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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我家的葡萄叶片上长了好多
“麻点子”，是何原因？怎样防
治？

答：根据照片上显示的症状，
应判定为葡萄毛毡病，学名缺节瘿
螨。该虫一年发生3代，以成螨在
芽鳞、枝蔓粗皮、缝隙等处潜伏越
冬，翌春随葡萄芽萌动，瘿螨从芽
内爬出，迁移至嫩叶背面绒毛间，
自叶内吸取养分，刺激叶片使茸毛
增多，叶部上表皮组织局部增生、
变形，成为毛毡状，雌成螨4月中
下旬开始产卵，随后若螨、成螨同
时对寄主造成为害，以5、6月和9

月间为害最重。也是全年防治关键
时期，可用阿维菌素或爱卡螨稀释
液喷洒叶片。
憎我想咨询一下，菇棚里的蝼

蛄怎样防治？
答：蝼蛄，在食用菌生产中是

大型害虫，由于其爬行速度很快而
且尚能飞行，行踪不定，很难使用
喷洒药物予以杀灭，可自制毒饵予
以毒杀：豆饼粉和麦麸炒香，与辛
硫磷配成50∶50∶0 . 1的比例，拌匀
后，每晚放于菇棚的边角即可，如
果用土将毒饵覆盖，蝼蛄可钻入土
堆，不受惊吓，昼夜尽可吃食毒
饵，毒杀效果更好。
憎怎样防治辣椒脐腐病？
答：辣椒脐腐病主要是辣椒开

花期前后，土壤忽干忽湿，气温忽
高忽低，水分、气温变化剧烈，导
致辣椒根系活力下降，钙吸收受到
抑制，会造成钙缺乏。幼果最先呈
现缺钙坏死症。

辣椒定植时有机肥不足，过量
施用氮肥和钾肥，尤其是生长期偏
施氮肥，抑制钙的吸收，导致生长
后期从土壤中吸收的钙不能满足果
实发育的需要，会引发脐腐病。

辣椒脐腐病防治上应加强栽培
管理的手段来预防。1 .种植辣椒苗
时，用微生物菌肥做基肥，保证根
部钙元素的充足。追肥时应注意
氮、磷、钾肥的配合使用，勿偏施
氮肥；2 .辣椒开花结椒期间，是吸
收钙的关键时期，根据情况可以复
配钙肥；3 .合理调控水分，避免过
干、过湿，雨后及时排水。浇水宜
选在清晨或傍晚，应避免在干旱高
温的中午浇水。

注意：出现脐腐病，可施含有
钙、硫等中微量元素和高能量物质
的肥料，这样能够及时给植株补充
营养，避免脐腐病及畸形果的发
生。
憎蔬菜种植如何预防干热风？
答：干热风对露天蔬菜为害较

大，会造成植株叶片干边、生长缓
慢，严重的导致植株干枯死亡；棚
室中的蔬菜受干热风的为害相对较
小，但是处于放风口附近的蔬菜容
易受到干热风的为害。

1 .及时浇水，增加湿度。多关
注天气预报，在干热风来临前2-3

天全田浇灌一次，降低近地表气
温，提高田间湿度；避免在大风天
气和晴天中午烈日下浇灌；浇水时
采取小水勤浇的原则；2 .铺设覆盖
物，减少水分散失。在植株畦面覆
盖秸秆、稻壳等，可以避免露地植
株裸露，减少水分的散失，降低土
壤温度，促进根系生长，提高植株
抗性；3 .缓慢揭膜通风。多揭开拱
棚两侧棚膜和大棚前脸处棚膜通
风，需注意的是在干热风来临时揭
膜过早或过猛会导致蔬菜出现叶片
发白，干边等现象；4 .喷施叶面
肥，提高植株抗逆能力。在干热风
发生前，叶面喷施全营养叶面肥或
氨基酸、甲壳素类叶面肥进行叶面
喷施，提高植株的抗干热风能力；
定期喷施芸薹素内酯等生长调节
剂，调节植物生长，提高抗逆能
力。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夏季高温强光，蔬菜生产难度
大，各种生理性、侵染性病虫害发
生越来越严重。如病毒病全年发
生，夏季更是严重；畸形花果问题
突出，露籽果、空心果、裂果等特
别多；植株早衰，甚至刚现花就出
现明显的黄化问题。

病毒病、畸形果、早衰等问题
难以解决，各有各的原因，但最主
要的一点就是蔬菜根系弱，抗逆性
差。如何让越夏蔬菜棵壮抗病性更
好呢？

深翻土透气好

据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高东升
介绍，无土栽培的蔬菜、果树，在
同样管理、同样品种的前提下，产
量提升明显，甚至出现产量翻番的
例子。而无土栽培唯一的优势，就
是土壤通透性良好，根系不缺氧，
用很少的根系就能满足植株生长所
需的营养。

首先，做好深翻土壤，增加耕
作层厚度。土壤透气性变差，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耕作层变浅，一
般来说，旋耕机旋刀 2 2 - 2 5厘米
长，入土不超过15厘米，每年耕地
后，看着翻起的土壤很厚，但那是
虚的，实际浇水过后耕作层土壤不
超过20厘米，长此以往，犁底层上
移，透气性越来越差，不利于根系
深扎，培育壮棵。菜农应该每2-3

年进行一次深耕。
其次，增施有机肥和生物菌

肥，改善土壤结构。有机肥种类
多，包括各类禽畜粪肥、作物秸
秆、草炭等，特性不一。禽畜粪肥
虽然有机质含量高，肥效好，但含
盐量也高，要注意减量施用，如干
鸡粪亩用2000-3000公斤，并配合粉
碎秸秆、绿肥、菌糠等，以减轻土
壤盐渍化。近年来，病害尤其是根
部病害增加，与土壤微生态平衡被
打破，病原菌积累有很大关系，在
进行土壤处理后，应及时补充生物
菌肥，如各类芽孢杆菌、木霉菌、
放线菌等，可以促进土壤结构改
善，提高土壤活性，减少病害发
生，效果显著。

再次，注意维持土壤透气性稳
定。土壤翻耕后，要注意改善栽培
管理措施，减轻对土壤透气性的破
坏，保持土壤透气性良好。解决措
施一是起垄栽培，多次中耕；二是
地膜晚盖早揭；三是改善浇水方
式，推广滴灌设施，并合理应用。

选好苗、栽好苗

夏季温度高，育苗时间短，容
易出现徒长苗。很多育苗场为了控
制旺长，多次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进行控制，尤其是苗子拖延送苗
时，使用更多。控旺过度，导致茎
叶生长收到严重限制，花芽分化不

良，定植后容易出现畸形花、无头
苗等问题。

夏季选苗，一定要提前预定，
选小苗，并检查好根系、茎叶、生
长点等，接苗后自己移栽育大苗或
直接定植，以免出现问题。看着健
壮的大苗，往往控旺过度，苗龄期
过长，缓苗慢，生长弱，不建议选
择。

一般来说，越夏蔬菜多选择畦
栽，地面与空气接触面积小，导热
慢，可减轻土壤高温对根系生长的
影响。定植时，可比春茬适当深一
些，覆土1厘米左右为好。

加强蹲苗，促根深扎

夏季夜温高，水肥条件好，容
易出现徒长现象，使得植株细弱，
开花坐果难，畸形花果数量多。越
夏蔬菜要进行蹲苗，这是很多菜农
的经验之谈。

蹲苗的作用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控上促下”。除了控水控肥
外，还要注意哪些措施才能使蹲苗
最为有效呢？

首先，蹲苗前要浇透水。蹲苗
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根系深
扎，保证根系在恶劣环境下的营养
供应能力，所以蹲苗时要保证土壤
上干下湿、氧气充足。蹲苗前浇水
时，一定要浇足浇透，保证下层充
足的水肥供应，才能在上干的条件

下促进根系深扎，保证植株健壮生
长。

其次，多次中耕松土。中耕一
方面可以切断土壤毛细管水，使表
层土壤疏松干燥，下层水分保蓄良
好，造成上干下湿的土壤情况，并
大大增强土壤透气性，保证深层土
壤也有充足的氧气，利于根系向纵
深伸长；另一方面由于中耕切断了
部分表层侧根，降低了植株吸氮和
氮的代谢水平，使体内的碳水化合
物积累增多，也有利于植株生长健
壮，控制徒长。浇透水后，可视苗
子长势决定中耕深度，长势旺的中
耕要多、要深。

再次，用好功能性产品。大量
施用底肥后，往往出现营养元素失
衡的情况，尤其是粪肥、复合肥等
铵态氮肥过多，是造成植株徒长的
重要因素。缓苗水时，亩用融地美
500毫升、安融乐10毫升、碧护10毫
升冲施，可以有效改良土壤，抑制
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吸收，协调
根系营养平衡，培育壮棵，促进花
芽分化。促棵水时，及时补充钙
肥，亩用石原金牛悬浮钙1升，可
促进根尖生长，提高细胞活性，增
强抗逆性，减少生理性病害及病毒
病等发生。

此外，蹲苗时间要随气候、土
壤水肥以及蔬菜的种类、生长期长
短、长势等而有不同。 （刘辉）

气温高土温也高，越夏蔬菜早衰、畸形、病毒多发

提高植株抗病性 促根养根很重要

在种植业，有一种昆虫能一年
四季横行于大江南北，数量多，为
害重，极易产生抗药性，关键还不
好治，这就是蓟马。

3-5月份，正是每年蓟马为害
的高峰期，进入4月下旬以来，多
地在连续降雨后迎来持续高温天
气，为蓟马的繁衍提供了绝佳的环
境。防治蓟马已刻不容缓！

蓟马为害的范围非常广，露天
作物、大棚作物均有为害，在瓜果、
蔬菜上发生为害的主要种类有瓜蓟
马、葱蓟马、稻蓟马、西花蓟马等。

蓟马在3-5月份会出现暴发，具
体暴发期有两次，一次是在花期，另
一次是在谢花幼果期。目前，部分地
区的蓟马已经进入暴发期，很多种
植户苦不堪言。

蓟马常以盛开期的花为主要侵
害对象，导致受害花或花蕾提前脱
落，造成畸形果，影响坐果率。蓟
马在谢花幼果期同样会发生为害，
且一旦进入高发期防治难度逐渐加
大，因此应注意观察，一旦发现及
时防治。

大家平时若注意观察，会发现
叶片上的蓟马有黄色和黑色两种，
黄色的是蓟马的幼虫，不会飞，只

会爬，而黑色的是蓟马的成虫，既
会飞又会爬，成虫常跳到叶片上进
行产卵。

蓟马“喜好”多种作物，且为
害状都将直接影响其商品性，同时
更偏向为害植物的幼嫩部分，因此
防治的时期和手段都非常关键。

防治手段：
1 .喷药时间：建议在早上或下

午5点后；另外经常检查嫩梢，早
发现，提前预防。利用蓟马趋蓝色
的习性，可设置蓝板诱杀。

2 .及时清除病体，有效控制蓟
马种群数量；同时加强肥水管理，
提升植株抗性。有条件的果园可以
适当补充水，增加土壤湿度，抑制
蓟马化蛹与羽化。

3 .平时预防，推荐药剂：如吡
虫啉，啶虫脒、呋虫胺、乙基多杀
菌素、阿维菌素、联苯菊酯、甲维
盐等；高发期也可使用两种左右混
配(触杀+内吸)，或复配药剂，另外
增加用药次数。

4 .打药的时候可向地面喷药，

扫过以杀灭幼虫。为害严重地区一
般可选2 . 5%多杀菌素悬浮剂1000-
1500倍液或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000-4000倍液叶面喷雾防治，7-10

天施用1次，连喷2-3次。为确保药
效，尽量选择持效期长的药剂，并
使用沾着剂等辅助性药剂。

5 .配药时可以适当使用有机硅
类助剂。

6 .注重树体营养，如有机质类
营养(灌施和叶喷都有帮助)及适当
补充1-2次的钙肥，提高作物抗虫
抗病能力(留意嫩梢转绿与老熟方
面，可以用磷酸二氢钾)。

几点建议：
防治蓟马的要点关键在于嫩稍

的保护，最佳防治时期是新梢刚出
来1厘米的时候；最好做到出梢整
齐，统一喷药，杜绝蓟马飞到刚长
出来的新梢；喷药仔细，做到叶片
正面背面均匀喷药；下午喷药，根
据蓟马昼伏夜出的特性；如果喷药
时发现嫩稍有轻微为害，可以在药
剂里加入少量多肽氨基酸叶面肥帮
助叶片展开。不仅要在叶片及为害
部分打药，还要留意植株中下部、
地膜、裸漏的土壤等，这些常是蓟
马幼虫的栖息地。 （农财）

蓟马为害大 防治得抓紧

随着夏季的来临，蔬菜生长加
快，病虫害也逐渐增多，大多数菜
农通常5-7天、有的甚至3-5天就喷
一次药。但是提醒菜农朋友，夏季
温度高更容易出现药害，喷药看上
去简单，但也是个“技术活”，不
注重细节，同样会产生药害。

入夏后，建议菜农药剂防治时
注意以下几点：

先放水，后放药。通常情况
下，很多菜农在配药液时都习惯先

将药剂倒入喷雾器中，然后再往里
加水，这样做的本意是加水后让水
药剂充分混合，但是事与愿违，这
样做会导致一开始倒水时使高浓度
的药液进入连接管中，使药液整体
上很难达到均匀，容易导致先喷的
植株产生药害。

因此，菜农在配药液时要注意
先在喷雾器内放1/3左右的水，然
后再倒入药剂或母液，最后加水再
进行喷施。

随用随配，不装太满。药液配
好后菜农要及时喷施，长时间放置
会导致上部药液浓度较低，而下部
药液浓度大，喷施时会出现不均匀
而出现药害。另外喷雾器中的药液
以加至水位线为宜，不要装得太
满，因为装得太满药液难以晃动，
会影响药液的均匀度，进而出现药
害。

喷施要全面、均匀。菜农在喷
药过程中要注意行走速度要一致，

药液喷施要均匀，叶面叶背等部位
覆盖要全面，不要重喷、漏喷，以
药液湿润植株表面而不产生流滴为
宜。

选择合理的打药时间。喷洒农
药不能在中午前后温度高的时段，
最好在上午十点前或下午四点后进
行，因为这段时间温度相对较低，
喷洒时要穿戴长袖上衣和长裤，并
戴上口罩，避免伤害皮肤。

（果志华）

注意三个小细节 打药不会出药害

▲蓟马为害辣椒花。 ▲蓟马为害过的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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