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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果树冬灌好处多
1、果树冬灌能提高果树的抗寒能力，保

证果树安全越冬。
2、果树冬灌能加快有机肥腐熟，有利于

根系对矿物质的吸收，提高树体对营养物质
的积累，增加土壤的含水量，预防春旱，提高
果树的产量和品质。

3、可防止干旱。冬灌蓄水于土壤中，既可
提高果树抗冻能力，又可防止冬季及早春的
干旱。冬灌增加了土壤湿度，这可缓解冬季叶
片蒸腾和供水的矛盾，可避免果树因生理失
水而引起的干冻。同时又由于土壤含水量增
加，有利于根系对水分和养料的吸收，从而增
加了果树抗冻、抗旱能力。

4、可杜绝风蚀。严冬风大地干，往往是
“风刮土，树根露，冻害重，树倒伏”。坡丘滩地
土质轻，土质松，粘结力差，而冬灌可使用土
壤处于湿润状态，大风吹土，保温保湿又防
冻。

二尧冬灌的最佳时期
果树冬灌的时间，以果实采收后到土壤

封冻前为冬灌适期。冬灌过早，气温还比较
高，蒸发量大，不利于蓄水保墒，降低了果树
的抗寒防冻能力。过晚则因气温偏低，土壤板
结，水分渗不下去，积水冻结，果树根系易遭
受冻害。果树冬灌的时间一般以 5 厘米土层
平均地温 5℃，气温 3℃为宜。此时即使夜间
气温下降到 0℃以下，发生冻结现象，但白天
气温回升后仍可解冻。所以为果树冬灌的最
佳时期。

三尧灌水量
果树冬灌的灌水量以灌水后当天水分全

部渗入地下，渗到根系分布层，即未成年果树
20-30 厘米，成年果树 70-100 厘米，土壤湿
度保持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60%-80%为适
宜。

四尧冬灌的方法
1尧井灌 条件好有井的果农，采取井灌方

法，为果树灌水，增加果树营养成分，提高
果树生长。在井灌之前，在果树地中，按果
树趟子、挖、修好水渠，开闸放水，灌定灌
透，使果树喝饱喝足，增加根部水分，提高
生长能力。

2尧 浇根 对 1-2 年生果树浇水要浇根，
对多年生果树四周用土垒大盆一个椭圆型土
埂，土埂 15-20 厘米高，防止浇水外淌，节省
水源，达到浇水集中，促使水渗透力强。头一
天浇完水后，第二天把根培土，培土 15-20
厘米，起保护根部作用。

3尧灌溉 对于有滴灌条件的果园，可用滴
灌或喷灌的方法。

4尧 耠沟 对多年生果树，离果树 50-70
厘米远，在果树四周耠一条小沟，把水浇到沟
里，水会沉到根部，被根部吸收。如第一次不
透，第二天再浇一遍后，把沟用土添满，并踏
实，防止透风冻伤根部。在耠沟和添土时，注
意别伤根部，否则影响果树生长。渊区植保站冤

严冬即来 果树及时灌

冬前麦田化学除草的优点院
一是节省农药 冬前麦苗较小，除草剂可以最大

限度地喷到杂草上，从而减少了药液用量。
二是容易除掉杂草 冬前麦田杂草绝大多数刚

出土不久，一般都在 3 叶期前，耐药性最低，很容易
被除掉。

三是农药残留量少 在冬前除草，由于距下茬作
物种植时间相对较长，除草剂可以在土壤中充分分
解，从而减少了除草剂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不致影响
下茬作物的生长。

进行冬前化学除草注意要点院
一要应注意选准除草剂 要仔细阅读使用说明

书，选用对下茬作物没有影响的除草剂，对下茬准备
种植花生、大豆、棉花等对除草剂敏感的作物的地块
应特别注意。

二要适时喷药 一般到 11 月中下旬，麦田的各
种杂草已基本出齐，化学除草时间以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为好。

三要适当加大用水量 以工农—16 型手动喷雾
器为例，每亩所喷施稀释后的除草剂药液不应低于
两喷雾器。

四要注意在无风的天气喷药 以免由于风力影
响，造成喷药不匀。 渊区植保站冤

入冬前麦田化学除草的优点及注意事项

小麦冻害是小麦生产中的灾害之一，尤
其在低温、干旱年份，冻害更重，使小麦产量
受到很大影响。预防小麦越冬期冻害，除选用
抗寒性强的品种之外，还应采取以下七项农
业措施。

一尧适量追肥 对于播种前施肥不足的麦
田，在小麦越冬前追肥，能巩固小麦的有效分
蘖，提高分蘖节糖分含量，增强植株自身的抗
寒能力。追肥时氮、磷、钾要混追，比例要适
当。要特别注意增施磷肥，切忌偏施氮肥，以
免引起徒长，使植株茎秆组织过于柔嫩，降低
抗寒、抗倒能力。

二尧覆盖糠粪 在旱地小麦行间每亩撒施
300～400 公斤麦糠、碎麦秸。此法既保墒又
防冻，并且覆盖物腐化后还可以改良土壤，培
肥地力，是小麦抗旱、防冻、增产的有效措施。
另外，在小麦进入越冬期后顺垄撒施一层粪
肥，俗称“暖沟粪”，可以避风保墒、增温防冻，
并为麦苗返青生长补充养分。盖粪的厚度以

3～4 厘米为宜。粪肥不足时，晚茬麦田、浅播
麦田、沙地麦田以及播种弱春性品种的麦田
优先撒施。

三尧壅土围根 在越冬前麦苗即将停止生
长时，结合划锄壅土围根，可以有效防止小麦
在越冬期间受冻。在较寒冷且干旱多风的年
份，壅土围根的防冻效果尤为明显，一般可增
产 5%～10%。

四尧 适时冬灌 秸秆还田麦田或冬旱年
份，在冷空气到来之前，进行一次冬灌。小麦
适时冬灌有显著的保苗和增产效果，注意冬
灌后适时中耕镇压，以利保墒。

五尧 及时中耕 及时中耕可以防旱保

墒，预防冻害。因此，要结合冬灌及时中
耕，特别是黏土地更为重要。对晚茬麦田、
下湿麦田多中耕、早中耕，可起到保墒提
温效果。

六尧适时熏烟 入冬后要密切注意天气变
化，在寒流到来之前，于傍晚至凌晨在田间地
头堆麦糠、秸秆等熏烟，可减轻冻害。

七尧 喷施激素 如小麦在越冬前发生旺
长，特别是有冬前拔节迹象时，应在冷空气到
来前，用 0.3%～0.5%的矮壮素叶面喷施。开
春后要在晴天抓紧镇压，控制小麦地上部分
的生长，或追施土杂肥或泥浆，以保护小麦的
分蘖节和幼穗。 渊区农委冤

预防小麦冻害有妙招

冬季气温低，病虫害的活动与危害大都
处于隐蔽与静止状态。在冬季使用化学农药，
除了选择对路药剂药种外，还要着重把握“五
点”。

一要选用适宜冬季使用的农药 一般情
况下，胃毒剂和触杀剂
受温度的影响小些，内
吸剂和熏蒸剂受温度的
影响大些。如敌杀死、敌
敌畏等低温会明显影响
杀虫效果。而溴氰菊酯、
辛硫磷等农药，在较低温下使用仍能发挥较
好杀虫效果。冬季低温时节使用除草剂，其显
示效果的时间比高温时间使用要长得多，因
此，用药后要耐心等待，只要药液喷到了位，

一般不需要重新喷药。
二要选择晴天高温时段用药 因为害虫

在冬季温度高时，其取食量与呼吸强度大于
阴冷天气，药液喷洒到虫体上，被带到体内的
药物也多，有利于发挥毒杀作用。

三要适当增加用药量 害虫的农药致死
中量不是恒定不变的。在常温下的温度越低，
害虫的致死中量越低，所以在冬季适当增加
用药量是必要的，可防止害虫触食药后不能

死亡。农民朋友可根据气温的高低来确定用
药量，但一般不超过常规用药量的 50%。冬季
使用农药时要严格按稀释倍数加水，不可随
意加大或减少水的用量。

四要延长作物的安全间隔期 冬季使用
农药，农药的降解速度变
慢，农药在作物体内的残
存期也相对延长，冬季防
治蔬菜作物的病虫害时，
应特别注意延长农药的安
全间隔期，确保人体健康。

五要添加助剂提高防效 可添加助友等
“植物油”或有机硅等“药引子”，作为展透
剂或粘着剂。但蔬果类作物用药时不宜添
加。 渊玉 付 学 平冤

冬季使用农药野五要点冶

农业科技

搞好设施维护 对池塘设置的
内外双层防逃膜、防逃墙和进排水
系统进行全面检查维护，确保设施
安全，防止敌害侵入和蟹种外逃。

注重水质调控 池塘水质的好
坏直接关系到蟹种的健康与生长，
为此需定期做好池塘水质分析，并
适时进行调控，使池水处于肥、活、
嫩、爽以及高溶氧的状态，为蟹种
安全越冬提供适宜的养殖环境。

强化冬前投喂 蟹种越冬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应抓住当前水温的有
利时机，继续加强饲料的投喂，增强蟹
种体质，为蟹种越冬提供能量保障。

捕净性早熟蟹 受今年养殖季
节前旱中雨后阴等气候因素不稳
定的影响，在蟹种培育过程中出现
了少量性早熟的现象。性早熟的河
蟹与蟹种争饲料、争空间、争溶氧，
且会摄食蟹种，应及时捕净。一般
采取地笼滤捕和人工捕捉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清捕。

严格防控病害 健康蟹种是安
全越冬的关键，根据近几年的实
践，秋冬季蟹种纤毛虫寄生及附着
藻类发生偏重，越冬前应选择在晴
天中午防治纤毛虫 1～2 次，用药时
注意避开幼蟹蜕壳高峰期，同时适
时对池塘水体进行定期消毒，改良
水质，防止幼蟹带病入冬，确保越冬安全。

加强越冬管理 保持冬季蟹种池水位稳定，及时
添加新水。下雪或水面结冰后及时采取人工破冰、注
水等措施，防止蟹种缺氧或受冻。 渊区农委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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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水补法，把破损处擦洗干净，剪一块比破
损地方稍大的无破洞的薄膜，蘸上水贴在破洞上，排
净两膜间的空气，按平即可。

其次是纸补法，农膜轻度破损，用纸片蘸水后趁
湿贴在破损处，一般可使用 10 天左右。

再次是糊补法，用白面加水做糨糊，再加入相当
于干面粉重量 1/3 的红糖，稍微加热后即可用来补
膜。

拆棚后的薄膜修补质地较厚的薄膜发生破损，
可用质地相同的薄膜覆盖在上面，用细线密缝连接。
也可把破损处洗净，用一块稍大的薄膜盖住破洞，再
蒙上 2-3 层报纸，用电熨斗沿接口处轻轻熨烫，两膜
受热溶化，冷却后便会粘在一起。

另外有胶补法，把破洞四周洗干净，用毛刷蘸专
用胶水（或其它粘着剂）涂抹，过 3-5 分钟后，取一块
质地相同的薄膜贴在上面，胶水干后即可贴牢。

一般来说，热补法和胶补法补膜效果好，其它
两种方法容易漏气，而且容易拉开，只适用于临时
救急的修补，一般对质地不是较厚的薄膜最好不
用。 渊区植保站冤

薄膜破损后袁可采用临时修补的方法

温度管理 原则是“小苗促，大苗控”，即苗偏小
的棚温要适当高些，苗较大的可适当降低棚温。3 叶
期白天棚温控制在 20～28℃、夜间控制在 10～
12℃，4～5 叶期白天棚温控制在 20～25℃、夜间控
制在 6~8℃，6 叶期白天棚温控制在 20～25℃、夜间
控制在 5℃左右。

喷叶面肥 在草莓初花期喷施碧护 0.136%赤·
芸薹·吲乙可湿性粉剂等生长调节剂和磷酸二氢钾
等叶面肥促进植株生长，每隔 5～7 天一次。

日常管理 及时摘除老叶、黄叶和病虫叶，保持
每株有 5～6 张健壮叶片。及时摘除伴随着草莓植株
旺盛生长而大量发生的匍匐茎，减少养分消耗。及
时疏花疏果，第一花序保留 4～7 个果，第二花序保
留 6～7 个果。

防治病害 灰霉病和白粉病是保护地草莓的主
要病害。防治应及时清除枯叶、老叶，创造通风透光
的环境条件，并在发病初期用翠贝 50%醚菌酯水分
散粒剂喷雾，或者用硫磺粉、百菌清烟雾剂熏烟。

放蜂授粉 在草莓开花时放蜂传粉，一般在草莓开
花前 5～6 天放入棚内。放蜂前 15 天喷药防治病虫害，
花期喷药时必须将蜜蜂搬出，3天后再搬入。渊区 农委冤

气温下降后加强草莓田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