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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温度低，环境条件恶

劣，不利于培育蔬菜壮苗。要

育壮苗须注意以下事项：

创造幼芽出土、幼苗生长
的适宜温度。一般果菜类蔬

菜幼芽出土前棚内的温度白

天应保持在27℃-28℃，夜间

不低于 20℃，在此温度下黄

瓜3-4天即可齐苗，番茄、茄

子、辣椒5-6天可齐苗。齐苗

后应立即降低温度并加强光

照，以防旺长，白天温度保持

在20℃-25℃，夜间温度保持

在 13℃-15℃。心叶出现后

幼苗即进入正常生长期，白天

温度保持在25℃-26℃、夜间

13℃-15℃，昼夜要有10℃以

上的温差。1月处于深冬季

节，是温度最低的一个月，为

了满足幼苗生长期间对温度

的要求，建议在苗床内加设增

温设施如火道、地热线等，根据

天气状况灵活使用，做到有备

无患。

精量播种，适当稀植。从

蔬菜生产的发展趋势来看，种

子质量日渐提高，价格也愈来

愈贵，因此传统的以加大播种

量来保全苗的育苗方法已不

可取。育苗时应提倡精量播

种，利用营养钵或穴盘育苗，

每钵(穴)播种1-2粒催过芽的

种子，然后置于温度、湿度适

宜的环境中，这样做既节约费

用又能保证幼苗之间的空间，

有利于形成壮苗。茄果类蔬

菜进行撒播育苗时，幼苗长出

两片叶后也要及时按 10 厘

米×10厘米的间距分苗或直

接分到营养钵中继续培育。

控制浇水，保证光照。冬

季气温低，土壤水分蒸发量

小，植株内部水分蒸腾量也较

小，因此应采取覆土或行间松

土的办法来保墒，尽量减少浇

水次数。

降低苗子密度本身就是

使苗子能充分受光，另外苗床

上覆盖的薄膜要经常擦洗，以

提高其透光度。进入2月气

温回升后，草苫要早揭晚盖，

以延长幼苗见光时间。阴雪

天也要揭苫见光，切不可数天

不揭苫。

多施有机肥。苗床应多

施以充分沤制的草粪、牲畜类

为主的有机肥，土肥比例应提

高至6∶4，以增强土壤的疏松

性、缓冲性，利于根系生长。

幼苗吸肥量少，因此在进行营

养钵或穴盘育苗时营养土中

不要添加化肥尤其是氮素化

肥。 （中农）

随着发动机启动，一辆多

用途履带车的输送带开始作

业，一捆捆稻秸秆沿着输送带

下滑，同时一组高压喷头将水

注入秸秆。履带车缓缓前行，

经过预湿处理的稻秸秆稳稳

地落在了大田间。

这是日前发生在新大球

盖菇机械化种植现场会上的

一幕。在各涉农区食用菌条

线的农技人员和种植户的见

证下，由上海市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上海市农科院

和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共

同研发的第一代稻秸秆运

输、铺放、预湿补水多用途履

带车，实现了大球盖菇的机

械化种植。

近年来，食用菌产业高速

发展，为农业废弃物的有效利

用提供了新途径。种植食用

菌，可以利用稻麦秸秆、绿化

果树废枝等农业废弃物为自

身生长提供充分的养分，且利

用后的培养料还可作为饲料

和有机肥改良土壤。

大球盖菇就是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食用菌之一。虽然

大球盖菇种植简单，但在实际

生产中，由于大多农户采取粗

放式管理，实现高产还存在一

定困难。与此同时，大球盖菇

的种植过程费时费力，基本全

过程都要依靠人工。上海市

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博士

陈辉告诉记者，尤其是秸秆铺

设和预湿环节，存在劳动力成

本高、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等问

题。“传统种植模式下，铺设一

亩稻秸秆需要20个人时，大约

搬运摆放1100个11公斤的稻

草捆。”此外，稻秸秆的预湿处

理也十分耗时，传统模式下需

要十几天才能让稻草捆完全湿

透、软化。

针对大球盖菇的种植难

题，上海市农技中心、市农科院

联合市农机研究所，利用近3

年的时间，设计并研制了稻秸

秆铺设、预湿一体化机械，让大

球盖菇的机械化种植成为可

能。据悉，该农机可实现铺设

预湿一体，一亩地仅需4个人

时，可提升效率5倍，节约成本

300元/亩。

值得一提的是，在铺设稻

草捆的同时，高压喷头可以将

水注入稻草捆内部，比传统浇

水效果更好，让稻草捆能预先

实现发酵、发热，加速了秸秆

的软化过程，机械搬运替代人

工，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

（据光明网）

深秋时节，在山东省郯城

县高峰头镇曹中村“土专家”

郑士崔的玉米实验基地，一株

株双穗玉米傲立在秋风中。

“一直没有采收，俺邀请

的市农学专家李光军博士正

在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就

等他回来给指导一下。”指着

眼前熟透了的双穗玉米，郑士

崔脸上写满兴奋和期待。

毕业于中央农广校的郑

士崔，痴心钻研农业科技30多

年，带着对“科学种田”技术的

爱好和兴趣，他埋头在田间开

展各种实验。2001年，他探索

出适应鲁南地区的水稻水栽

旱管、撒种直播、宽行稀植技

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提高150

公斤。随后，他又接连在小麦

和玉米种植管理上获得新突

破，掌握了小麦和玉米最佳追

肥期管理、农作物秸秆还田覆

盖免耕节水栽培等技术。如

今，这些技术在本地和临沭等

周边县区被大面积推广应

用。郑士崔先后获得郯城县

“党员科技致富标兵”“科技兴

郯先进工作者”“致富带富能

手”和“郯城县劳动模范”等称

号。

2023年，郑士崔又把目光

瞄准了玉米杂交优势试验

上。他在田间预留了一块土

地，专门选取本地的几种常见

玉米品种与多穗野生玉米植

株进行杂交实验。通过精确

的水肥管理和合理的株距配

置，使得玉米植株在生长过程

中得到充足的养分和光照，从

而促进了双穗的形成。

“这些双穗植株，高产优

势已经很明显。俺想明年再

进行二代种植，筛选出相对稳

定的双穗品种。”通过不断地

尝试和改进，郑士崔最终发现

了影响玉米双穗高产的一些

关键因素，并形成了一套全新

的种植技术方案。在试验过

程中，这位农民“土专家”还注

重观察和记录，如双穗的生长

速度、病虫害情况等。这些数

据不仅有助于评估试验的效

果，也为今后的种植提供了宝

贵的参考。 （杨永涛）

冬季蔬菜育苗注意事项

稻秸秆运输、铺放、预湿补水多用途履带车亮相

实现大球盖菇机械化种植

“土专家”土法培育“双穗玉米”

当前，露地蔬菜如茄子、辣椒、花椰菜、大葱等

已进入收获期或末期，因部分地块管理较为粗放，

导致病虫害发生较重。而大部分保护地蔬菜处于

准备换茬或定植时期，病虫害发生总体轻于露地蔬

菜。此外，近期气温下降，是害虫从露地迁入保护

地发生为害的高峰期。

根据近期蔬菜特殊茬口期，山东省农技中心发布

当前蔬菜主要病虫发生动态及综合防控技术要点。

病害

霜霉病：以为害黄瓜为主，芸豆、油菜、花椰菜、

南瓜等也有发生。总体轻发生，平均病叶率为

4.1%，平均病株率为13.4%。据调查，病株率最高

为 70%；其他地区发生较轻，一般病株率为 1%-

8%。

蔬菜病毒病：危害番茄、芸豆、辣椒、南瓜等蔬

菜，总体轻发生，一般病株率1%-10%。其中，济南

保护地番茄发生最重，病株率为5%-10%，其他地

区病株率小于4%。

炭疽病：主要为害黄瓜、番茄、芸豆、芹菜等，平

均病叶率为3%，一般病株率为0.5%-4%。

其他病害：据各监测点调查，黄瓜靶斑病、白粉

病、番茄叶霉病、脐腐病、芦笋茎枯病、蔬菜根腐病、

灰霉病、叶斑病、软腐病、疫病、黑腐病、茎枯病等均

发生较轻，或零星发生。

虫害

蓟马：普遍发生，平均虫株率为 35%，为害黄

瓜、茄子、番茄、芸豆、大葱等多种蔬菜。据各监测

点调查，百株虫量1200-2500头，虫株率为50%-

100%；其他地区发生较轻，虫株率均在20%以下。

烟粉虱：普遍发生，主要为害番茄、茄子、辣椒、

芸豆、黄瓜、南瓜等蔬菜，平均虫株率为51.5%。据

各监测点调查，百株虫量 1000 头以上，虫株率达

100%；其他地区百株虫量500头以下，一般虫株率

为5%-30%。

甜菜夜蛾：以为害露地蔬菜为主，如辣椒和大

葱。一般百株虫量 30-45 头，为害株率为 20%-

50%。

其他害虫：斑潜蝇普遍发生，蚜虫、茶黄螨、跳

甲等发生较轻或零星发生。

防控要点

根据蔬菜种植茬口，可协调应用农业防治、生

物防治、科学用药等病虫害防控管理措施。

收获期或末期的露地蔬菜应加强管理，病虫发

生较重的地块及时防治，注重农业防治措施，拔秧

后及时清理，清除田间及周围杂草，残枝落叶。

新定植设施大棚在通风口处，必须安装60-100目防虫网，加强

田间管理，注意温湿度调控。

霜霉病等叶部病害，优先选用枯草芽孢杆菌、哈茨木霉菌等生物

菌剂防治，发病较重地区，可选用氟吡菌胺、烯酰吗啉等高效化学药

剂防治；蔬菜病毒病要注意及时防控，可喷施氨基寡糖素、宁南霉素

等进行防控，提高植株抗病能力，感染病毒病植株要及时清除，农事

操作时做好消毒，阻断病毒传播途径。

针对蓟马、烟粉虱等害虫的防控，保护地蔬菜优先使用天敌防治，

虫口基数低时释放天敌昆虫防治，虫口基数较高时使用氟吡呋喃酮、

螺虫乙酯等低毒高效药剂防治；甜菜夜蛾优先使用理化诱控措施，可

选用性迷向剂、诱虫灯防治，或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高效

氯氟氰菊酯等药剂防治。 （据《农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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