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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7月，在山东省滨
州市沾化区下河乡精品冬枣
示范园内，本该在9月中下
旬收获的冬枣，却在枣农郭
宁的温控大棚内相继成熟，
红黄相间的冬枣像一颗颗玛
瑙点缀在绿枝间。沾化区政
协副主席、沾化冬枣产业发
展中心主任刘登枝介绍，这
是沾化冬枣自种植以来的30
多年中，第一次实现提前2个
月上市。

7月17日上午，郭宁测
完冬枣甜度后走出大棚，尽
管棚内温度接近40℃，但这
并未减少他的喜悦。“现在已
经达到30个甜度了，看目前
的长势，18日就能批量采摘
上市了。”

为何今年冬枣上市如此之
早？这可离不开“智慧”加持。

“我一共有14个大棚，
今年拿了4个出来进行全面
改造升级，不仅从传统的竹
竿棚改为了钢架棚，关键还
用上了空气能制温设备。”郭
宁说，作为下河乡两届“枣
王”，他的枣品质很好，每年
都能卖到15元到20元一斤。

今年，下河乡投资 160
万元，在郭宁精品冬枣示范
园安装了空气能制温设备，
通过热泵带动水循环，借助
12个出风口给整个大棚升
降温度，实现对棚温的控
制。空气能制温设备不仅清
洁、高效、节能，而且智能化
管理，自动调节设备的运行，
实现精确控制，实现棚内温
度稳定。

“通过控制大棚温度，冬
季可以有效保持根系活跃，
有利于开春树苗复苏；夏季
夜晚制冷，拉大昼夜温差。”
下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徐

林介绍。
“白天热，晚上冷，昼夜

温差越大冬枣口感越好、品
质越高。”下河乡农业技术员
马晓健说。从冬枣生长初
期，郭宁就坚持每天早上将大
棚的棉被卷起，增加阳光照射
面积，提高棚内温度，晚上将
棉被铺好确保棚内保持适宜
温度，根据温湿度变化，营造
最适宜冬枣生长的环境。

“咱这枣树不打药，用的
也是有机肥，因为成熟早，前
期温度较低，正好错开了病虫
害高峰期。”郭宁补充道，在升
级的大棚内，空气能制温设备
的出风口都被他细心地装上
了纱网，防止飞虫进入。

目前，郭宁已经小批收获
了100来斤冬枣，“朋友圈一
发，就已经有上海的老客户来
预定了，60元至80元一斤，准
备够数之后发货。”郭宁告诉
记者，沾化冬枣刚入选国家
2024年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实
施名单，再加上多年积累的老
客户，销路肯定不愁。

“设施化种植模式，让沾
化冬枣30年来首次实现7月
中旬采摘上市，此举可以提
前抢占市场，单棚年效益预
计可超往年8万元到 10万
元，我们计划今后继续扩大
种植规模。”下河乡党委书记
李冰说。

目前，下河乡大棚冬枣
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为了
实现提前上市，下河乡进行
了大棚和基础设施全面升
级，新建双面坡棉被棚、单面
坡棉被坑棚，试点探索温控
大棚冬枣种植等，下河乡成
为沾化首个“全域全大棚”冬
枣种植乡镇。

（据《农村大众》）

果园生草。这是夏
季猕猴桃园热害防控的
基本措施，可缓冲上烤下
蒸，降低热害。据观察，
裸土清耕园在高温临界
值35℃条件下，热害发
生率是生草园的2倍。

果园遮阴。遮阳网
具有减弱太阳辐射、降
低植物周围温度和风
速、增加空气湿度、减轻
日灼伤害的作用。有条件的果
园可以用全园遮阳网搭建，采取
避光栽培，防止直射光灼伤果
树。遮阴强度一般以遮去自然
光照强度的20%-30%为宜。

合理修剪。针对枝梢量较
少的幼龄猕猴桃果树要注意及
时摘心，促进二次发梢，从而增
加架面上的枝条覆盖量，可起到
一定的遮阴效果，进一步降低热
害发生的机会。

规范架型。在栽培方式上，
可采用大棚架型，避免地面直接
裸露。近年来，新西兰推广“超
级架式”猕猴桃，因其新梢全部
沿屋脊状引绳向上攀缘，所以结
果枝、果实基本上全在遮阴条件
下生长，防止日灼的效果很好。

喷施叶肥。在授粉结束果
实坐住后，结合灰霉病、叶斑病和
小薪甲等病虫防控，加喷全营养
氨基酸叶肥、有机钙肥、磷酸二氢

钾等，促进营养平衡供给，加快细
胞壁生长，提高树体抗热性。

间作套种。幼龄初果树提
倡间作套种，除了能提高果园前
期收益、以园养园外，还能改善
园区小气候，避免树行暴露。保
持园区湿度，进而提高抗热能
力，也是有效措施之一。

避免中耕。在夏季施肥、中
耕阶段，尽可能采用喷洒施肥的
方式，因中耕存在伤根的危险，
会诱发热害，若非必要可以选择
不除杂草，若需中耕则需选择浅
耕（深度范围10-15厘米）。

适当疏果。树体超负荷挂
果是猕猴桃日灼病产生的原因
之一，尤其是树势不旺、抗性不
强的品种，控制挂果量是减少
或消除日灼病的有效措施。当
果实膨大幅度不大、生长明显
缓慢时，应随时进行疏果，减轻
负载。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8月雨水较多，易导致苹果
钙质流失多，苹果缺钙生理性病
害是套袋果较为严重病害，常见
的症状有：苦痘病、痘斑病等。
苹果套袋后，夏季追肥一定要降
酸补钙，确保苹果优质丰产。

改良土壤，平衡酸碱度。土
壤性质、土壤质地、酸碱度、含水
量等均影响钙的吸收。一般酸
性土壤、沙质土壤容易缺钙；土
壤偏酸（pH值<5.0）、土壤有机
质含量低的果园，苹果苦痘病较
重；土壤含水量过大或者过小易
引起果树缺钙。

调整土壤酸碱度，对于pH
值小于5的酸性土壤，可以使用
石灰或硅钙镁肥来调整土壤酸碱
度，一般每亩使用石灰150-200
公斤、硅钙镁肥50-100公斤。

合理施肥，全面“补钙”。施
肥不合理，易导致元素间吸收不
平衡或者钙被固定。例如氮肥
过高，树体生长过旺，既抑制了
钙的吸收，同时也影响到钙向果
实中的运转。磷过多，可与钙结
合生成不溶性的磷酸八钙和磷
酸十钙，降低了钙的有效性。

8月中下旬土壤施钙肥，一
般每亩施硝酸铵钙 40- 60 公
斤。苹果摘袋后喷1-2次液体钙
肥，增加苹果后期钙素的吸收。

控制树势，合理负载。光照
不良加重了缺钙生理病害发生，
同时栽植密度过大，大枝量过
多，果园群体和个体光照差，影
响到地上部的蒸腾拉力，从而影
响了钙的吸收。

树势与负载量直接影响钙
素吸收。树体生长过旺，修剪过
重会促使枝条旺长，枝叶与果实
竞争钙，果实易出现缺钙症状。
低负载树果实个大，使果实患苦
痘病几率较高。连年环切、环
剥，导致树势衰弱，根系生长不
良等，影响到钙的吸收。保持中
庸树势，使枝条不旺长，不与果
实竞争钙素营养；合理负载，生
产适宜大小的果实来减轻苦痘
病的发生，即保持树体产量又使
果个不偏大；用拉枝开角、使用
生长抑制剂等方法取代环剥抑
制树势，保持根系生长良好，增
加钙素吸收。

（张华）

嫁接时间。一般在8月上旬到
9月下旬进行。嫁接时间过早，接
芽发育不充实，接穗木质化程度
低。嫁接时间过晚，接口愈合慢，成
活率低。

嫁接准备。选择生长健壮、无病
虫害、基茎在0.5厘米以上的酸枣苗
作为砧木；剪取生长健壮、无病虫害、
芽眼充实、已木质化的当年生枝条作
为接穗，直径在0.4-0.6厘米，要剪去
叶片留下叶柄；接穗保存，为了利于
贮运，可将接穗剪成20-30厘米长的
小段，用湿沙深埋或用湿麻袋片包裹
保湿，并及时上水。

嫁接方法。采用带砧木接芽
法，首先在砧木上选好贴芽部位横

切一刀，深达木质部，然后自上而下
削1.5-2厘米长的“T”字形接口；在
接穗饱满芽上方0.5 厘米处横切一
刀，深达木质1-1.5厘米，用刀自下
而上快速削下接芽，长度比砧木上
的接口稍短一点，将接芽贴在砧木

“T”字形接口内，使芽片的形成层
与砧木的形成层对齐（顶部与一侧
对齐即可），用宽为0.5厘米的塑料
条绑紧。

嫁接后管理。嫁接后15-20天
检查其成活与否，有未成活的可及时
补接。成活苗于翌年春季在接芽上
方2-2.5厘米处剪砧，并去除塑料条，
以促进嫁接芽的成活与萌发。

（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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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枣树嫁接有法

多雨季 严防苹果苦痘病

盛夏猕猴桃热害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