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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通过验收，建议加

快科研成果转化推广！”近日，

由宁夏大学主持的自治区重

点研发计划“宁夏酿酒葡萄智

能化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重

大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宁夏葡萄酒产业基础良

好，更有广阔发展空间。得黄

河水生态涵养、贺兰山立地优

势，世界酿酒葡萄主流优新品

种扎根于此，表现优异。

从1984年酿造出第一

瓶葡萄酒开始，宁夏始终坚

持对标世界主要产区，立足

本土实际，借鉴先进模式。

这里的酿酒葡萄从冬季

埋藤防寒到春季挖藤作业，

共有 13个主要生产环节。

其中，埋藤和挖藤作业用工

占比达到16%以上，由于机

械化水平低、人工量需求量

大，使得生产成本骤然增加。

“尤其是挖藤作业，目前

仍处于半机械化水平，植保

作业也存在农药浪费严重和

农药利用率低的问题。这些

都成为制约宁夏葡萄产业发

展的瓶颈。”项目负责人、宁

夏大学教授杨术明说。

2018年，在自治区科技

厅的支持下，宁夏大学联合江

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宁夏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宁夏智源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共同实施了“宁夏酿酒葡萄智

能化农机装备研发与应用”。

项目聚焦埋藤、挖藤及

植保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综合应用激光探测、静电喷

雾、变量作业及机电液气一

体化等技术，结合宁夏酿酒

葡萄种植模式进行埋挖藤和

植保机械装备的集成创新。

针对传统静电喷头空气
压力过高和配套功率过大的

问题，项目完成了自走式智能
对靶超低量静电喷雾机的研
制；静电喷头的低压高效雾化
技术，使叶片正、反面均能实
现高密度雾滴沉积，达国家标
准的2—8倍；农药利用率超过
55%，减少农药使用量20%以
上；自走式跨行机型还可实现
3行葡萄同时喷雾作业。

针对埋藤作业质量低的
问题，项目采取犁旋结合埋
藤技术，完成纵向圆锥式葡
萄埋藤机的研制，碎土率接
近90%，高于相应地方标准
规定20个百分点。

针对挖藤作业机械化和
智能化水平低的问题，项目
完成了立柱自动避让控制器
的研发，有效解决了执行部
件回位滞后和振动难题，采
取刮旋、刮刷及气吹结合的
技术方案，完成接触式和非
接触式挖藤机的研制，清土

率超过80%，高于相应标准
规定30个百分点，可使挖藤
作业成本降低30%。

针对酿酒葡萄挖藤机有
机器无标准的问题，项目组
制订了相应标准和鉴定大
纲，使葡萄挖藤机有了生产、
检验和性能评价依据……

项目围绕宁夏酿酒葡萄

作业各个工作环节，共研制

机型三类11种、其中葡萄埋

藤机4种、挖藤机5种、精准

作业植保机2种；申报专利

43项，完成新产品鉴定和第

三方性能检测共3项；制定

企业标准、团体标准，鉴定大

纲及作业规程共8项。

“这些研发与应用研究

对提高产区酿酒葡萄生产机

械化、智能化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宁夏科技厅农村科技

处处长徐小涛表示。

（据新华社）

苹果树发生药害后，应根据药

害产生的具体原因和果树受害的程

度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喷（灌）水冲洗

当喷药树体刚显现出药害时，

应立即喷洒清水进行冲洗。喷水量

要大，压力要足，以使叶片滴水为

宜，将附着在叶片或枝干上的农药

稀释或冲刷掉，必要时可连喷2-3

次。防治天牛、吉丁虫等蛀干害虫

时，因用药浓度过高而引起的药害，

可立即自虫孔处向树体注入清水，

直至向外流水，以缓解药害。

土壤施农药产生的药害，先及

时对果园进行大水漫灌，再灌上1-

2次流动水，以洗去土壤中的过量

农药。

中和缓解

根据造成药害的农药酸碱性或

互逆性进行中和或缓解救治。酸性

农药造成的药害，可用0.5%-1%的

生石灰或用1%的漂白粉液进行叶

面喷洒中和；碱性农药造成的药害，

可追施硫酸铵等酸性化肥；退菌特产生的药

害，可喷0.2%的硫酸锌液；多效唑造成的药

害，可施用50毫克/公斤的赤霉素溶液缓解；

硫酸铜产生的药害，可喷施0.5%的生石灰水

缓解；石硫合剂产生的药害，喷水冲洗后再喷

施400倍-500倍的米醋溶液，可进一步缓解

药害。

喷洒高锰酸钾溶液。果树发生药害后，

立即喷洒7000倍液的高锰酸钾溶液。

去除受害枝叶

剪除由于药害产生的枯枝，摘除受害叶

片，避免因病菌侵染而产生其他病害。

在防治天牛、吉丁虫等蛀干害虫时，如因

灌药浓度过高而引起药害，一经发现，必要时

应立即去除遭受药害的中小型枝干，以防药剂

继续向树体的其他部位传导和渗透，进一步加

重药害。

苹果树发生药害后，在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的同时，还应加强果园管理。一是及时松

土灌水，使根系吸收足够的水分和氧气，以缓

解药害；二是追施速效肥料，促进果树生长发

育，提高果树根系活力。如用0.3%-0.4%的

尿素溶液浇根，结合叶面喷施0.2%-0.3%的

磷酸二氢钾溶液，以促进树体生长，尽快恢复

长势，提高对药害的抵抗力。 （王金中）

核桃炭疽病不仅危害果实，也会殃及叶、芽

及嫩梢。发病植株，一般果实受害率达20%-

30%，病重的可达80%以上，常引起果实变黑

腐烂并早落，核仁干瘪。受害果实的果皮上，会

出现褐色至黑褐色、圆形或近圆形的病斑，中央

凹陷，病部有黑色小点产生，有时呈轮状排列。

防治措施

果农需要及时清除病僵果和病枝叶，集中

烧毁，减少发病来源。同时，还需加强管理，合

理施肥，注重增施有机肥菌肥，改善园内通风透

光条件，以利于控制病害发生。

对发病重的果园，可喷2%宁南霉素500倍

液，并与 10%苯醚甲环唑 3000 倍液交替使

用。一般在发芽前喷乙酸铜600倍液，开花后

发病前用上述药剂喷洒，防治效果较好。核桃

园要结合防治其他病害，每年用药保证4-5次，

核桃炭疽病就很少发生。

（董丽萍）

8 月 17 日，山东省枣庄市山

亭区桑村镇瓜园村农民在去掉青

玫瑰葡萄果穗上的纸袋，准备采

摘销售。

初秋时节，山亭区葡萄、苹果

等果品即将进入收获季，农民们做

好管护工作，确保丰产丰收。

本报通讯员 李宗宪 邱巧 摄

智能化农机设备
让葡萄种植模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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