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确保草莓丰产和质量安全，应

加强农艺措施和生物防治，尽量减少

化学农药使用。要及时清理病虫果、

病虫叶，并及时移出园外，防止病菌

虫源传播扩散，同时保持园地清洁。

草莓系连续采收的浆果，必须用

药时，应一次性将八九分以上成熟果

实全部采收，再科学合理使用药剂，

严格遵守用药安全间隔期，注意保护

授粉蜜蜂的安全。另外，要避免药液

浓度过高而出现僵果、伤叶等现象。

在采收果实或整理植株时，要注

意观察二斑叶螨、蚜虫、灰霉病等病

虫害的发生，一旦发现，要及时防控，

以防止蔓延。对已发生二斑叶螨为

害的草莓棚，先摘除虫叶，再仔细喷

药防治，间隔一周后，可投放捕食

螨。连续阴雨天是草莓灰霉病发生

的主要诱因，在管理上，要注重通风、

降低棚内湿度，必要时采用药剂预

防。 省农技推广中心 杨新琴

病虫害绿色防控要记牢

草莓盛果正当时，春节销售迎旺季

大棚草莓提质增效举措有哪些？

众所周知，黄龙病一直被称为柑橘种

植上的第一大病害，每年给柑橘产区带来

巨大损失。但近年来，柑橘生产中又出现

一种新的病害，而且它的危害程度毫不逊

色于黄龙病，它就是柑橘衰退病。柑橘衰

退病危害极大，不仅可使果树产量和果品

质量严重下降，而且短时间内即可让健康

的植株迅速衰弱黄化，最终导致死亡。近

年来，柑橘衰退病在我省柑橘产区时有发

生。下面介绍柑橘衰退病的识别与诊断

以及具体防治办法，供广大果农朋友参

考。

危害症状有三种类型

得了衰退病的果树也会开花结果，往

往让果农忽视病害的存在。但得此病后

的果树春季开花，抽梢比健康树要晚，花

朵以木质化为主，落花落蕾严重，坐果率

低，果实呈扁形且果小，成熟果实味酸且

不易化渣。因此，果农一定要注意识别，

柑橘衰退病的表现症状有衰退型、茎陷点

型和苗黄型三种类型，主要通过苗木和接

穗远距离传播，田间由蚜虫传播。

衰退型。衰退型症状主要表现在以

酸橙作为砧木的甜橙和宽皮柑橘。急速衰退型常发生在幼

树，表现为突然凋萎，叶片干枯脱落，开花异常，果实干缩不

脱落；一般衰退型多发生在大树，新梢抽发少，叶片无光泽，

结果多且小，果树逐渐凋萎。

茎陷点型。主要症状为植株矮化，树势衰退，剥开枝梢

的皮层，可见木质部有显著的黄褐色大小不等的陷点或陷

条，严重时枝干外观呈现纵向高低，危害严重时全体枝干木

质部呈蜂窝状。果实变小，叶片扭曲畸形，枝条极易折断，树

势转弱。主要表现在葡萄柚、莱蒙、大多数柚类品种和某些

甜橙品种。

苗黄型。苗黄症状发生在酸橘、尤力克柠檬、葡萄柚和

柚的幼龄实生苗，表现为植株矮化，枝梢短，新叶黄化，常与

缺锰黄化相混淆。但是，和缺素不一样的是衰退病黄化后期

几乎会全体黄化。

防治措施有六条

柑橘衰退病是由一种寄生于韧皮部的病毒引起的，能感

染大部分柑橘类果树，主要通过蚜虫或嫁接带毒苗木的方式

传播。柑橘衰退病的病毒会破坏砧木的树皮，严重阻碍养分

运输，还能引起根系腐烂。目前，对于柑橘衰退病缺乏比较有

效的防治药剂和措施，所以对于这个病害主要以预防为主。

选用抗病砧木。在病区选用枳、酸橘、红橘、香橙等耐病

品种作砧木，可减轻病害的发生及为害程度。

加强植物检疫。防止可引起甜橙茎陷点的强株系人为

传入。

注意蚜虫防治。蚜虫是传播衰退病的媒介，在柑橘生长

期要及时防治传播衰退病的各种蚜虫；防治蚜虫的药剂可选

用吡虫啉。

及时清除病株。当该病害发生严重时，必须彻底铲除病

株，以免病情出现扩散现象。若是枝梢发病，发病程度较轻，

可以剪除发病枝梢，并涂抹促进伤口愈合的药剂。

用弱毒系苗木交互保护。病区中苗木先接种弱病毒系，

可免受强毒系感染。

培养良好树势。如养土养根、科学施肥、合理负载、积极

应对环境和生物胁迫，生长期淋喷海精灵生物刺激剂等，以

提升树体抗病能力。

特别须引起重视的是，果农们如果确定果树得了衰退病

后，应尽早下决心清除掉，以减少因此带来的不必要损失，切

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否则损失会越来越大，甚至造成

毁园的危险。 沈农

得了衰退病的橘树得了衰退病的橘树

春节前后，正是大棚草莓销售旺季。今年我省草莓生产情况与往年有明显不同，因去年9-10月各地平均气温比常

年高出2℃-4℃，而草莓苗按照往年常规时间定植，导致草莓品种间的花芽分化滞后且不正常，大部分草莓园第一花序

开花延后，草莓上市时间同比推迟20天以上，前期产量偏低。

当前，我省一些草莓大棚处于第一花序采收尾期、第二花序果实膨大成熟期；另一些草莓棚处于第一花序果实采收

期、第二花序开花期；还有一些草莓园仅处于第一花序开花期；部分草莓园存在土壤缺水、螨类多发的情况。因此，各地

要根据当前天气变化，结合草莓植株状态，有针对性安排好下阶段草莓生产管理，尤其要重视病虫害绿色生态防控，确

保草莓质量安全，实现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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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温湿度光照管理须得当

棚温管理。根据目前草莓园状

况，可适当提高棚温，以促进果实成

熟，赶上春节草莓消费旺季。温度管

理分棚内气温和土壤（基质）温度管

理，棚内气温主要影响植株光合作

用、授粉受精、果实膨大等，土壤温度

主要影响草莓根系生长、养分水分吸

收和果实成熟等。草莓根系生长适

温为12℃-25℃，草莓植株生长适温

为 15℃-27℃，花粉萌发适宜温度

20℃-30℃。冬季土温的维持依赖棚

内气温，棚内夜温保持6℃以上，土温

则能维持在12℃左右。

据气象部门预测，春节期间，有

寒潮来袭，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较

低。因此，在寒潮影响时，上午棚内

气温升至 28℃时换气，宜保持 25℃

左右；下午维持23℃左右，至15℃左

右闭棚，并盖内膜，夜间确保 5℃-

7℃。同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

止冻害发生。当出现-4℃以下低温

时，应采取覆盖两层膜、加盖小拱棚

等多层保温或加温措施。

棚内湿度管理。加强大棚通风，

降低棚内湿度，有利于草莓防病和授

粉坐果。保持棚内相对湿度 40%-

70%，适宜草莓植株生长、果实发

育。当相对湿度达80%以上时，属高

湿状态，长时间高湿环境容易诱发草

莓病害。白天棚内湿度尽量控制在

70%以下。阴雨天情况下，也要利用

中午时段（10时-14时）加强通风，以

降低棚内湿度。

光照管理。在棚内二道膜较厚

的情况下，早上须及时将其揭除，改

善光照条件，避免为增加棚内温度而

长时间覆盖内膜，造成棚内光照不足

而引起植株徒长，导致产量品质下降

等。

田间肥水控制要合理

合理补水。由于上年度草莓植

株迟迟不显蕾，部分草莓园采用了控

水措施以促进开花，导致种植畦内土

壤缺水，具体表现在新叶叶尖、花蕾

萼片焦枯和花蕾呈萎蔫状。建议在

中午前后，采用滴灌供水方式，缓慢

渗透，保持畦内土壤含水量在60%左

右，避免土壤过于干燥而影响植株对

钙等营养元素的吸收。

定期追肥。考虑到水温低会降

低土壤温度，一般应选在晴朗天气中

午前后浇施肥水。宜采用滴灌追肥，

结果期以施高钾型水溶性肥，如以

9-6-15、15-5-30（N:P:K）为主，可加

含钙水溶性肥、促根液肥，浓度控制

在 0.2%-0.3%，每亩灌水量 500-800

千克（以沟内不滞水为宜），间隔 7-

10天追施一次。成熟采收期适当控

水，以提高果实品质。

叶面追肥。草莓是连续开花结

果作物，冬季根系活力减弱，植株出

叶较慢，可在现蕾初期，喷施氨基酸

叶面肥、钙硼镁等，以补充中微量营

养元素，提高光合能力，减少畸形果。

摘叶疏花留果要巧妙

植株管理。冬季气温低时，草莓

新叶抽生速度减缓，不宜过度摘除叶

片，尽量多保留功能叶，摘除老叶、病

叶、脚叶，残留花茎，能确保株间通风

即可。至2月底天气开始回暖时，要

进行植株整理，保留2-3个侧枝。

花果管理。草莓盛花期应避免

用药，以减少畸形果发生。坐果后，

疏去小花、果梗过短、膨大不良及畸

形的果，减少营养消耗。根据当地市

场需求留果，一般每个花序保留3-7

个果实。

蜜蜂授粉蜜蜂授粉
亩增万元亩增万元

江 山 市 双

塔街道和贤村

原乐家庭农场

利用蜜蜂授粉

技术，产出的草

莓不仅个头大、

果形好，而且甜

度高，与人工授

粉相比，每茬草

莓每亩可增收

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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