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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新品 介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
1月中旬，我国大部地区将陆续出现降温，局地降
温幅度超过8℃，北方部分地区还将伴有大风天
气，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和江南西部等地有一
次雨雪天气过程。

气象专家提醒，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北、
湖南等地有雨雪转换，局地有冻雨，天气形势较为
复杂，果树管理要注意防冻。

进入冬季，果树常遇低温冻害，特别是幼龄果
树，轻者冻伤枝条，重者造成枝干或整株果树冻害，
导致枝干枯死，减产或绝收。陕西勉县农业技术推
广与培训中心技术干部吴贵忠建议，广大果农要高
度重视，切实做好果树的越冬防冻保护措施。

冻前灌水：由于果园大多建在山坡、丘陵，土层
浅、保水性差，最容易遭受干旱冻害。冻前灌水，可
起到用水养温、增温的效果，防止冻害的发生。

树干涂白：以涂白剂将果树主干和主枝均匀
涂白，既防冻、防日灼，又能杀死隐藏在树干中的
病菌、虫卵和成虫。涂白剂的配制方法是生石灰
10份、硫磺粉1份、食盐1份、植物油0.1份和清水
20份。此外，还可用石硫合剂或防冻剂对果树全
面喷洒，使主干和枝条形成一层保护膜，减轻冷空
气对果树的侵害。

地表覆盖：以谷草、秸秆等覆盖于果树行间，
既可阻挡冷风侵袭根颈、减弱冻害，又可减少土壤
水分蒸发，起到保墒增温作用。覆盖时，应将谷草
等覆盖物切成15厘米至20厘米长的小段，均匀
覆盖后再覆一层土，以防大风刮走。

根颈培土：果树根颈最难抵挡寒冷的侵袭，尤
其是幼龄树，更容易遭受冻害。因此，在冷冻前对
果树根颈以上进行培土，高度约60厘米，以保护
树体免遭低温冻害。

树体包裹：大冻到来前，用谷草、秸秆、草绳或
布条缠于树干或主枝，缠绕前最好把缠绕物先在
石灰水中浸泡1天至2天，以消毒灭菌，防止病虫
借机侵扰果树。来年春暖时解除草把集中烧毁，
以消灭越冬病虫。

设置风障：利用防护林改善果园小气候，减
弱风速，抑制干旱，减轻冻害，营造防护林采取乔
灌结合，以常绿树最为理想。对小面积果园，也
可采用绑扎防风篱笆设置风障的方法，保护果树
根颈不受冻。

熏烟增温：熏烟宜在冬季最寒冷的夜间进行，以碎柴禾、
碎杂草、锯末、糠壳等为燃料，于夜晚10时左右点燃，注意控
制火势，以暗火浓烟为宜，一般每亩不少于3个至4个燃火
点并将其设在上风口。在气温降至零摄氏度时点烟，并保持
烟雾到日出时为止。

清除积雪：大雪易压弯或压断树干，会加重果树冻伤。
因此，大雪过后应及时抖动树干，摇掉积雪，以确保果树顺利
过冬。 （据陕西果业）

近日，沪郊草莓迎来了上市的季
节。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的丫丫草莓
采摘园里，陆陆续续有客人前来采摘或
者直接购买草莓。“今天来采摘的，除了
较为常见的‘章姬’和‘红颜’，还想采摘
一些‘越心’草莓。”来自奉贤西渡的王
先生是果园多年的老客户，得知目前已
有少部分草莓成熟，便马上前来。

王先生口中的“越心”是果园前些
年引进的国产草莓新品种。据了解，该
品种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培育，经过几年的种植推广，目前已经
成为市面上受欢迎的草莓品种。“我们
几年前引进了‘越心’，相比其他品种，
它的果实呈短锥形或球形，形似苹果，
因此也被称为苹果草莓。”基地负责人
张家毛表示。

相比去年，今年基地内的草莓上市
期推迟了近一个月。“去年我们11月中
旬就开始有草莓大规模上市了，而今年
夏、秋季的高温造成草莓幼苗的发芽分
化延后，再加上台风的影响，草莓根系
裸露，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预计这一季
的产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张家毛表
示，尽管如此，基地还是按照自己的节
奏有条不紊地推进今年的草莓种植和
上市，不一味求快、求量。“近几年，我们

的草莓种植面积基本维持在40亩以
内，不会盲目扩张，目的就是要尽量保
证其风味浓郁、品质出色且绿色安全。”

张家毛介绍，由于在肥料成本上的
投入要高于普通草莓种植户，所以基地
草莓品质更佳，且土壤的肥力不仅不会
下降，有机质含量反而越来越高。去
年，丫丫草莓采摘园的草莓凭借其优异
的品质荣获2023年上海地产优质草莓
品鉴评优活动金奖，成为奉贤第一家荣
获市级金奖的草莓生产基地。

为了保证“金奖”草莓的品质，今
年采摘园又在田垄之间铺上了稻壳，

“冬季草莓的病害主要因为湿度大，而
稻壳纤维素含量高，一方面可以吸湿，
等到采摘结束，又可直接翻耕进土壤
中，增加土壤有机质。”同时，采摘园采
用绿色防控技术，喷洒木霉菌这样一
种有益菌的方式预防草莓常见的灰霉
病、枯萎病等病害，“大概20天撒一次，
下雨之前撒效果是最好的，有益菌占
据叶片上的位置，可以阻止有害菌的
侵入。”而对于虫害，张家毛表示，“草
莓常见的虫害就是红蜘蛛，基地也引
入智利小绥螨等天敌‘以虫治虫’，进
一步减少农药的使用。”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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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梨金福”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于上世纪70年代实施

“红皮梨育种计划”以来，取得的又一重
要成果。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梨种质改良团队，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
一直致力于优质特色梨新品种的培育
以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研发工作，选育出
了“中梨1号”“红香酥”“丹霞红”“早白
蜜”等代表性优良品种，形成红皮梨、早

熟梨、西洋梨等多个亮点品种系列。
“中梨金福”属于红皮梨品种系列

中的新秀品种。该品种树势中庸，成
花较为容易，果实肉质细嫩，酥脆爽
口，甘甜多汁，食用时会让人感觉齿颊
生香，适宜在华北、西南以及西北广大
梨区进行种植推广，能够有效缓解当
前梨产业主栽品种单一、优质特色品
种匮乏的问题。
（据《果农之友》）

梨新品种——“中梨金福”

绿色防控技术引领品质与口碑双丰收

草莓新品种“越心”迎来采摘季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力学与航空航
天学院“航宇助农——航天温控技术赋
能冰温冷库引领者”项目亮相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全国总决赛。这
一项目以延长冷库保鲜时间、助力果农
实现反季节销售为落脚点，首创将流体
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用于冷库精准控温，
实现冷库保鲜技术革新，获大赛金奖。

从“连理卫星”到乡村冷库，“航宇
助农”项目从“天”而降，稳稳“落地”，

“航宇助农”团队汇聚了来自力航、生物
工程、机械等多个学院和专业的成员，
多学科交叉助力项目落地，利用航天温
控技术将蜜桃保鲜期有效延长30至60
天，使其拥有超长“甜蜜期”。

在调研中，团队发现闲置冷库主要
存在三大痛点，难以精准控温、消杀机
制不成熟、智能化程度低。团队创新性
地将力学与航空航天方面知识和技术

——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等离子体
推进技术和开源鸿蒙实时操作系统应
用于冷库改造升级上，最终推出传统冷
库的低成本改造方案：在原有冷库的基
础上加装新型冰温喷口和等离子体灭
菌箱，并结合自研MetaFoam计算平
台对冷库进行智能运维。

为验证效果，团队挨家挨户探访农
户和街道办。团队首先在甘肃省秦安
县进行智慧冷库技术改造试点应用。
改造前，蜜桃在8到9月按最高6元每
斤价格售卖，收入为38万元；改造后，
蜜桃在冷库中存储3个月，在11到12
月反季节以15元每斤高价售出，增收
至81.5万元。随后，团队将这一模式推
广开来，改造冷库超 1800 立方米。
2023年，他们已帮助上百个农户和两
家企业实现增收。

（据《科技日报》）

航天温控技术让果品拥有超长“甜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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