公斤鲜果的柿子树，施花
生麸 0.5 公斤（沤腐熟施）
或硫酸钾复合肥 0.75 公
斤。建议可以采用淋施
或撒施。

柿子树在冬季落叶休
眠前施过冬肥，占全年施
肥量的 60%，以速效有机
质肥为主，促使养分吸收，
贮藏于树体内，以利于来
年新梢生长、开花、幼果发
育之需。建议每株可施花
生麸 0.75 公斤~1.25 公斤
（沤腐熟施）或腐熟禽畜
粪 5 公斤，施肥挖对向沟
施，施后覆盖泥土。

改土改土 柿 子 树 一
般 为 深 根

性果树，若耕作层深厚，
则根系深生，侧根、须根
多，分布广，吸收能力强。

可以在立冬后，结合
清园和施肥进行深耕改土。逐年轮换
方位开深沟压埋绿肥、土杂肥，同时每
株培塘泥或沃土 100 公斤于树盘上。
当土壤 pH 值＜6.0 时，建议应施用石
灰加以改良。石灰施用量每年每亩不
超过 100 公斤。

修剪修剪 柿子树的修剪以冬季
休眠期修剪为主，适宜

在冬至至大寒期间进行。主要剪掉病
虫枝、弱枝、无效枝、下垂枝等。

清园清园 铲除柿园杂草，从落
叶后到来年萌芽前，

建议彻底剪除树上残存的柿叶、柿蒂
和枯枝、病虫害枝，清扫落叶并集中烧
毁，减少越冬病虫源。

（据中国智慧农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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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施肥
根 据 草 莓 的 需 肥

特点，结合浇水进行科
学施肥。注意控制氮
肥的用量，增加磷、钾
肥的比例，以满足草莓
的生长需求。同时，注
意补充硼、锌等微量元
素，均衡草莓各时期对
营养的需求。

病虫害防治
定期检查草莓的

生长情况，及时发现并
处理病虫害问题。尤
其注意草莓灰霉病、白
粉病、红蜘蛛等病虫害
的发生，采用生物防治
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
方法，减少病虫害对草
莓的影响。

控制温度和湿度
保持适宜的温度

和湿度对于草莓的生
长 至 关 重 要 。

在 花 期 ，应 避 免 阴 雨 天
气 对 授 粉 受 精 的 影 响 。
在冬季，应注意保温，防
止冻害。

合理灌溉
根据草莓的生长需

求 ，合 理 安 排 灌 溉 时 间
和水量。保证土壤湿度
适 中 ，有 利 于 草 莓 的 生
长和发育。

定期修剪
及时修剪掉枯叶、病

叶 和 多 余 的 花 序 ，以 改
善 植 株 的 通 风 透 光 条
件，提高光合效率，促进
果实发育。

选用无病毒苗
选用无病毒苗进行

种 植 ，可 以 大 大 降 低 病
毒 病 的 发 生 率 ，有 效 防
止僵果的产生。

（张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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