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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课堂

秋季番茄巧管理

番 茄 在 生 长 过 程 中 ，
发 芽 阶 段 对 温 度 和 湿 度 的 要要
求较高。在种植过程中，用新高脂膜
500 倍液拌种，并地面喷施新高脂膜用来驱避
地下病虫，隔离病毒感染加强呼吸强度，以提高种子发芽
率；并在苗期可防止病菌侵染，提高抗自然灾害能力。除
此之外，苗期应保持充足水分。

番茄需肥量较大，各时期都应保证充足的营养，但各
个生育时期对肥量需求又有一定差异，前期侧重氮肥，后
期侧重钾肥，磷肥的需求贯彻生育期始终，并在花芽分化
期配合喷施菜果壮蒂灵使其增强花粉受精质量，循环坐果
率强，促进果实发育，无畸形、无空壳，整齐度好、品质提
高、使果实连连丰产。

大棚黄瓜叶片边缘变黄怎么治

如果黄瓜叶片边缘变黄的部分都很均匀整齐，可能是
由于黄瓜缺钙造成的，建议菜农可以叶面补充硼钙叶面肥。

由于钙肥的吸收与温度、水分、土壤中氮钾含量等因
素有关，建议菜农朋友在进行蔬菜管理时，一定要控制合
适的温度、均匀供水、平衡施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蔬菜
植株的正常生长，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

大棚后墙处可以种植蔬菜吗

为了充分利用棚室空间，很多菜农在大棚后墙上也种
植了蔬菜，这是可行的，但不能放任不管。近期，随着温度
降低，大棚管理逐步转向保温、增光，菜农在后墙种植蔬菜
会导致大棚后墙全部被绿色植物挡住，阳光无法直接照射
到墙体上，阻碍了热量交换，墙体白天储热量少，不利于棚
内夜温的保持，容易导致棚内的温度低，湿度大，加重棚内
病虫害的发生。

天气转冷后，建议菜农及时将大棚后墙种植的蔬菜，
尤其是病虫害发生严重的植株及时清理出棚，不仅可避免
其成为病虫害的传染源，又能提高大棚后墙储热量。

（来源：中国农科网）

全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者和农民朋友：
植物检疫是通过法律、行政和技术的手段，防止检疫性有害

生物的人为传播，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贸易安全的一项重
要措施，是广大农民朋友用种安全的保障，也是种子生产经营企
业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
蔓延，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保护种子生产、经营者和农民的合法权
益，请你们支持、配合植物检疫机构，共同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1、学习、了解和掌握一定的植物检疫基本知识，自觉遵守
《植物检疫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江苏省植物检疫管理办法》等
植物检疫法规和规章，依法生产、调运和经营种子，自觉接受植
物检疫机构的检查和监管。

2、种子生产繁育单位或个人应有计划地在无检疫性有害生
物发生的地区建立种子繁育基地，并主动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
提出产地检疫申请，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领取《产地检疫
合格证》。

3、种子生产繁育单位或个人在生产过程中一旦发现检疫性
有害生物或危险性病虫，应主动报告植物检疫机构，并配合植物
检疫机构进行疫情处置。

4、调运下列种苗和植物产品时必须经过检疫：凡种子、苗
木和其他繁殖材料调出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列入
应施植物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
行政区域前，必须经过检疫。省间调运前，须先取得调入地植物
检疫机构出具的《植物检疫要求书》，凭要求书向调出地植物检
疫机构申请调运检疫，检疫合格后领取《植物检疫证书》。

5、经营农作物种子时，销售的种子包装或标签上应标注检
疫证明编号。销售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生产的种子，可凭产地检
疫合格证；销售外地调入的种子须带有《植物检疫证书》，零售门
店销售外地调入的分销种子，应附该批种子的《植物检疫证书》
复印件；无植物检疫证书和检疫证明编号的种子不得销售。对
市场上销售的种子、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进行复检，查
验检疫证书和检疫标识。

6、农民朋友在选购种子时，应购买有正规包装的种子，不
要购买散装种子；要查看种子包装或标签上是否标注检疫证明
编号（证明编号16位）。

7、发现市场销售的种子无植物检疫证书或无检疫证明编
号；发现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标志、封识的，欢
迎向植物检疫机构咨询或举报，检疫机构将依法进行查处。

咨询举报电话：盐城市盐都区植保植检站 88164093；也可
向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咨询、举报。

盐城市盐都区植保植检站
2019年10月30日

致全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者和农民朋友的
植物检疫公开信

养鱼最常见的模式就是池塘养殖，池塘
养鱼一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清塘消毒。疏通灌水和排水的渠道，
清理池塘里的淤泥，只留 20 多厘米。一亩池
塘使用 200 斤生石灰消毒，保持 2 米深的水，
一周以后清洗干净，没有药发挥作用了，才能
放养鱼。有时候也可以使用漂白粉消毒。

2、水质保持。水草太多，池塘里空气太
差，有些东西腐烂了，影响池塘的水质。所以
必须清理过多水草，或者是水藻。有些水藻
会散发有害物质，发现就要去掉。少量浮萍
可以遮阴，但是太多了，对鱼生长不好。有些
水藻污染水源，会造成水质变成酸性，酸性水
质容易老化。

3、病害预防。鱼在气温忽高忽低的秋
季容易发病，所以高温期半个月就要撒一次
石灰，一亩 20 斤。也可以使用 90%的晶体敌
百虫 250 克兑水溶液喷洒。对于喂食的食物
可使用硫酸铜之类的消毒。对于喂食用具，

要进行漂白清洗。有时候肠胃病流行，可以
将食物和大蒜一起喂养。

4、池塘环境。池塘宽度在 5 亩左右，深
度是 2 米多，池塘面积不要过大，不好管理，
排水，或更换水方便一些。需要微碱性的土
壤，土壤是沙质土。能够看到 30 厘米的池塘
水面能见度、池水比较清，是淡褐色的最好。
但是没施肥之前最好比较清澈。

（来源：中国农科网）

池塘养鱼的方法和技巧

冷 空 气 、连 续 的 降 雨 将 加 大 棚 菜 管
理 难 度 ，保 护 地 蔬 菜 的 相 应 管 理 措 施 也
要跟上。

随着夜温的降低，昼夜温差加大，而白
天常因光照强而出现棚温高的情况，此时许
多遮光措施是仍然有必要继续使用，但在使
用方法上要改变。因为秋季白天中午温度
高，因此像遮阳网等遮光设施仍要适当进行
覆盖，但在覆盖时间上要较夏季高温季节有
所缩短，一般在上午 10 点前开始遮蔽，下午 3
点后拉起见光，遮蔽时间过长会影响到干物
质的积累，造成弱苗或弱株现象。使用降温
剂、泥浆、墨汁等方式的棚室，泼洒的浓度要
降低。

而连续阴雨天气下，虽然不会出现高
温 ，但 因 为 光 照 弱 ，蔬 菜 生 长 时 所 需 要 的
干物质会因合成不足而缺乏，所造成的影
响不仅仅表现为植株长势弱，更对花芽分
化造成影响，进而出现更多的畸形花果和
化 花 化 果 等 。 因 此 ，在 连 续 阴 雨 天 气 下 ，
满 足 光 照 ，形 成 更 多 的 干 物 质 积 累 ，或 直
接 补 充 营 养 ，避 免 养 分 缺 乏 是 管 理 的 重
点。有条件的话可以安装一定数量的补光
灯提高棚室光照度。同时喷施营养和功能
性叶肥来弥补营养缺失，一般可喷洒全营
养 叶 面 肥 ，配 合 氨 基 酸 叶 面 肥 使 用 。 期
间，若有间晴天气，可补水一次，适量使用
全营养型水溶肥。（来源：《农业科技报》）

冷空气、秋雨不断 输出蔬菜管理要跟上

播种期是主动预防麦类黑穗
病、大麦黄花叶病、条纹病、纹枯病、
小麦梭条花叶病、根腐病等种传、土
传病害和地下害虫（蛴螬、蝼蛄）的
最佳时期。当前秋播在即，各地一
定要加强秋播病虫绿色防控工作的
宣传、指导力度，大力推广高效安全
的种子处理技术，努力提高种子药
剂处理覆盖面，为来年夏粮高产稳
产打好基础。

一、强化种子调运检疫，严防危
险病虫传入

严把种子调运检疫关，凡从区外
调入的秋播作物种子，未经调运检疫
的一律不能作为种子销售、使用。

二、综合预防种（土）传病害
1、合理轮作换茬。凡小麦梭条

花叶病、大麦黄花叶病发生严重的
麦田可改种油菜、蔬菜等；有小麦梭
条花叶病的病田也可改种大麦，有
大麦黄花叶病的病田可改种小麦。

2、选用抗（耐）病品种。因地制
宜推广种植宁麦 13、扬麦 23、扬麦
25、镇麦 10、苏麦 188 等对小麦赤霉
病抗性较好的品种，压缩郑麦 9023
等高感赤霉病品种的种植比例。小
麦梭条花叶病发生田可选用扬辐麦
4 号、镇麦 12 号等抗（耐）病品种，不
宜种植感病的镇麦 10 号等，切实控
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3、适期耕翻播种。推行适期播
种，避免过早、过晚播种；推行水稻
秸秆深埋作业，减少田间裸露稻桩
数量；推广精量、半精量机条播，提
高播种质量，减少稻套麦和散播面
积，降低冻害和草害风险。

4、做好种子处理。晒种选种：
在播种前抢晴天晒种 1 ~ 2 天，同
时 精 选 种 子 ，除 去 病 粒 、秕 粒 、草
籽，减少和杀死部分种子病菌，提
高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增强抗
病性。

药剂拌种：选用优质拌种剂，严
格控制药量、浓度。①选用 6%戊唑
醇悬浮种衣剂 5 毫升，加水 200 毫升
拌（包衣）10 公斤麦种；②选用 3%苯
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或 4.8%苯醚·
咯菌腈悬浮种衣剂剂）20 毫升兑水
180 毫升拌麦种 10 公斤。拌后堆闷 2
小时，晾干后播种。可有效预防大、
小麦黑穗病、条纹病、纹枯病等种传
病害。

三、科学防治地下害虫
对蛴螬、蝼蛄发生较重的大豆、

玉米、花生、蔬菜等旱茬田块，秋播
时要主动用药防治，减少危害。

1、毒土法：每亩用 3%辛硫磷颗
粒剂（或 5%二嗪磷颗粒剂）1.0 ~ 1.5
公斤，均匀撒施，耙入田中，对蛴螬、
蝼蛄均具有较好的防效。

2、拌种法：可选用 60%吡虫啉
悬浮种衣剂 20ml（或 30%噻虫嗪悬浮
种衣剂 20ml）兑水 180ml 拌 10kg 麦

种，拌种后堆闷 2 ~ 3 小时，药液吸干
后播种。

病害虫害混发区：可选用苯醚·
咯·噻虫或戊唑·吡虫啉、烯肟·苯·
噻虫、吡虫·咯·苯甲等悬浮种衣剂
进行拌种。

四、注意事项
①严格按照农药标签登记的作

物、方法、用量要求，规范使用，拌种
必须均匀。要现拌现用，当日播完。
严禁超量、超范围使用，防止药害事
件发生。过度迟播麦田种子药剂处
理要注意安全用药。②药剂处理过
的麦种不得做粮食、饲料。③凡经处
理过的种子，都要足墒播种，天干墒
情不足时，播后要及时窨水，防止出
苗不全。④禁止推广、销售、使用无

“三证”的种子处理剂。⑤注意安全
用药，做好施药人员个人防护，主动
做好废弃的农药瓶或袋回收工作，保
护农田环境。 （来源：区植保站）

秋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意见

第一步：不同作物，选择排除
不同的作物，病害的种类也不同，

比如玉米有大斑病，水稻有稻瘟病，黄
瓜有霜霉病，我们先确定诊断的是哪
种作物，或者是哪类作物。生产中我
们接触到的各种作物的各种病害大概
有上千种，这一个排除，至少提高了
50%的诊断准确性，做到作物的区别，
对农户来说应该很容易。

第二步：病害大类，区分排除
我们已经确定了发病作物，下一

步该了解导致作物得病的三大类原
因：病菌、不良环境、药害肥害。

而区分这三类原因，只要记住下
面这三个特点就不难：

病菌：从大田看，有病害发生中
心，发现某块地有一片得病的秧苗，有
几个开始腐烂的叶片时，就可以排除
其他两类。

不良环境：如果是不良环境造成
的病害，一块地里，乃至一个城市的
同 种 作 物 ，都 会 普 遍 发 生 同 样 的 问
题，要么冻得叶片萎蔫，要么干旱得
果 实 化 掉 等 ，就 可 以 排 除 另 外 两 种
原因。

药害肥害：如果是药害、肥害造
成作物出现斑点也好、黄叶也好，多
数整块田都会普遍发生，不会像“病
菌”造成的“这儿几个，那儿几个”，
也不会像不良环境一样，一个村，或
者 整 个 城 市 都 同 时 出 现 同 样 的 问
题 ，那 么 我 们 就 可 以 据 此 排 除 其 他
两种原因。
第三步：不同时期与部位的精准排除

确定了某个病菌性病害（又叫侵
染病害）后，第三步是每个作物的生长
阶段产生的病害，也可以说是“愿意在
特殊时期的特定植物部位侵害繁殖的
病菌”，至少有一大半都是不同的。

比如猝倒病、立枯病，都是在作物
的幼苗期发生，黄瓜霜霉病几乎只在叶片上发生，这些不同
的病菌，喜欢“吃”的东西，大多数时候是一定的，所以查找
资料时，你可以在搜索引擎上多加几个字，比如“玉米苗期
病害、西瓜伸蔓期病害、水稻出穗期病害”，这样我们又能
至少提高20%的诊断正确率。

第四步：环境条件不同排除法
确定了作物，病害大类、特定时期、特定的作物器官

上的病菌后，我们的诊断水平已经达到至少 80 分，但还是
有几种病害要区分，这时我们就要了解天气情况。查找一
下“晚疫病”，资料会显示，它是什么菌、容易侵染什么作
物，然后就是在什么温度、什么湿度条件下发生，又叫“发
病条件”。

辣椒结果期的许多病害，有些是不同的，晚疫病发生
在低温高湿的环境，炭疽病发生在高温高湿的环境，白粉病
喜欢闷热的天气，细菌性疮痂病喜欢大风大雨的环境，青枯
病、枯萎病在连年重茬种植时容易发生，白粉病就是氮肥用
量过多导致的，病毒病在蚜虫多、白粉虱多、辣椒上锌肥用
得又少的地块容易发生。

农作物种植时，虫害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如果
没有及时防治，种植的作物有可能颗粒无收，所以各位种植
户朋友不要小视病虫害，还是要正确识别，及时预防。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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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定，一个合格的农药标签必
须包括以下内容：

1、农药的名称、含量及剂型。2、产品的
批准证号。3、使用范围、剂量和使用方法。
4、净含量。5、产品质量保证期。6、毒性标
志。7、注意事项。8、贮存和运输方法。9、生
产者的名称和地址。10、农药类别特征颜色
和颜色标志带。11、象形图。12、其他内容。

其中的注意事项非常关键，使用者在使
用前一定要仔细阅读。这里一般会标明：

1、该农药与哪些物质不能相混使用。
2、按照登记批准内容，应注明该农药限

用的条件（包括时间、天气、温度、湿度、光照、
土壤、地下水位等）、作物和地区（或范围）。

3、该农药已制定国家标准的安全间隔
期，一季作物最多使用的次数等。

4、注明使用该药时需要穿戴的防护用
品、安全预防措施及避免事项等。

5、注明施药器械的清洗方法、残剩药剂
的处理方法等。

6、注明该农药中毒急救措施，必要时应
注明对医生的建议等。

7、注明该农药国家规定的禁止使用的
作物或范围等。 （来源：果农网）

买农药，标签上这些信息一定要看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