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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⑧

29、膜上灌和膜下灌
利用地面或地下敷设的

防渗膜进行灌溉的方法，具有

较高的灌溉效率和防止水土

流失的效果。膜上灌是指在

垄沟底部铺设防渗膜，通过在

膜上开孔的方式对作物根区

进行灌溉。膜上灌在地膜栽

培的基础上不需再增加材料

费用，可以有效减少水资源在

地表的流失和蒸发，灌溉效率

可达90%以上，并能起到对土

壤增温和保墒作用。膜下灌

是指在干旱地区将滴灌管放

在膜下，或利用毛管通过膜上

小孔进行灌溉。

相比于

其他灌溉方

式 ，膜 上 灌

和膜下灌具

有灌溉效率

高 、节 约 用

水、减少水土流失等优点。

但是，防渗膜和滴灌系统成

本较高、需要较高的维护费、

使用寿命有限等。因此，应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灌

溉方式。

30、涌泉灌

利用稳流器稳流和分流，

采用小管进行出流的灌溉方

式，也称小管出流灌。相较于

滴灌和微喷，涌泉灌溉的流量

较大，一般都大于土壤的入渗

速度。为防止产生地表径流，

需要在涌水器附近挖掘小水

坑或渗水沟以分散水流。涌

泉灌溉尤其适用于果园、苗圃

和植树造林林木的灌溉。

31、渗灌

在微灌系统尾部安装一

根特制的渗水毛管，埋入地表

下30-40厘米，将低压水通过

毛管管壁的毛细孔以渗流的

形式直接供水于种植物根部

土壤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可

以有效减小土壤表面蒸发，是

目前用水量最省的一种微灌

技术。渗灌适用于缺水地区

砂性土壤的果树、花卉等经济

作物的灌溉。

32、控制灌溉

根据作物不同生育期对

水分的需求施行“薄、浅、湿、

晒”的灌溉制度，既节约用

水，又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改

变了以往作物大水漫灌、串

灌的习惯。不需增加工程投

资，只要按照节水灌溉制度

灌水即可。

（未完待续）

近期，在生产中我们发

现部分苹果园摘袋后出现

果实返绿现象，较严重的果

园，套袋果质量不如不套袋

普通果，既影响了果品质

量，又增加了生产成本，降

低了经济效益。因此，对嘎

拉苹果摘袋后返绿原因进

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了相

应对策。

返绿的原因

摘袋过早。由于部分

果农为了早卖抢占市场，把

嘎拉苹果摘袋时间推前，由

过去8月中下旬适期摘袋提

前到8月上旬，摘袋时间比

原来早10~15天。由于摘

袋早果在袋内生长期短，造

成了果实不能全部退绿或

退绿差。同时，嘎拉成熟期

气温仍较高，昼夜温差小，

对果实上色不利。

使用劣质袋。由于目

前社会上纸袋加工厂家多，

来源广，在产品质量上难以

保证，加之嘎拉苹果属中熟

品种，生长期短，多数果农

舍不得使用优质纸袋，使大

量劣质纸袋流入生产环节。

尤其是使用遮光性差

的纸袋，造成了果面粗糙退

绿差。据调查，多数果农套

嘎拉苹果用的纸袋80%以上

为廉价劣质袋，价格在3分

钱以下，优质袋不足20%，直

接影响到套袋果退绿。

阴雨天摘袋。阴雨天

摘袋或脱袋后遇持续阴雨

天气，因光照不良，果实易

出现返绿现象。特别是摘

袋后5天内遇大的降雨过程

的果园，果实返绿重，果面

粗糙，果锈、鸡爪纹、红点病

严重。果品质量不如不套

袋果。

果园郁闭。调查发现，

摘袋后返绿现象严重的果

园，普遍存在着果园郁闭通

透性差的问题。由于树体

枝叶量大，光照不良，加重

了果实返绿现象的发生。

施氮肥过多。套袋果

在遮光的条件下叶绿素含

量逐渐减少。但由于果园

大量使用化肥，造成树体过

旺，摘袋后，果实见光后叶

绿素交换速度加快。特别

在光照不足的条件下，果实

内叶绿素迅速增加，返绿现

象明显。

针对返绿的对策

要做到适期摘袋。果

实在袋内生长期不少于85~

90天，全部退绿呈乳白色后

脱袋，经过充分成熟达到全

面着色后采收。

选择使用优质果袋。
应选择使用遮光性好、质量

可靠的优质纸袋，最好用外

灰内红双层纸袋，提高果袋

的退绿效果。

选择适宜摘袋时期。
要选择阳光温和的连续晴

天摘袋，最好摘袋后3~5天

内无阴天或降雨过程。

重视夏季修剪。对郁

闭果园进行改造，调整树体

结构，疏除遮光严重的骨干

枝，实行高光效管理，是解决

摘袋后果实返绿主要措施。

合理施肥。要做到科

学施肥，严格控制氮肥使用

量，防止因氮肥过多而引起

套袋果返绿现象发生。应

在摘袋前15天、5天各喷施

磷酸二氢钾 0.3%~0.5%液

一次，以加速花青素的合成

和运输，促进果实着色。

铺设反光膜。摘袋后

及时铺设反光膜，增加太阳

光能利用率，使果实充分接

触光照，促进花青素的合

成，以便于果实着色。

（据陕西果业信息网）

嘎啦苹果摘袋后返绿
可用这几种方法处理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炎炎夏日，远在长安的杨贵妃想

吃上一口产自岭南的荔枝，需要派良

驹千里急递。不过，她如果想在冬天

吃上荔枝，那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无

法实现的。

在冷冻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想

在冬天吃一口夏季收获的荔枝，已经

不再是天方夜谭。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孙大文团队的研究成果，可以让新鲜

荔枝最少保鲜6个月、最长保鲜2年，

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新鲜荔枝的

原始风味。

食物长时间保存的关键在于降低

其内部的生化反应速率以及抑制微生

物繁殖，低温是最常采用的保鲜方法

之一。冰箱等制冷设备的发明让食品

的保存时间得到延长，显著提升了人

们的生活质量。不过，人们渐渐发现，

传统冰箱冷冻过后的食物在口感、营

养等方面总是存在各种不足。例如，

传统冰箱冷冻保存后的水果，在解冻

后会出现变软、加速变质等现象，与新

鲜水果的品质相去甚远。

“过去人们觉得，冷冻食品的品质不如新鲜

食品，这主要是由于冷冻技术不过关导致的。

如果技术过关，冷冻食品的品质可以媲美新鲜

食品。”孙大文介绍，在食品冷冻过程中，要想保

住食品的口感与营养，关键在于控制食品内冰

晶的尺寸、大小及分布。大多数新鲜食品的主

要成分是水，因此冷冻食品的本质是冷冻其中

的水分。不过，由于生物热阻的存在，食品在被

放入冰箱后，并不会马上冻结，冷冻通常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食物细胞中的水分会慢慢

凝结成冰晶。冰晶最先形成于细胞与细胞的空

隙间，但细胞内部也有水分，如果细胞内部不结

出冰晶，细胞内的水分就会慢慢迁移到细胞外，

细胞就会失水，而细胞外的冰晶长大后就会刺

破细胞，破坏整个细胞。在这种情况下，当食物

被解冻时就会口感欠佳，其营养成分也会缺乏，

最终使得解冻后的食物各方面品质都难以令人

满意。

孙大文介绍，团队研究了物理场调控冰晶
生长的新型冻结技术，避免冷冻初期冰晶无序
生长对果蔬细胞造成的影响，实现了让冰晶的
形成、增长及分布从无序到有序可控。该团队
借助超声波、超高压、电场和磁场等物理场调控
冰晶生长的新型冻结技术控制冰晶的形成、增
长与分布，让食物细胞内和细胞外都长出又小
又细、分布均匀的冰晶。这意味着，细胞质构基
本不被破坏，食物能够保持原来的营养价值和
口感。

在孙大文团队的实验室里，团队成员利用

物理场辅助冷冻技术对一颗2年前采摘的荔枝

进行快速保存，如今该荔枝不仅外观依旧美丽、

果肉晶莹剔透，口感也能够媲美新鲜荔枝。

（据《科技日报》）

梨树采果后必须及时

施好采后肥，加快树势恢

复，促壮树势，促壮结果母

枝，提高树体营养水平，为

明年开花结果奠基良好的

基础。

具体做法：梨树采果后

必须及时清除果园内的枯

枝、落叶、落果和各种杂草，

并集中园外深埋或烧毁，再

施采后肥。以优质有机肥

和氮磷钾肥为主，补充生物

菌肥和磷钾肥。五年生以

上的树或采果100斤以上的

树，每株施沤制腐熟的人畜

禽 粪 50～60 斤 、氮 磷 钾

(15-15-15)硫酸钾复合肥

2～3斤、复合生物菌肥1斤

～1.5斤、过磷酸钙或钙镁磷

肥1.5斤～2斤、硫酸钾0.5

斤～1斤。

把所有的肥料充分搅

拌混合均匀，在树冠下挖

6～8条长80～100厘米、宽

30～40厘米、深 15～20厘

米的放射沟，把充分混合均

匀的肥料均匀撒施在放射

沟内，盖土，把肥料全部覆

盖住即可。另外，在根部施

肥的同时，还要进行根外追

肥，从叶面补充各种养分，

才有利于迅速复壮树势，促

壮结果母枝。在梨树采果

后，每7～10天叶面喷洒1

次 0.1%硫酸镁、0.1%硫酸

锌、0.2%尿素、0.3%磷酸二

氢钾、600倍氨基酸复合微

肥混合液，连续喷洒 3～5

次，均匀喷湿树冠内外所有

的枝叶，以开始有水珠往下

滴为宜。

梨果采后注意事项

1. 梨果采后 15~20 天

内不能施

用高浓度

肥料。采

后 15~20

天内为树

体元气恢

复期。在

树体元气

没有恢复

时 ，施 用

高浓度肥料导致树体正常

的生命活动遭破坏，极易

产生生理落叶。

2. 梨果采后 15~20 天

内，果园内不要化学除草，

尤其不能用草甘磷喷杂

草，杂草被草甘磷喷后，为

了能活下来，就形成了梨

草争水的局势；其次，杂草

被草甘磷喷后枯死，使梨

园表土暴露于阳光下的面

积增大，从而影响梨树的

水分吸收，造成生理失水

而落叶。

3. 梨果采后 15~20 天

内避开中午高温时喷洒高

浓度农药，以免烫伤叶面。

4. 梨果采后有条件的

农户可在梨树下面用青草、

青稻秆及其它秸秆等覆盖。

5. 梨果采后及时叶面

喷施营养液,每隔 10~15

天喷1次，连续喷2~3次。

（科普三农）

梨树采果后的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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