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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大樱桃陆续上市。然

而，在一些樱桃产区，樱桃早采问

题时有发生，本应等到九成熟，有

些种植户偏偏在七成熟的时候就

开始采收。这不但影响樱桃的口

感，而且降低至少20%的产量。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

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研究员魏海蓉博士呼吁：樱桃应

适时采收，过早采收要不得。

“对于红灯这个品种，有的老

百姓上色就采，还没完全红，半黄

半红的情况下就采了。果农说，

采得晚了，樱桃就软了，商贩就不

要了。说实话，再晚采摘3-5天，

也不至于到不能运输的程度。因

此我每次培训都会强调适时采

收。”魏海蓉说，根据国内的标准，

樱桃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

14%以上且达到正常成熟的颜色

时可进行采收。

在樱桃整个果实发育期，成

熟前的一周时间是果实重量、固

形物含量提升最快的一个阶段，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魏海蓉

表示，可以这么说，成熟前的最后

一周时间，固形物的含量可以提

高20%左右，果个的大小也可以

提升20%左右。这意味着，晚采

三五天，果农可能卖出更好的价

格，收入更高。

“我还是建议果农，能晚采一天就晚采一天，真正

成熟的时候再采。成熟度高一点，对运输不会产生太

大的影响，特别是美早和布鲁克斯这些品种，可以九成

熟以后再采。”魏海蓉说。

为什么喜欢早采呢？其实也可以理解。果农辛辛

苦苦一年，为了保证有个好收成，能早采，就早采，毕竟

早采一天与晚采一天，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

“樱桃适时采收，要靠专家去宣传，靠地方农技部

门去推广。另外，市场的引导也很重要。”魏海蓉说。

在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二级巡视员郑兆亮看

来，破解樱桃早采难题，还是要走适度规模经营的路

子。通过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的带头和引导，

让樱桃的采摘、分级、贮藏、包装、销售等形成标准化模

式，最终引导小农户适时采收。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让

樱桃以成熟的“面孔”走向市场。 （据《农村大众》）

夏季高温天气频繁，加上干

旱少雨，容易导致土壤含水量不

足。柑橘叶片蒸发量大，根部

受高温影响吸收不强，满足不

了幼果对养分需求，容易引发

异常落果，导致柑橘减产。防

治柑橘异常落果，农户朋友应

“对症下药”。

因高温干旱引发内源激素絮

乱和不足，造成严重落果的，应

适当浇水抗旱，同时补充速效养

分。可采取多种预防措施。一是

枝干涂白，使用优质刷白剂防治

日灼现象。二是适时适度灌水，

调节土壤水分和果园内的小气

候。三是慎用石硫合剂，高温干

旱时避免使用，使用时严格将浓

度控制在0.1-0.2波美度内，注意

适量喷药，减少药液凝聚。四是

防治病害，高温期间植株抵抗力

弱，病菌容易侵染，要注意防治

炭疽病、砂皮病（黑点病）、黄斑

病、溃疡病。

因夏梢抽发导致营养消耗，

造成严重落果的，应及时补充养

分，适当控制夏梢生长。可在根

部撒施或者滴灌硫酸钾2-3两/

株，间隔15-20天；抹除夏梢，叶

喷25%多效唑400倍+磷酸二氢

钾 400-500 倍。因营养不良导

致果实不能正常发育膨大，造成

严重落果的，应及时补充养分。

此外，建柑橘园时应选择有

大型水源、土壤有机质丰富的地

区。时常发生干旱的产区应选种

抗旱品种，如根系发达的红橘和

酸橙。还要深翻改土，以提高土

壤通透性，增强保水能力。在高

温干旱天气及有冒夏梢迹象时，

及时制定控梢和营养管理方案并

严格执行。

（据《南方农村报》）

科学施肥

及时喷叶面肥调节剂，喷施要

科学合理。谢花后喷一次碧护，对

于减轻落果非常有帮助。从坐果

期开始，要每隔7-10天喷1次，直

至采收前15天为止。特别对于营

养状况差、叶片薄、叶色微黄的树，

更应及时喷洒叶面肥，以迅速补充

营养，促进幼果膨大。对于那些有

机肥施用量大，且已发挥作用的桃

树，则可以适当减少喷洒次数。另

外，营养状况差、叶片薄、叶色黄的

果树，在喷好叶面肥的同时，还要追

施1遍速效肥，施肥结合浇水进行。

摘心疏梢

为避免梢果营养竞争激烈，

应适当疏除新梢，并对留下的新梢

进行摘心，以促进果实健康生长。

对枝条先端的过密新梢，可以隔一

去一，所留新梢全部摘心；等新梢

长到20-30厘米，摘心去1/3。摘

心后，先端侧芽继续萌发，将再次

摘心。

病虫害防治

此时桃树主要面临的病害有

穿孔病、炭疽病、流胶病；虫害主要

有蚜虫、红蜘蛛、桃蛀螟等。可选

择药剂70%吡虫啉4000倍、溃腐

灵1000倍、80%戊唑醇5000倍。

疏果定果

疏果进行越早，节约的贮藏养

分就越多，对树体及果实生长也越

有利。但也应根据花量、气候、品

种等具体情况来确定疏除时期，疏

果工作就要推迟，可到果实生长

稳定后进行。在实际生产中，为

最终实现合理的树体负载量，疏

果可进行2次。疏果时要掌握自

然坐果率高的品种早进行，自然

坐果率低的晚进行的原则。两次

疏果工作，第一次在落花后15-

20天。疏果时，首先疏掉发育不

良的小果、双果、畸形果、病虫果；

其次是着生直立的朝天果、无叶

果枝上的果，选留果个大，形状端

正，生长比较均匀的果。第二次

疏果也称定果，是在生理落果之

后，约在落花后5-6周（5月下旬

至6月上旬）进行。

（孙慧玥）

合理施肥

在葡萄转色期时，要做好施

肥工作，控制好施肥量，不可施肥

过度。尤其是氮肥，如果氮肥施

用过多的话，就会导致葡萄出现

贪青晚熟的现象，从而影响葡萄

的着色。在施肥时，要注意控制

好氮、磷、钾肥的比例，并且适当

补充有机肥，其中要以钾肥为

主。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补充钙、

镁等营养，可通过叶面肥喷洒磷

酸二氢钾进行补充，促进葡萄果

实正常着色。

光照控制

光照对于葡萄的花芽分化非常

重要，同样也对葡萄果实上色有着非

常大的影响。不管是光照强度还是

时间都会直接影响葡萄的着色。一

般情况下，想要葡萄果实正常着色，

其自然光强要接受70%左右。所以

要注意控制好光照，要及时摘除果实

附近的果穗以及一些会遮挡光照的

老叶、病叶等。对于健壮叶片则要适

当移开，套袋的果实在后期则要及时

摘袋促进着色。如果是晚熟品种的

话，要在园内铺设反光膜。

水分管理

葡萄在生长过程中虽然对水

分有一定需求，但是一定要注意控

制好用水量，尤其是在果实成熟期

着色的时候。如果浇水过多或者

是降雨过多而没有及时排水，会导

致果实含水量增加，从而降低果实

的糖度与花色苷浓度，影响果实的

着色。所以在果实着色的时候，要

保持一个相对干燥的环境。当葡

萄进入转色期之后，要小水滴灌、

多浇少量，不可大水漫灌，遇到降

雨的话则要及时排水。 （赵晴）

为害症状

梨茎蜂又名折梢虫、摘头蜂，属膜翅目，茎蜂科。梨

茎蜂以成虫和幼虫危害梨树的嫩梢和2年生枝条。成虫

在新梢嫩皮下刚形成的木质部上产卵，幼虫在嫩梢里向

下蛀食，致使新梢凋萎下垂，形成小段黑色的枯枝。

防治方法

捕杀成虫：梨树落花期，成虫喜聚集，易于发现，早

晚气温较低，成虫不善活动，群集于树冠下部叶片背

面，摇动树枝，振落成虫，进行捕杀。

剪除被害梢：幼虫为害的新梢上端枯萎，容易识别，

落花后及时把锯口下大约5毫米有虫卵的部分剪去。

悬挂粘虫板：在梨树初花期，每亩果园可悬挂黄色

双面粘虫板12块，悬挂于1.5-2米高的2-3年生枝条

上，使其被粘虫板粘住致死。梨茎蜂发生数量大时，注

意及时更换粘虫板。

药剂防治：在成虫盛发期，可于开花前和落花后喷

施2.5％功夫菊酯1500倍液，或20％速灭杀丁1500倍

液，或2.5％溴氰菊酯1500倍液，或80％敌敌畏1000

倍液等。 （孟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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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着色的管理技术

夏季高温 防柑橘落果

桃树幼果期要这样做

黄杏成熟金灿灿
5月21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

区水泉镇西堌城村农民在果园将

新采摘的黄杏装框。夏日来临，山

亭区水泉镇种植的 3000 余亩黄杏

成熟上市，果农们忙着采摘、销售，

收获的喜悦写在脸上。

近年来，水泉镇通过引进名优

品种、推广标准化栽培、实施网上

销售等，积极引导农民发展黄杏种

植产业，在扮靓乡村环境、带动生

态旅游的同时，也使农民获得了丰

厚的收益。 本报通讯员 刘明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