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版5
编辑编辑：：党菲党菲 校对校对：：张朝辉张朝辉 美编美编：：王樱羽王樱羽 2022年9月6日 星期二

种植天地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

“曾经在太空遨游3个

多月的鲜食大豆种子终于

出苗了，‘上天’的12粒种

子中有11粒出苗，长势也

不错。”近日，浙江省衢州市

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以下

简称“衢州农林院”)作物所

副所长雷俊说，经过悉心培

育，目前这11粒出苗的种

子已经长成每株11厘米高

的大豆苗，即将移至大田里

栽培。

这些“太空旅客”有什

么来头？

原来，2021年，衢州农

林院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航天育种研究中心合

作开启了航天育种工作。

当年，出自该市的衢橘、椪

柑、胡柚、辣椒、鲜食大豆等

5个品种的种子搭乘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

雷俊介绍说，随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上天”的鲜

食大豆种子经历了3个多

月的失重、微重力、高真空、

强辐射等外太空环境。“不

知道有没有种子能够成为

‘幸运儿’，毕竟发生基因突

变或染色体畸变的可能性

低于0.1%，获得良性诱变

的概率则更低。但只要存

在获得有益变异材料的机

会，都值得一试。”他说。此
次太空育种的“衢鲜1号”
是秋季品种，眼下正处于最
佳播种时节。日前，衢州农
林院的专家将12粒鲜食大
豆种子“衢鲜1号”从种子
柜中取出，播种到穴盘中，
这才有了11株“来自太空”
的大豆苗。

据了解，目前衢州农林

院自主选育的大豆品种有

10多个，“衢鲜1号”综合性
状优良、口感甜糯，曾是大

豆中的佳品。然而，经多年

种植，该品种逐渐退化，急

需提纯复壮，这才取得了

“上天”的入场券。

太空遨游是漫长品种

选育过程的第一步，而播

种、出苗则代表真正的开

始。雷俊说，接下来，衢州

农林院的专家将对这11株

航天大豆育种材料进行分

析鉴定，从中找出在产量、

品质、抗性等方面优于原品

种的单株作为育种中间材

料，希望能借此契机培育出

优质、高产、强抗性的太空

新品种。

(张斌 傅飞扬)

近日，国内第一个高山

青菜头品种“高山青”通过

了农业农村部作物新品种

登记，这标志着由长江师范

学院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

学院培育的“高山青”品种

可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也

是重庆育出的全国首个高

山青菜头品种，填补了国内

在这个领域的空白。

榨菜是重庆农村经济优

势特色支柱产业，2021年全

市青菜头种植面积185.82

万亩、总产量357.28万吨，

榨菜种植总面积和总产量占

全国的半壁江山，带动全市

20多个区县数千家榨菜股

份合作社、数以万计的农户

从事榨菜种植、加工和出口。

“但高海拔种植青菜头

一直是个难题。”长江师范

学院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

学院研究员刘义华说，目

前，全国青菜头品种有数十

个，但大多适宜在800米以

下地区种植，若是在800米

以上种植，青菜头基本上只

开花不结果。

为改变榨菜生长适应

性，2016年刘义华牵头成

立了高山青菜头品种科研

攻关项目。历经6年多时

间，刘义华团队采用分子育
种技术，经过高低海拔多生

态鉴定与室内外加代选择，
成功培育出了适宜高山地
区种植的“高山青”青菜头
品种。

“这个品种具有生态适
应性广、耐冻性较强、抗抽
薹能力强，丰产性好、品质
优、商品性佳等优势。”刘义

华介绍，“高山青”青菜头品

种最大的特点是能在海拔

1300 米以下地区成功种

植，亩产可达 2.5 吨以上。

与普通青菜头相比，“高山
青”品种的青菜头个头更均
匀，颜色更嫩绿，营养也更
高。由于生长周期长，青菜
头的采收期比普通青菜头
晚一个多月，可持续到4月
上旬，实现青菜头错峰销
售，价格比普通青菜头高两
倍以上。

目前，该品种已在涪

陵、武隆、开州、彭水等海拔

1000米以上的高山蔬菜基

地试验应用。“下一步，将把

‘高山青’品种推广到全市

更多的高山地区，开展大面

积示范种植。同时，继续探

索研究高山青菜头的两茬

种植，进一步推动高山越冬

青菜头优质高效发展，带动

更多农民增收，助力乡村产

业振兴。”刘义华说。

（据《重庆日报》）

疫病

主要危害叶片、果实和茎，果实

染病，初呈水渍状暗绿色软腐，边缘不

明显。潮湿时，病斑扩展迅速加快，可

导致全果软腐；严重时果实上密生白

色霉状物，干燥后呈僵果残留在植株

上，病菌适宜温度25-30摄氏度，相

对湿度在85%以上时发病重。

防治方法：可用58%甲霜灵猛

锌或72%霜脲猛锌，加佳一百喷施

肥叶面喷雾，5-7天喷施一次，严

重时3-5天喷施一次，交替使用，

可有效防治。

炭疽病

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果实染

病，初呈水渍状黄褐色病斑，随病

情发展呈长圆形或不规则形凹陷

斑，有轮纹，边缘红褐色，中间灰褐

色。潮湿时，病斑上产生红色黏状

物，干燥时病斑变薄易破裂。病菌

发育温度12-33摄氏度，适宜温度

27摄氏度，湿度达80%以上时，易

发病。

防治方法：可用70%甲基硫菌

灵或80%代森锰锌或10%笨醚甲环

唑，加佳一百喷施肥叶面喷雾，5-7

天喷施一次，交替使用，可有效防治。

软腐病

主要危害果实，青果发生较多，

初呈水浸状暗绿色斑点，随病情防治

病斑变为淡褐色，果肉腐烂发臭，果

皮变白，严重时失水干缩，病果脱落，

发病温度25-30摄氏度，连续阴天、

阴雨连绵时易发病。

防治方法：可用20%叶枯唑或

3%中生菌素或2%春雷霉素，加佳

一百喷施肥300倍液，叶面喷雾，

5-7天喷施一次。

绵疫病

主要危害是果实，初呈水浸状

圆斑，随病情发展，普及整个果实，

病斑凹陷，呈黄褐色或暗褐色，湿

度加大时生白色棉絮状物，阴雨、

潮湿、密植地块易发病。

防治方法：可用58%甲霜灵猛

锌或64%恶霜灵猛锌或72%霜脲猛

锌，加佳一百喷施肥300倍液，叶面

喷雾，5-7天喷施一次，严重时3-5

天喷施一次，交替使用，可有效防治。

脐腐病

属非侵染性疾病，是一种典型

的生理性缺钙症，主要危害果实，发

病后果实顶部呈水浸状，病部暗绿

色或深灰色，随病情发展很快变为

暗褐色，果肉失水，顶部凹陷不腐

烂，空气潮湿时因菌生霉，导致辣椒

品质下降。

防治方法：科学管理，增施有

机肥和土壤调理剂改善土壤结

构。合理浇水，冲施活性钙的肥

料。 （王再强）

金针菇采收时如果长

得不整齐，在市场上就不好

卖，那要怎么防止这种情况

的发生呢？金针菇长得不

整齐，主要是出菇期管理不

当造成的。

蕾期

采取催蕾管理措施，将

菇房门窗打开，增强光照和

通风，向空间喷雾状水，使

菇房空气相对湿度增加到

90%左右，降温至10摄氏

度左右，同时松动袋口，以

诱发菇蕾的发生。几天后，

当培养料面出现棉花状菌

丝或黄色水珠时，将袋口敞

开，经过1周左右，陆续长

出针头状的菇蕾。

驯养期

当子实体长到1厘米

左右时，要减少或停止喷

水，湿度控制在75%左右。

通风降温，将温度调节在5

摄氏度左右。驯养后，恢复

并保持菇房的温度在10摄

氏度左右，即可促进子实体

生长。

伸长期

套筒与拉直袋口：当子

实体长到2-3厘米时，应把

塑料袋口多余的薄膜撑开，

提升拉直，目的是抑制菌盖

开伞，促使菌柄伸长。

调温：将温度控制在

10摄氏度左右。

增湿：空气相对湿度应

保持在85%-90%，菇房内

应喷水保湿，喷水量随子实

体生长而增加。

弱光诱导：在两排床

架正中上方，每隔 3-5米

安装1只 15瓦灯泡，产生

垂直光，诱导子实体成束

地伸向光源的方向，促使

菌柄伸长。

调控二氧化碳浓度：通
过减少通风次数和时间，使

菇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保持在0.1%-0.15%之间。

通过以上管理措施，大

概15天之后，就可生产出

菌盖直径1厘米左右、菌柄

长度8-15厘米商品性较好

的金针菇产品。

（陈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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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针菇
长得不整齐怎么办

露地辣椒烂果原因与防治

重庆育出全国首个
高山青菜头品种

马铃薯是我国种植业主要种

植品种，其拥有众多的种植户，但

不科学的栽种方式和施肥方法，导

致马铃薯产量以及品质不能得到

很好地提升。

催芽处理:秋季马铃薯播种前

的催芽处理是其生产质量、品质好

坏的关键所在。一般采用50克左

右的小整薯播种，催芽时将其放到

10-15ppm赤霉素溶液中，浸泡

20-30分钟。浸泡后捞出将其放

在微生物菌剂的沙床（床宽100厘

米，沙土的厚度为5厘米）上，有助

于顺利出芽。

重茬问题:马铃薯忌重茬，如

果一直在连作不倒茬的农田中进

行种植，不仅会使其产量大幅降

低，也会使其发生严重的病虫害。

微生物菌剂中的有益菌可以

有效改善因连作问题造成的土壤

板结、营养元素缺失以及病虫害爆

发等问题。施用后可以明显疏松

土壤，分解活化土壤中固定的营养

元素；产生的大量抑菌物质，可以

有效抑制土传病害的发生。

施肥不当:马铃薯是喜钾、忌

氯的作物，一般对钾的需求量最

多，其次为氮，而对磷的需求相比

来说很小。在种植中经常会出现

肥料施用不足、偏施氮肥等问题。

马铃薯在施用基肥时，建议每亩施

农家肥1200公斤，然后配合施用

上20公斤的微生物菌剂。

微生物菌剂中的菌可以使农

家肥中氮磷钾等多种营养更好地

被作物吸收利用，并且对农家肥中

一些残留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进

行有效地降解。

（据科普中国）

秋季马铃薯播种注意事项

研究人员观察大豆苗长势研究人员观察大豆苗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