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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低温冻害
1.木本类中药材

清沟培土。一般培土40-60厘米，增加根系深

度，保墒增温，避免低温冻害。同时可结合灌水施用

水溶肥，提高植株抗寒力，减轻冻害对根系的危害。

覆盖捆绑。用稻草或其他覆盖物覆盖行间提高

地温，有条件地区可用稻草等捆包树干，并在地面植

株主干处培土压实，保持地温相对稳定，减轻寒风直

接侵袭根部。

树干涂白。将涂白剂均匀刷在树干四周，可有

效减轻冻伤，也可防止病虫危害，促进树木生长。为

提高涂白效果，早春可择机再刷一次。

延迟修剪。避免低温危害，树体整形修剪时间

适当推迟至来年2月至3月。但病虫枝须及时清除，

以减少来年病虫害发生。

2.多年生草本类中药材

清沟培土。及时清沟理墒，防止低温冻雨导致

中药材烂根。配合清沟，可培土10-15厘米起到保

温的效果，如有条件可培土后再覆草，防冻效果更

好。

施足基肥。多年生草本中药材秋冬季要施足基

肥，以有机肥为主，增施磷钾肥，能提高地温、防冻保

暖，也能冬肥春用、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中药材生长。

覆盖防冻。对于根茎类中药材，如人参、西洋

参、赤芍、桔梗等，冬季要覆盖 8-10 厘米厚度的稻

草、秸秆等覆盖物，既可阻挡冷风侵袭块根减轻冻

害，又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起到保墒增温作用。

浇透冻水。上冻前，对药园浇透冻水，可有效延

缓土温下降，降低极端低温的危害。

设置防风障。如在人参、西洋参、黄精等农田种

植园四周用防寒布或作物秸秆等遮挡，可有效预防、

减轻冻害。对铁皮石斛等设施栽培药材，要及时修

复破损的棚架和覆膜，加固荫棚设施，防止倒塌和破

损导致中药材受冻。

强化灾后生产管理
木本类中药材。待天气好转，要及时拆除捆绑

树干的稻草等防寒物，恢复树干生长状态，清除断枝

及植株坏死的地上部分，对于整株冻死的，要将根部

全部挖出，及时对受灾药园查苗补缺。

多年生草本中药材。出苗前，须及时撤掉防寒

土与防寒物，先撤防寒土，再撤防寒物，化一层撤一

层，直至将防寒物撤完，促进地温回升，提早出苗。

加强肥水管理。通过施用水溶肥、草木灰等措

施，增加植株营养。做好清沟排水，进行浅松土，降

低田间湿度，提高土壤升温速度，促使植株快速恢复

生长。

加强病虫害防治。受冻植株长势差，抗病虫能

力弱，易发生病虫害，须及时喷施生物农药与高效低

残农药，预防冻害伤口的病虫害入侵。

本报记者整理

春季茶园应对低温措施

春茶是全年茶叶生产的重中之重，春季是加强茶园

管理、促进春茶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而低温是影响春

茶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包括寒害和冻害。寒害（或冷

害）是指茶树在其生育周期间遇到反常的低温而遭受的

灾害，温度一般在0℃以上，如春季的寒潮等，导致茶树

萌芽推迟，生长缓慢。冻害是指低空温度或土壤温度短

时期降至0℃以下，茶树植株体内发生冰冻会造成茶树

冻害甚至死亡的现象。受冻轻者仅嫩梢叶片边缘、顶芽

出现轻微损伤变色，对枝条影响不大；稍重者枝梢受冻，

成龄叶片变色，腋芽变暗变褐；较重者部分枝梢干枯；严

重冻害则会导致骨干枝和树皮冻裂，表皮与枝干分离，

甚至主干纵裂、枝条枯死，树体死亡。

做好低温预防措施
预防冻害。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寒潮到来前，落实

茶园行间覆草和茶树蓬面覆盖草帘、薄膜或遮阳网等

防冻措施；寒潮到来时，可采取灌水或喷灌，减轻寒害

和冻害；寒潮结束后，及时揭去茶树蓬面覆盖物，待气

温恢复正常后，及时对受冻茶园进行修剪；对冻害程度

较轻的轻修剪，剪除冻死枝叶，尽量保持采摘面；对冻

害程度重的茶园，进行深修剪、重修剪或台刈，剪除冻

死枝条。

预防春旱。有灌溉条件的茶园，及时修整灌溉设

施设备，清理蓄水池，积极蓄水备用。在茶园尤其幼龄

茶园行间覆盖作物秸秆保墒。在降雨后及时浅耕松

土，以利蓄水保墒。

加强茶树营养管理
增施有机肥。冬施有机肥有利于促进茶树生长、

提高鲜叶质量，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有机肥营养含量，

有条件的地区可在1月中旬至2月初，沿茶树滴水线采

取沟施，一般200千克/亩左右。

喷施叶面肥。为增强茶树养分储藏，提高春茶产

量和品质，12月份可喷施氨基酸叶面肥等营养型叶面

肥 1 次，1 月至 2 月再喷施 1-2 次，两次喷施间隔期 2

周，可用无人机喷施。

追肥氮肥。名优茶产区可在春茶开采前40-50天

施用速效氮肥，每亩5-8千克纯氮；乌龙茶和大宗绿茶

产区在开采前20-30天施用速效氮肥，每亩5-8千克

纯氮。

做好春茶采前准备
检修生产机具。对采摘、加工和田间作业机具进

行维修、保养，确保正常使用；查漏补缺，及时采购、安

装调试短缺机具。

备足生产资料。提前采购生产资料，备好春茶生

产所需肥料、燃料、病虫防控用品、疫情防护装备等。

清理生产场所。清理茶园灌排沟渠，整修茶园道

路，清洁加工厂及周边环境。

做好生产培训。利用冬闲期组织采茶和加工人员

培训，提升采摘加工作业技能和安全生产意识。

果园生产管理技术

晚熟柑橘管理措施
加强树体管理。增施有机肥，改善土壤肥力和通

透性，增强抗寒能力。采取叶面追肥、增施钙镁肥和微

量元素肥料，增强树体和果实抗性。加强病虫害管理，

增强树体树势，提高抗旱抗冻能力。

及时套袋覆膜。易发生冻害地区，在冬季霜雾和

低温来临前，做好树冠覆盖，减少越冬低温落果。树冠

覆盖处理可采用单行、单株或双行。在寒潮来临前，及

时检查覆膜套袋情况，更换破损膜。

冻后及时修剪。在开春气温稳定回升、萌芽前后，

按照重伤重剪、轻伤轻剪原则，及时剪除受冻枝叶和干

枯枝叶，保持果园通风透光，并注意保护伤口。尽量不

对新梢进行修剪，以确保叶面积迅速恢复，增强树势。

加强病虫害管理。柑橘受冻害后，树势衰弱，对病

虫害的抵抗力减弱，剪口、锯口、冻裂伤口多，易受病菌

侵染、病虫危害，要趁冬闲期彻底做好清园，及时防治

脚腐病、疮痂病、红蜘蛛、蚜虫等，减轻病虫为害。

梨园的管理技术
清理果园。彻底清理梨园的落叶、落果及果园杂

草，结合冬剪剪除枯死枝、病虫枝和树上僵果。

刮树皮与树干涂白。刮除树干及主枝的老翘皮、老

树皮，深度以露出浅褐色皮层为宜，不应刮破形成层，刮

皮后及时对树干或主枝的分杈处涂白。涂白剂成分配

比：生石灰10千克、食盐1千克、石硫合剂原液3千克、

水35-40千克，再加食用油0.2千克或粘土2千克。涂

白时需均匀，以不流不滴、干后不翘和不脱落为宜。

施用有机肥。可施用腐熟农家肥料混合少量磷、

钾肥，或商品有机肥，采取沟施法，于树冠外缘垂直投

影处挖沟，沟宽度、深度40-50厘米。

防范倒春寒。梨树花期较早，花前7-10天对梨园

灌透1次水，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面温度，推迟开花

3-5 天，能有效预防倒春寒危害，也有利于提高坐果

率。为减少落花，花期不宜灌水。要密切关注天气预

报，在降温前2-3天喷施0.3%硼酸或磷酸二氢钾或尿

素，或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多糖多肽类等防冻液，可有

效减轻倒春寒危害和冻伤。倒春寒发生后，如大雪覆盖

要及时震落，再追施少量水溶肥并配合浇水，恢复树

势。开放较晚的花，要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提高结实

率。倒春寒影响幼果发育，坐果后要及时疏除畸形果。

设施果树的管理技巧
及时检修棚室。定期检查棚室各个部位是否有破

损、松动、变形等问题，及时修复，排除安全隐患。及时

清除棚膜上灰尘杂物和积雪等，保持棚膜内外清洁，增

加光照。

做好环境调控。通过草苫（棉被）揭放、放风、人工

加温、灌水、覆盖地膜等措施调控设施内温度和湿度。

如遇连续阴天，在做好棚室保温工作前提下，可采取电

灯补光措施，增加作物光合效能。

加强肥水管理。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应用水肥一体

化技术，按照适地适树、少量多次原则，进行合适肥料

配方的肥水供应。

强化绿色防控。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

则，强化农业、物理和生物等绿色防控措施，科学合理

使用农药，确保果品质量安全。

落实防灾措施。采取在棚室前底角铺设草帘、在

垄沟铺设稻壳稻草、在棚室入口处设置档风板等方式

保温增温，防止遭受冷害冻害。极端天气过后，要及时

除雪、除冰，通风降湿，增加光照，减少病害发生。天气

突然放睛、升温较快时，要逐步揭帘，留出缓冲适应时

间。

中药材生产管理技术

立春过后，影响我省的低温雨雪天气接踵而来，气温较低。

据省气象部门预测，2月下旬至3月中下旬，影响我省的冷空气活

动较频繁，大部分地区气温偏低，降水总体呈北多南少分布，果

园、茶园和中药材生长易受低温冻害影响。为加强春季果园、茶

园、中药材等生产管理，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农业农村部果树、茶叶、中药材等专家指导

组，制定了春季果园、茶叶和中药材生产管理技术指导意见，现简

要介绍如下。

受雨雪影响的茶园受雨雪影响的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