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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麦田杂草种类增多，
北方麦田主要以播娘蒿、麦家公、看麦娘、荠菜等阔叶
杂草为主，近两年以节节麦、雀麦为主的禾本科杂草
也出现，发生面积略有增加。为科学防治麦田杂草，
减少药害和环境污染，提高小麦产量，现将小麦田间
除草技术要点整理如下：

防治关键时期
根据麦田杂草发生规律，其防治时期有两个关键

时期。
一是冬前防治，主要防治禾本科杂草，大约在 11

月上中旬，小麦生长 4～5 个叶，杂草一般生长为 2 叶 1
心，此时防治效果最好。喷药时要选择在大风降温前
5天，平均气温不低于8℃。

二是春季防治，主要防治阔叶杂草，时间在 2 月

下旬至 3 月上旬，防治时期宜早不宜晚，太晚杂草防治
困难，且小麦可能引起药害。

药剂选用
对以荠菜、播娘蒿、婆婆纳、猪殃殃等阔叶类杂草

为主的麦田，可选用 45.9%双氟·滴辛脂悬浮剂每亩
30～35克或20%氯氟吡氧乙酸乳油50～60毫升。

对以野燕麦、雀麦、早熟禾、硬草等禾本科杂草为
主的麦田，可选用 6.9%精恶唑禾草灵乳剂 100～120 毫
升或15%炔草酯可湿性粉剂30～40克。

对以节节麦、野燕麦等禾本科杂草为主的麦田，
可选用3%甲基二磺隆悬浮剂每亩20～30毫升。

注意事项
一是要仔细阅读农药说明书，切记不要一味听经

销商一言之词。

二是施药要掌握好时间，天气温度太低不能施
药，选择晴暖的天气既利于药效的发挥，也对小麦更
安全，如冬前除草，若遇寒流不能施药。

三是使用除草剂要严格掌握安全用量，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不漏喷，更不能重喷，以免对作物造成
药害。

四是禁止使用残效期过长的药剂，如绿磺隆、甲
磺隆、胺苯磺隆在麦田使用后易对后茬花生、玉米等
作物产生药害。

此外，要科学配药，建议使用二次稀释法配置药
液，避免配药不均匀，产生药害。二次稀释法配药就
是先在背负式喷雾器药桶内加少量的水，再加放适量
的药液，充分摇匀，然后再补足水混匀使用。

（来源：《农业科技报》）

小麦播种后什么时候打除草剂效果好？

为进一步做好秋粮收购工作，切实保护好种粮农
民利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
一步做好秋粮收购为农服务工作。

通知指出，秋粮丰收已成定局，收购工作正由南向
北陆续展开，各地各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国家粮食收购
政策，收购资金、仓容、人员等准备较为充分。近期北
方持续阴雨对秋收秋播带来不利影响，部分地区已收
获粮食水分偏高，品质存在下降风险。各地要积极做
好粮食烘干收储。要着力强化产后服务，充分发挥粮
食收储企业和各类社会资源作用，帮助农民开展清理、

干燥、储存、加工、销售等工作，促进农民减损增收。针
对今年部分地区已收获粮食水分偏高的现象，要科学
合理利用烘干设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粮食烘干所需
电力等供应，保障烘干设施运行，避免出现霉粮坏粮。

通知指出，要优化收购现场服务，督促收购库点
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购品种、质量要求和价格标准，必
要时早开门晚收秤，做到随到随收。要充分利用现代
化信息手段开展预约收购，让售粮农民少排队、快售
粮。要发挥好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作用，加大
人员、设备投入力度，鼓励开展预约检验和上门检验，

做到粮食质量安全监测关口前移，切实把好收购粮食
质量关。要继续扎实做好收购期间疫情防控，开展常
态化消杀工作，改善收购场所环境卫生，做到疫情防
控和粮食收购两不误。

通知要求，要密切跟踪粮食市场形势，随时调度
和了解掌握收购情况，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品种、重
点时段的监测力度，增加监测的频次和范围，及时发
现和妥善解决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要定期
发布收购进度、市场价格等信息，引导农民适时适价
售粮、企业均衡有序收粮。 （来源：《农民日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进一步做好秋粮收购为农服务工作

温度管理。11 月份温室已覆膜，温度管理视草莓苗大
小而定，莓苗偏小的管理温度要适当地高些，以促进其生
长，大苗要降低管理温度，适当控制其生长的速度。3 叶
时，日间温度 20℃ ~ 28℃，夜间温度 10℃ ~ 12℃；4 ~ 5 叶
时，日间温度 20℃ ~ 25℃，夜间温度 6℃-8℃；6 叶时，日间
温度20℃ ~ 25℃，夜间温度5℃左右。

补充叶面肥料。在草莓开花初期加强叶面肥的补充。
一般喷施用碧护、磷酸二氢钾，每隔5 ~ 7天叶面喷施1次。

日常管理。及时将老叶、黄叶、病虫叶摘除，减轻病虫
危害，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促进生长，经常保持每株有 5 ~ 6
片健壮的叶片；及时摘除伴随着草莓植株旺盛生长，大量
发生的匍匐茎，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花期要疏花疏果，
结果后将畸形果、病果、小果疏掉，最终第一花序保留 4 ~ 7
个果左右，第二花序保留6 ~ 7个果左右。

病害防治。灰霉病和白粉病是草莓主要的病害，对草
莓的生产危害严重。及时清除枯叶、老叶，为通风透光创
造条件，防止草莓生长在低温高湿和高温高湿的环境里。
使用翠贝喷施，硫磺粉、百菌清烟雾剂熏蒸。

准备温室授粉蜜蜂。11 月末定植早的草莓陆续开花，
为提高坐果率，要在草莓开花时放置蜜蜂来辅助授粉，一
般在草莓开花前5 ~ 6天放入棚内。

放蜂前 15 天要喷药彻底消毒防止病虫害，喷药时将
蜜蜂搬出，3天后再搬入棚中。 （来源：《农业科技报》）

十一月温室草莓管理五要点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双拉尼娜”事件发生阶
段性极端降温的可能性较大。为此提出以“扩大油菜移
栽面积，培育壮苗安全越冬”为主的油菜冬前管理技术，
具体措施如下：

1.降低田间湿度。由于长时间阴雨寡照，土壤水分
饱和，土壤温度偏低，因此当前主要管理措施是降低田
间湿度。长江流域稻茬油菜田要疏通田外排水沟渠，保
障田间积水顺畅排出。同时，有条件的要将田间稻草运
出田外或进行田间归拢，亮出田面，加快土壤散湿，适度
中耕，增加土壤的通透性；黄淮区油菜田要加强中耕，促
进油菜生长发育。

2.以促为主，培育壮苗。结合田间中耕，每亩追施5
~ 8公斤尿素“提苗肥”或喷施0.2%磷酸二氢钾，培育壮苗。

3、增强抗寒性。由于苗情普遍较弱，油菜 6 ~ 7 叶
期每亩喷施 0.015%多效唑或每隔 7 ~ 10 天叶面喷施 3
毫克/亩的芸苔素内酯，提高油菜耐低温的能力，增强
抗寒性。 （来源：《农业科技报》）

油菜苗期冬前管理三步骤

11 月份的节气有立冬和小雪。露
地种植的喜温蔬菜已经结束，对半耐寒
的蔬菜来说要抓住时机，做好收获前的
管理；而耐寒蔬菜，如果面积不够仍可
补种。

1. 做好露地喜温蔬菜如番茄、黄瓜、
辣椒、茄子、土豆等的拉秧清园工作。

2.11 月上旬地膜覆盖定植作越冬栽
培的菜花苗和洋葱苗。

3. 抓紧栽好大棚西芹：大棚秋延后
番茄、黄瓜拉秧后，抓紧定植立秋露地培
育的芹菜苗。本芹亩栽 3 万株，西芹亩栽
1.5 万株，翌年 3 月上中旬收获。然后定
植黄瓜、辣椒等，不影响大棚主茬果菜类
种植。

4. 做好萝卜、白菜、大葱的收储工
作。萝卜 11 月上中旬、白菜和大葱下旬
收获。豫南区域种植露地越冬的冬白
菜，要做好严冬条件下的保温防冻工作。

5. 加强越冬温室一大茬蔬菜的防寒
保温工作，大棚延秋辣椒要及时上二膜
或草苫。

6. 麦田预留行内种菠菜或定植冬甘
蓝，也可套种菜花或洋葱等。冬甘蓝 4 月
份收获，不耽误种早熟西瓜；春菜花 5 月
收获；洋葱5月底～6月初收获。

7. 立夏育苗、立秋栽的芹菜，立冬前
后要及时收获防止受冻。

（来源：中国农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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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管理。桃树烂根病大多是生长期雨水过多，土壤
中含水过量，排水不良，土壤板结，有机质少，土壤酸性和
微酸性所引发的，栽植过深或培土过厚，耕作时损伤或蛴
螬等地下害虫咬伤根系会加重病害程度，所以果园要及时
排灌，防止旱涝。增施有机肥料和种植毛叶苕子等绿肥，
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并适当增施钾肥。及时防治病虫
害和控制结果量，克服大小年，花果过多的树要做好疏花
疏果，并细心耕作，保护根系和根茎少受伤害，以减少病菌
进入途径以增强树势，提高树体抗病能力。

防治措施。朽根病、白纹羽病、白绢病、紫纹羽病都会
引起桃树烂根，在果园初见病变时，应在病株周围挖一米以
上的深沟进行封锁，以防病害蔓延。需先切除已霉烂的根，
再用药剂为根部周围的土壤消毒。割除或刮除的病组织要
带出果园烧掉，并换用无病新土。用 70%五氯硝基苯，以 1:
50 ~ 100 的比例与新土混合均匀，分撒到病根周围；五氯酚
钠250 ~ 300倍液，防治白绢病，每株大树灌15公斤药液；防
治白纹羽病及根朽病，灌 25 公斤药液。施药期可在桃树休
眠期进行，也可在4 ~ 5月幼果期或9月采收后进行，应避免
在 7 ~ 8 月份高温期施药。对已经病死的桃树应该及时挖
除。对残根要全部刨起来烧毁，病穴用40％甲醛100倍液或
五氯酚钠150倍液进行土壤消毒。 （来源：中国农科网）

加强管理防治桃树烂根病

11月2日，北京超市发连锁各直营店冬储菜上市。据了解，冬储菜采用
产地直采的方式供应市场。在销售冬储菜期间，北京超市发连锁50家直营
店每天将提供150余吨大白菜、30余吨大葱。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