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4年1月3日 星期三
责编 张梦镯 校对 辜希静 美编 郭英

三农课堂

冬季由于温度低，覆盖地膜主要的作用是
保温保湿，也就是提高地温，减少地表水分蒸
发，从而利于蔬菜健壮生长。

覆膜建议
冬季地温低，不利于根系生长。在棚室杂

草不多的情况下，地膜建议选用透明地膜，其
透光率高，提高地温效果最为明显。常用的黑
色地膜等，虽然能够除草，但增温效果明显较
差，冬季不建议使用。若棚内杂草较多，想兼
具保温、除草效果，可以选择条带地膜。已经
覆盖黑色地膜的，想提高地温，建议将地膜卷
起，增加地面见光，有助于提高地温。裸露的
操作行地面，可用稻壳、碎秸秆等有机物覆盖，
对提高地温、调节湿度也具有很好的作用。

在实际生产中，如果地膜覆盖不当，特别是
全棚贴地覆盖地膜，不但容易导致土壤板结，
还会影响蔬菜的正常生长。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影响土壤通透性 土壤是需要“呼吸”的，
全棚地膜贴地，会造成土壤中二氧化碳出不
来，氧气进不去，根系活性下降，不利于蔬菜正
常生长。

引起土壤板结 全棚贴地覆盖地膜后，操
作行经人为不断踩踏，时间久了，棚室土壤越
来越硬，板结严重，非常不利于团粒结构形成。

提高湿度，增加成本 地膜贴地后，在膜上
浇水和冲肥，水和肥料都难以全部进入土壤
中，膜上的水散失到空气中，会导致棚内湿度
增大，同时膜上的肥料植株吸收不到，造成浪
费，加大成本。

根系易受伤 全棚贴地覆盖地膜，土壤表
层温度上升快，且水肥供应充足，根系就会悬浮于地表不深扎，导
致根系抗逆性下降，一旦遇到不良天气，很容易伤根。

小贴士
建议覆膜时，不要全棚覆盖，仅覆盖种植行，并且将地膜起拱，

可在种植行中间南北向扯上一根钢丝，然后覆盖地膜，或者每隔 2
米~3 米插一根钢条撑起地膜。这样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而且
地膜呈拱面，棚内形成的露水就不会存积在地膜表面，而是沿地膜
流到操作行的土壤中。浇水时可以让水从膜下走，不仅操作方便，
还不影响棚内空气湿度，有利于减少病害发生。

操作行不要覆盖地膜，建议铺上一层碎秸秆或稻壳等有机物，
不但具有很好的吸湿保湿作用，还能提高土壤透气性，来年换茬翻
地时翻入土壤，也可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果志华）

冬季阴雨雪天气较多，是大棚
蔬菜病虫害发生较多的季节，而棚
内湿度大是诱发病害流行的关键
因素。

合理通风换气
冬季连阴雨天气温较低，黄瓜

又是喜温作物，有菜农担心棚内温
度降低而不进行通风，容易导致棚
内湿度增加，此时棚内通风要进行
分段通风。分段通风就是随温度
高低逐步调整通风口的大小，通风
时一定要避免温度下降过快，要及
时关闭通风口，防止温度骤然下

降，使黄瓜植株遭受危害。注意不
能在棚内形成过堂风，否则黄瓜条
不直，畸形瓜多。

降低大棚前脸处的湿度
棚膜上滴下来的水一般是在

大棚前脸处滴落，这样就很容易造
成大棚前脸湿度过大。很多菜农
在前脸处覆盖一层薄膜来降低湿
度，或者在前脸处设置导水槽把水
导到棚外等方法。这些方法均可
防止棚膜上的水滴滴到棚内的土
壤 上 ，从 而 降 低 了 湿 度 ，简 便 易
行，效果显著。

自然吸湿
自然吸湿就是将稻草、麦秸秆

等材料铺于操作行间，既可以吸收
水蒸气，也可减少土壤水分的蒸
发，以达到降湿的目的。同时，行
间铺设稻草、麦秸秆等，还能起到
提高地温的作用。据了解，棚内温
度每升高 1 摄氏度，就能降低空气
相对湿度 2%~3%。

（张予红）

误区一：施肥越多长得越好
许多菜农说温室是高投入高产出菜，

就往温室菜地大量投肥，以求多产出。其
实，超过蔬菜正常生长所需的土壤全盐含
量根系会出现反渗透，反而导致植株枯死，
产量下降。特别是温室内温度高、湿度大，
有机肥分解快，有效磷比露地高 2 倍~3 倍，
氮挥发量大，施肥过量极易引起肥害。

预防措施 种 菜 3 年 以 上 的 温 室 大
棚，腐熟的鸡粪、牛粪控制在 2500 公斤以
内，化学肥料也减少 50%左右。全盐含量

大的地块，应多施牛粪、腐殖酸肥和菌肥，
以提高土壤碳氮比，同时松土透气、解盐，
降低肥害。补充硼、锌、镁等微肥，平衡土
壤营养，进一步降低投入，争取持续高产。

误区二：温度越高长得越快
不少菜农认为，建温室的目的是保温，

温度高蔬菜长得快。其实，蔬菜对温度有
上限要求，一般温度不能超过 32 摄氏度。
温度过高，呼吸作用强，株体生理活动紊
乱、徒长，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不平衡，产
量反而会下降。

预防措施 在温室内设置两道放风口
及时降温。严格按照各种蔬菜生长期所需
的温度和各个器官生长期所需的温度进行
管理，防止高温导致只长蔓不长果。

误区三：留苗越多产量越高
许多菜农在留苗时总想多留几株，认

为苗多能高产。其实，由于冬季气温低、
光照弱，光合作用差，碳水化合物合成少，
合理稀植才能高产。

预防措施 越冬茬蔬菜以合理稀植为
好。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可采取前期密
植、中期疏株、后期疏枝的管理办法，以叶
枝不拥挤为准。

误区四：株蔓越旺长势越好
好多菜农认为株蔓旺才是好庄稼。其

实，水多叶旺根必浅，营养生长过旺必然
影响生殖生长，产量反而降低。

预防措施 在 幼 苗 期 蹲 苗 ，促 根 下
扎，形成壮苗。因为“弱株深根”，应掌握
控水控株促根深的原则，力求幼苗期使
地 下 部 吸 收 光 合 产 物 量 占 60% 左 右 ；在
蔬菜生长中后期，地下部和地上部吸收
光合产物要各占 50%。在蔬菜生长前期
营 养 生 长 消 耗 营 养 量 占 60% ，生 殖 生 长

占 40%；中期各占 50%；后期生殖生长占
60%~70%，营养生长只占 30%~40%，保证
前期有一定的同化叶面积，后期控蔓促
果，提高产量。

误区五：喷药越勤病害越少
很多菜农在蔬菜生长中后期，隔 2 天~

3 天喷 1 次药，认为药喷得勤就可防止病害
蔓延。

预防措施 改善生态环境，若湿度大，
枝繁叶茂，通风不良，天天喷药效果也不
见得好。对土传病菌引起的死秧，应注意
改良土壤，在移苗时注重土壤处理，喷药
预防。如果忽视病源，苗期染病，后期发
作，病菌已侵入植物体内，喷药再勤效果
也不好。对症喷药，最好是选含铜制剂，
既能杀真菌又能杀细菌，增强植株抵抗病
菌入侵能力，还能促进作物生长。

（综合）

在冬季，辣椒容易出现易落花、坐果少、畸形果多
等问题。辣椒难坐果与冬季的天气因素密切相关。

主要原因
冬季辣椒难坐果，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

冬季低温寡照、连续雨雪天气多，易使辣椒花芽分
化不良，造成坐果不良；二是冬季地温低，辣椒根系
发育不良，开花前后受不良条件的限制，花芽分化
所需的营养供应不足，导致坐果不良。

应对措施
在冬季的管理中，一定要注意做好棚室温度的

调节。辣椒进入开花坐果期后，对温度变化比较敏
感，不适宜的温度直接导致花芽分化不良、授粉受
精差，花芽分化不良，自然就会出现畸形果。另外，
要做好根系养护，浇水时要浇小水。

低温寡照天气下，还要及时补充叶面肥，尤其
是要勤用功能型促花产品。可在辣椒开花之前及
幼果坐住后及时喷施硼肥、钙肥等保花保果叶面
肥，连续喷施 2 次~3 次，促进花芽分化良好，减少畸
形果的出现。

（李萍）

覆盖防虫网
有条件的日光温室提倡覆盖

防虫网，能有效阻止外来棉铃虫的
入侵，可基本免除棉铃虫的为害。

加强栽培管理
在日光温室前茬作物收获后，

及时清园、翻耕、灌水，以破坏棉铃
虫的地下蛹室，使成虫难以羽化。
在番茄生长期间，结合整枝、打杈，
摘除虫卵和虫果，以压低田间虫口
数量。

药剂防治
田 间 发 现 虫 果 后 ，及 时 喷 药

防治。常用的药剂有：1.8%阿维
菌素乳油 2000 倍液，或 4.5%高效
氯氰菊酯乳油 1000 倍液，或 2.5%
氯 氟 氰 菊 酯 乳 油 2000 倍 液 ，或
10%氯氰菊酯乳油 1500 倍液等。
根据棉铃虫的发生情况，每隔 7 天
～10 天 1 次 ，连 续 防 治 2～3 次 。
注意药剂的喷施时间，最好是在
幼虫还没有蛀入番茄果实的低龄
期 ，喷 施 的 重 点 部 位 是 植 株 的
顶部。

（孟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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