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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市读者张辉问：

母羊产后发生应激反应不产奶，怎么办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专家、杨凌

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兽医师史瑞仁回

复说，可在草料中添加VC粉，饮用电解

多维5天。食用熟黄豆3斤，鸡蛋5个，

少量食盐。以上用量均匀分成4份，每

日服用，不久后即可见效。

甘肃省天水市读者王思文问：

一只羊感染了布病，全场羊都需要淘汰吗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专家、杨凌

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兽医师谷撑贤回

复说，布病一般指布鲁氏菌病，是一

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牛羊的易感

性高，猪的易感性较低。但是，羊和猪感

染的布氏杆菌属于不同的属种，所以羊感

染布病后不会直接传染给猪。

对于大型羊场来说，一只羊感染了布

病，就需要对全场羊进行布病检疫，淘汰

阳性个体，保留阴性个体。对留养的羊要

每月检疫一次，发现阳性，立即淘汰，直

到连续6月检疫再无阳性病例为止。

对于小型羊场，建议全群淘汰。全

场多次严格消毒，空舍6月以上重新引

种饲养。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隆治乡读者张兴福问：

高寒山区新栽的苹果树苗如何防冻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专家、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马文哲回复

说，高寒山区建议春季栽植苹果树苗，当

年冬季在树根部培土，培土高度30公分

以上，加强根茎及嫁接口保护，增强树体

抗寒能力。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读者吴强问:

樱桃叶片出现褐红色斑点，怎样防治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专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

员李省印回复说，这是典型

的樱桃褐斑病，由子囊菌亚

门真菌的樱桃球腔菌导致。高

温高湿、苗木密集、叶间郁蔽、通

风透光不良环境下发病重。

防治措施：适当间苗，合理

稀植，控制灌水量。

设施种植，要加强通风降

温，降低空气湿度。定期喷施

0.3%-0.5%磷酸二氢钾等叶面

肥，一般间隔7天左右，连喷2-3

次；选用 43%戊唑醇悬浮剂

3000-4000倍或70%代森锰锌

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75%百

菌清600-800倍液2-3次，间隔

7天1次。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读者王新阳问：

大葱根部萎蔫干枯
是什么原因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专家、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李省印说，

根据图片所示，这为典型性大葱白

腐病，由不完全真菌亚门小菌核属

的白腐小菌核菌引起，病菌以菌核

在土壤中或病残体上存活越冬，遇根分

泌物刺激萌发，长出菌丝侵染植株根茎，

在株间辗转传播。该病侵染和扩展适宜

温度为15-20℃，其营养菌丝在无寄主

的土中不能存活，所以该病往往是

成片发生或成行发生。一般春末

夏初或早秋季节发展快，夏季高温

不利该病流行。

防治措施：种植大葱时要注意

实行3-4年轮作。种植期间要及时清理

田间病株和病残物。

播种前将种蒜用50%速克灵（腐霉

利）或50%扑海因（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浸泡4小时。大葱生长期按包

装喷雾浓度选用嘧霉胺、醚菌酯、苯醚甲

环唑、菌核净、乙烯菌核利、甲基立枯磷

等进行灌根。

宁夏中卫市读者王丽问：

枸杞白粉病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如何防治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专家、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李省印回

复说，枸杞白粉病为北方枸杞主产

区的常见多发病害，由子囊亚门

真菌的穆氏节丝壳菌引致。温差

大、干湿交替频繁的季节和气候环境易

流行，要选用适合当地的抗病枸杞品种。

农业防治：
枸杞园应建在土壤疏松、肥沃、排

水良好、地势开阔、光照良好的地方；

秋末冬初结合修剪、翻深、施基肥等田

间管理措施，彻底清除园区的落叶、杂

草、病残体，集中深埋或者烧毁。加强

中耕除草，降低枸杞园病菌寄生、预防

交叉感染；合理施肥，提高土壤肥力，

促进树体纤维化、木质化，增强树体免

疫力，提高树体抗病性；枸杞不要栽植

过密，及时疏除过密的枝条，保证园内

通风透光。

化学防治：
在春季枸杞萌发之前及发病的初

期，按包装说明浓度换着选喷苯醚甲环

唑或氟硅唑、丙环唑、四氟醚唑、吡唑醚

菌酯、醚菌酯、烯肟菌脂、粉锈清（哈茨木

霉枯草芽孢杆菌）、硝苯菌酯、乙醚酚、己

唑醇、烯唑醇、露娜森等，每7-10天喷一

次，连续喷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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