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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陕西省多地天气上演“变脸

秀”，雨水频频光顾，气温也随之下降。

本周，降温降水更是双双来袭，虽然还

是仲秋，但已冷得瑟瑟发抖。

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降温降水将

会对接下来的果园管理造成一定影响。

为此，陕西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象

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化龙建议，加强

果园采收管理，连续阴雨天气将导致苹

果等经济林果的着色差，要利用摘除老

叶、病叶等措施改善果园通风透光条件，

促进着色。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及时

采收成熟果子，防止影响产量和品质。

同时，秋季果实采收后，果树留下

的果痕、叶痕以及农事操作产生的各种

伤口，极易被病菌侵染，绝大多数果树

的害虫、病原菌开始在病枯枝梢、病僵

落果、落叶和树皮裂缝、杂草、土壤中蛰

伏、休眠。而大多病虫此时都处于危害

末期，生命力大大减弱，且都在作物及

土壤等寄生居所的表面，比潜伏之后或

“出蛰”前后更容易防治。

如果此时进行有效防治，将大大减

少病虫害发生，不但能使果树顺利越

冬，更使开春清园减轻了许多工作。

果树采后清园集杀菌、杀虫、养树、

保护越冬于一身，对改善果园管理防病

治病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有效预防和

杀灭越冬的病虫害，减少病虫害发生的

基数，还可补充树体营养，促进萌芽、开

花、结果，还能预防倒春寒的发生。

目前许多果农还保持以前的传统

管理方法，从果园采果后一直到来年开

春后才清园，这样就让病虫害得到了扩

大危害的空间和有利时机。秋季开始

是果树各类病虫的潜伏期，决定着来年

病虫发生程度。抓住这一关键时期，认

真做好果树采收后的清园工作，及时杀

灭果树越冬害虫和病菌，能为来年果园

管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采摘后清园药剂的选择上，应本

着高效的原则，使用药剂时可配合新高

脂膜一起使用，可改高毒农药为中毒，

中毒农药为低毒，低毒农药为微毒。控

制农药挥发飘逸，防小雨水冲刷，降低

每亩用药量减半，提高防治效果多倍。

也可加入叶面肥中增效。

果树清园，打啥药效果好？喷施石

硫合剂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芽前喷施波

美3-5度的石硫合剂是非常理想的清

园药剂。该药杀菌、杀虫谱广，触杀能

力强，可防治果树白粉病、炭疽病、花腐

病、黑星病、黑斑病、黑痘病、褐斑病、缩

叶病、锈病、褐腐病、芽枯病以及叶螨、

壁虱、蚧壳虫等多种病虫。

喷施广谱高效、渗透性强、触杀性好

杀菌、杀虫剂由于大多数果农果园面积

较小，熬制石硫合剂比较麻烦，且石硫合

剂不能和杀虫剂混用，需要另外喷施杀

虫剂，费工费时，因此近年来施用石硫合

剂的果农越来越少，为一些广谱高效的

杀菌剂提供了机会。目前用于清园的杀

菌剂多为三唑类，如丙环唑、戊唑醇、氟

硅唑、氟菌唑等；杀虫剂主要是毒死蜱、

丙溴磷等有机磷类或其复配制剂。

清园用的杀菌、杀虫剂的浓度一般

都较高，因此必须在果树发芽前施用，

以免造成药害。

（赖雅芬 临渭）

近日，在四川省汶川县供销社为农

服务中心分选车间内，刚投入使用的全

自动光谱检测分选线正在工作。一筐

筐新鲜采摘的红脆李刚下树，就被运送

到这里“上线”，通过传送带运输至智能

分选设备，实现杀菌、外观识别、果品分

级等系列操作。

在汶川红脆李丰收的关键时刻，服

务中心引进200余万元民间资金，迎接

“好帮手”，解决人工分选红脆李成本

高、效率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为果农

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全自动化的红脆李分级，水

果分选模块还能实现检测数据上

传，方便技术人员查看。机器分选

出来的果子规格大小均匀、标准统

一，大幅提升分

选效率的同时还

降低了坏果率。

“目前生产线已

经调试完毕，正

式面向全县果农

开放服务，为汶

川红脆李‘高品

质、强品牌、走出

去’强力赋能。”汶川县供销社副主

任高磊说道。

据悉，分选线采用了智能光谱、自

动分级等前沿技术，实现智能精准识别

果品的大小、好坏，分选速度高达每小

时8000斤，是人工分选速度的30倍，

日均处理能力约为15万斤，同时还吸

纳了50余人就业。此外，汶川县供销

社还上线了全自动包装设备，并在县人

民银行、县信用社支持下，贷款260万

元用于脆李子销售服务，真正实现汶川

红脆李采摘后分级、处理、包装、运输、

销售“一条龙”。

（据《四川农村日报》）

果树修剪

秋季是猕猴桃树体养分积累贮藏期，

不仅关系到当年果实质量、树体养分积

累、花芽分化的优劣，同时还对翌年果实

的坐果、品质带来重要影响。

摘心。对二次梢留8-10片叶摘心或

对三次、四次梢留3-5片叶反复摘心，使

摘心后的枝条增粗和加速木质化。

疏枝。枝梢生长缓慢时，要注意后期

秋梢的萌芽去留，如早秋用作充实树体结

构的可保留，其余抹除（包括晚秋萌发的

芽）。对于叶幕层过厚的树体进行适当的

修剪，达到通风透光效果，提高树体光热

需求，促进果实品质提升。

疏果。及时去除树上伤果、变形果、

病虫果和僵果，使树上果实规整，提高果

品品相，利于果品销售。

肥水管理

排水。秋季雨量偏多，园区排涝极为

重要。果农应随时检查积水情况，疏通沟

渠，减少因积水、高温、多湿对根系的损害。

除草。根据园区杂草生长情况而定

（高温时段，适当保留杂草，可降低土壤温

度，减少暴雨冲刷造成土壤板结），但杂草

超过30厘米时必须除草。可采取人工或

机械除草，并将除下的杂草覆盖于垄箱或

树盘，有利于保湿降温。

施肥。果实在采收前20天内，园地

不能施化肥，避免影响果品品质和贮藏效

果。采果后，叶片内失去大量营养，此时

补给树体养分尤为重要，宜早施秋季基

肥。肥料应以腐熟或半腐熟的有机肥为

主，也可以混入一部分化肥以增加肥效，

如尿素、过磷酸钙、硫酸钾等。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是造成猕猴桃树早期落叶的

主要原因之一，务必做好果园防病治虫工

作，保证叶片的完整性，推迟落叶时间。

病害防治。立秋气温下降后，猕猴桃

溃疡病容易入侵，所以要防止溃疡病发生，

每10-15天喷一次杀菌剂，连喷3-4次，

保护性杀菌剂、医治性杀菌剂可替换使用，

还可喷施20%噻菌铜600倍液~800倍

液、5%菌毒清水剂500倍液、中生菌素

600倍液、30%壬菌铜水乳剂等杀菌剂。

同时，猕猴桃树体载果量大，又处于

秋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树体容易感染黑

斑病、褐斑病、轮纹斑病等真菌性病害，导

致早期落叶。所以，果农应在易感病品种

的嫁接口上下、枝蔓分叉处纵划并涂抹膏

剂噻菌铜、防腐油等药剂。采果及落叶

后，对全树枝蔓立即喷一次药剂，避免溃

疡病菌从果柄、叶柄痕向枝蔓内侵入，药

剂可选用叶枯唑、噻霉酮、噻菌铜及春雷

王铜等。

虫害防治。主要预防介壳虫、蛾类螟

虫等虫害。可选用70%甲基托布津1000

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

72%的农用链霉素500倍液、20%毒死蜱

乳油10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天~10天

1次，连喷2次，并清除果园内、外杂草。果

实在采收前15-20天，套袋果园要去除果

袋，然后用甲基托布津1000倍液喷雾1

次，避免贮藏中病菌发生。在采果前5天

内，园地不能浇水，要降低果肉水分，延长

贮藏时间，保证贮藏效果。 （王海）

梨果采收后果园的主攻目

标是—保叶。能否有效地保留

住叶片，直接关系到梨树贮藏的

养分是否能满足次年开花、结果

和其他生命活动对养分需要。

注意事项

采后15-20天内不能施用

高浓度肥料，也就是平时所说

的采后肥。根据树体生理机

能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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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不利于树体元气恢复，反

而适得其反，导致树体正常的

生命活动遭破坏，极易产生生

理落叶。

采后15-20天内在树体元

气没有恢复前，果园内不要化学

除草，尤其不能用草甘膦喷杂

草，因为草甘膦除草主要是破坏

杂草的绿色部分造成杂草死亡，

杂草被草甘膦喷后，叶片表面气孔放大，水

分蒸发量大，杂草为了能活下来，就得从土

壤中吸收大量的水分来补充，这样就形成

了梨草争水的局势。

采收后15-20天内避开中午高温时喷

洒高浓度农药，以免烫伤叶面。

采收后，有条件的农户可在梨树下面

用青草、青稻秆及其他秸秆等覆盖，促进梨

园保湿功能，使梨园土壤保持湿润，减少水

分蒸发，促进保叶成功。

保叶措施

果子采收完后及时叶面喷施营养液，

即1克2、4-D兑50公斤水，加0.3％尿素和

0.3％的磷酸二氢钾。每隔10-15天1次，

连续2-3次。

做好病虫害防治，梨褐斑病、梨斑纹

病、灰斑病、锈病、黑斑病等病虫为害都会

造成落叶。药物防治可选70％甲基托布津

可湿性粉剂800倍液-1000倍液或70％代

森（锰）钾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每隔

10-15天喷药1次，连续用2-3次。虫害，

主要有蚜虫、梨木虱、螨类、金龟子类。可

安装频振式杀虫灯，电源方便的地方，可安

装100-200瓦的电灯，距灯泡40厘米放一

大盒，盒内装入适量的水并放入少量的油

（菜油或煤油）及杀虫剂。 （朱娟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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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降水来袭
果实采摘后 清园要及时

红脆李下树不迷路 全自动分选加速度

秋季猕猴桃管理攻略

新引进的红脆李全自动光谱检测分选设备新引进的红脆李全自动光谱检测分选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