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套袋，可以明显改善果实品质，防止病虫
害，减少农药残留，改善果实风味，极大地提高果品
质量，因而成为当前生产优质、高档果品的一项重要
技术。

套袋时期

葡萄套袋时期,一般在果实坐果稳定、整穗及疏
粒结束后立即开始，在雨季来临前结束，以防早期侵
染病害和防止日灼，要避开雨后高温天气或阴雨连绵
后突然放晴的天气进行套袋，一般要经过 2 至 3 天，待
果实稍微适应高温环境后再套袋。套袋时间一般于
花后 20 天（即 6 月下旬）进行，由于套袋时间正是 6 月
高温季节，套袋应在每天 10 时以前和 16 时以后进行。
相对来说，葡萄套袋以早为好。但过早也不行，一般
在果实膨大期套袋。套得晚了，有些葡萄已感上病
菌，喷药也难以消除，仍在袋内繁衍。

病虫害防治

在套袋之前，果园应全面喷布一遍杀菌剂，重点
喷布果穗，待药液稍干后再套袋。

打药中易出现的问题：
一是打药时间要对。不能在有露水、大太阳、刮

大风时打药，最好在上午 7~10 点打药。
二是打药要均匀。不能过多喷药，更不能漏喷。

篱架葡萄要两面都喷，棚架也要果穗两面都喷。
三是要喷药效好的药。如代森锰锌、甲基托布

津、杜邦福星等，千万别喷了假药。喷药时，喷雾器的
喷头要选细旋片，利于喷药细而均匀。

套袋方法

先将袋口端 6~7 厘米浸入水中，使其湿润柔软，
便于收缩袋口。套袋时，用右手撑开袋口，用左手托
住袋的底部，使袋底部两侧的通气排水口张开，袋体
膨起，将袋从下向上拉起，果柄放在袋上方的切口处，
使果穗位于袋子的中央，然后由下往上将整个果穗全
部套入袋中，再将袋口收缩到穗柄上，用一侧的封口
丝扎紧，避免水分流入。在铁丝以上要留有 1~1.5 厘
米的纸袋，套袋时严禁用手揉搓果穗。防止果穗贴袋
壁。如喷药后 5 天套不完，应重新喷药后再套。

葡萄套袋专用纸袋售价一般是普通纸袋的 1~
1.5 倍，要买标准合格的木浆纸袋，虽然贵点，但安
全保险。一些非正规厂家以劣质纸生产的纸袋、报
纸自制的纸袋，用过一次的纸袋，都会造成袋内烂
果。

套袋新技术

新型日光玻璃纸葡萄套袋使用方法：葡萄在疏完
果粒整形后，即可套袋。这时气温不高，湿度低，病菌
传染力差，对果穗不带菌入袋是有好处的。

各地葡萄品种、区域气候、管理方式等因素不同，
果农可根据实际情况操作。一天中套袋的时间最好
在下午 4 点后，这段时间袋内温度低，葡萄能适应袋内
的温度，不易产生日灼。不同位置的果穗要有不同的
套袋方法，在葡萄树外围阳光照射强的葡萄套袋，把
白纸一面朝外，防止日灼的发生，需要上色时再把透
光面转过来上色，这时葡萄已经适应了袋内的生长环
境，可快速上色。树下和树中部背光的果穗阳光照射
弱的葡萄，透光面应朝日光，这样葡萄采光足，可达到
更好的上色效果。也可以根据上市时间，自行调整袋
子的方向，控制葡萄成熟时间，达到分批上色，分批采
摘。 （来源：农业科技网）

葡萄开始套袋这些技术问题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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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大学透露，由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
究中心组织，重庆大学牵头的科普载荷“月面微型生
态圈”将作为嫦娥四号的“乘客”之一，于 2018 年登陆
月球表面，进行人类首次月面生物实验。

“月面微型生态圈”是一个由特殊铝合金材料
制成的圆柱形“罐子”，高 18 厘米，直径 16 厘米，净
容积约 0.8 升，总重量 3 公斤。小“罐子”里乾坤大，
里面将放置马铃薯种子、拟南芥种子、蚕卵、土壤、
水 、空 气 以 及 照 相 机 和 信 息 传 输 系 统 等 科 研 设
备。

科学家将在这个小空间里创造动植物生长环
境，实现生态循环。在真空、微重力、极端温差的外界
条件下，“月面微型生态圈”内将保持 1 到 30 摄氏度，
以及适当的湿度，并通过光导管引进月球表面自然光

线，创造植物生长环境。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碳水化合物和氧气，供

蚕“消费”；蚕的生长过程则产生出植物所需的二氧化
碳和粪便等养料。在“月面微型生态圈”登月的 100
天里，它将实现微型生态循环。

此次月面生物实验的目标是在月球表面实现动
植物的一个生命周期。根据 100 天的实验期限，科学
家选定了马铃薯、拟南芥和蚕。这两种植物将生根发
芽，开出月球表面第一朵花。同时，马铃薯还可作为
人类太空生存食物来源，其实验价值更加重大。蚕卵
则将在生态圈中完成虫卵孵化、幼虫生长发育和破茧
成蝶的完整生命周期。届时，这项生物实验将通过小
型照相机，向全球直播。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设计师张元

勋说，该实验项目的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复杂月面环境
下的温度控制和能源供给。温控方面，通过外穿保温
层和内置空调来提供保障。能源方面，白天利用嫦娥
四号太阳能电池板整体供电，夜晚通过高能量密度的
内置电池供电，以保障空调、摄像机和信息传输系统的
运行。

与去年 NASA 空间站开出的外太空第一朵花不
同，本次“月面微型生态圈”实验位置距离地球 38 万
公里，比离地 300 多公里的国际空间站遥远得多，所
处月面环境也比国际空间站内部复杂得多。

“月面微型生态圈”总设计师、教育部深空探测
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更新表示，这项实验极具突破
性，对人类未来在地外星球生存具有重大意义。

（来源：新华社）

人类将首次开展月面生物实验

中国人明年登陆月球种土豆

一是选准药种。对恶苗病，可选用氰烯菌酯、咯菌
腈、精甲·咯菌腈、甲·嘧·甲霜灵、乙蒜素等药剂浸种或
拌种，鉴于我省绝大部分地区恶苗病菌已对咪鲜胺产生
高水平抗性，要停用咪鲜胺浸种；对干尖线虫病，可选用
杀螟丹及其复配剂浸种；对恶苗病与干尖线虫病混发
区，可选用杀螟·乙蒜素、杀螟丹加氰烯菌酯等药剂浸种
或拌种。生产上可选用 25% 氰烯菌酯悬浮剂 2000~
3000 倍液，或 20%氰烯菌酯·杀螟丹可湿性粉剂 600~
800 倍液，或 17%杀螟·乙蒜素可湿性粉剂 200~400 倍
液浸种；或 62.5 克/升精甲霜灵·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300
毫升，加水 1700 毫升，搅拌包衣稻种 100 千克；或 12%
甲·嘧·甲霜灵悬浮种衣剂 250~500 毫升，加水稀释至 1~
2 升，搅拌包衣稻种 100 千克；或 31.9%吡虫·戊唑醇悬
浮种衣剂 300~900 毫升，加水稀释至 2~3 升，搅拌包衣
稻种 100 千克；对灰飞虱、稻蓟马发生较重地区，可用吡
虫啉、噻虫嗪、噻虫胺等药剂浸种或拌种；对细菌性条斑
病、白叶枯病等细菌性病害发生区，示范应用三氯异氰
尿酸、氯溴异氰尿酸浸种或噻唑锌拌种；对稻瘟病重发
地区及其感病品种，添加咪鲜胺等药剂浸种。

二是提高种子处理质量。要用准种子处理的药剂浓
度，不可盲目加大或降低浓度，保证防治效果；药剂浸种
时间要保证在 48-60 小时，浸后不用淘洗，直接播种或催
芽播种；要注意浸匀浸透，浸种时药液要淹没稻种；袋装
化浸种时稻种装满 2/3 袋，确保翻袋时种子吸足水后均匀
受药，并时常翻动种子，提高浸种效果；机插稻分批浸种
时切忌废液再利用，以防药剂浓度下降和病菌污染降低
防效。包衣时要将种子与调好的药液充分混匀，确保种
子均匀着药，晾干后催芽播种或晾干后直接播种；要大力
示范推广专用器械拌种（包衣），提高种子处理质量。

三是调节浸种期间温度。塑盘集中育秧要适当降
低育秧期间温度，创造不利于恶苗病菌侵染的温度条
件；旱育秧田催芽时禁用稻草垫底或覆盖，以防稻草带
菌再侵染；避免高温催芽和催长芽。残留药液不能倒在
桑园、鱼塘以及蚕室旁，以免鱼类、鸟类和家蚕中毒，药
液浸过的种子不可食用或作饲料。 （区农委）

水稻种子药剂处理技术

5、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有哪些法律依据？
答：随着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深

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建设逐步由零散要求走
向系统规定，由宏观原则走向具体操作，实现了
有法可依、依法监管的重要目标。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
依据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也对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提出了具体规定。此外，《农药管
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绿色食品标志管理
办法》、《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农产品产
地安全管理办法》、《农产品包装与标识管理办
法》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等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分别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
环节作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

各地结合实际也陆续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
如《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江苏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河北省农产品市场准入
办法》等。

6、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范围包括哪些？
答：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我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范围包括 3 个层次的
内容。

一是监督管理的对象，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
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
及其产品。

二是监督管理的主体，既包括农产品的生产
者和销售者，也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者和相
应的检测技术机构和人员。

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问答（二）

农技之窗 今年以来，
郭猛镇以推广
水稻机插秧为
抓手，全力推进
粮食全程机械
化 示 范 镇 建
设。今年该镇
共有水稻面积
1.84万亩，其中
落实机插秧就
达 1.5 万亩，目
前已栽插 7000
多亩。图为该
镇贾杨水稻绿
色高产创建示
范匡的机插秧
现场。

刘晶晶
成汉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