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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疫情防控期间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学习生活健康指南

为落实国家发布的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支持学校封闭式管理、常态化防控和应急性处置，
引导学生安全学习、健康生活，健康教育专家为学生疫
情防控期间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学习生活提出以下建议。

一、医学隔离为观察，切断传播要靠它
正确认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

径的有效措施之一，有利于保护学生健康和校园安全。
二、观察期间守规定，用心体验常感谢
遵守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各项规定以及对未成年人

及其监护人防护要求，减少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真

诚感谢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和人文关怀。
三、核酸体温按时检，必要时候去医院
自觉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健康监测，配合核酸

检测、测量体温，主动报告身心健康状况，配合做好流
行病学调查和消毒工作，必要时按照规定就医。

四、通风洗手戴口罩，个人防护很重要
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室内卫生清

洁，定期晾晒、洗涤被褥及个人衣物。注意人身安全，
预防意外伤害。

五、每天生活有规律，增强机体免疫力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坚持室内科学锻炼，保证充

足睡眠，保持规律作息、均衡营养、健康心态。
六、防疫停课不停学，学业健康要兼得

加强自我学习管理，按照要求完成学业任务。保
持与学校班主任、辅导员和同学的沟通联系，耐心等待
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通知，服从有关健康观察安排。

七、遇到心情不太好，及时请人来辅导
加强自我心理调适，当心情不舒畅特别是伴随焦

虑、困惑或不良情绪时，及时主动向家人、朋友、老师或
医学专业人员反映，接受心理辅导帮助。

八、相信科学不传谣，抗疫必胜士气高
加强健康理念、知识和技能学习，遵纪守法，崇尚

科学，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疫情和健康知识，不信谣、不
传谣。学习红色经典故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增强战
胜疫情信心，引领社会健康风尚。

（来源：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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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重点抓紧各类蔬菜作物的播种、育苗、定植工
作，加强露地蔬菜和棚栽蔬菜的田间管理，可以采收的
及时采收。

播种、育苗
白菜、萝卜、菠菜、芹菜、芫荽、茼蒿、苋菜、竹叶

菜、落葵、毛豆、扁豆、豆薯、黄瓜、瓠子、豇豆、包菜在露
地播种；生姜要进行催芽后再播。

栽植
茄果类、瓜类、豆类、莴苣、竹叶菜、豆薯等作物，

采用地膜覆盖或露地栽培。
田间管理

气温适宜，幼苗生长迅速，要适时定植，因连续阴
雨或人力不足，不能按时定植时，应将营养钵排开，扩
大营养面积，控制浇水，勿让苗子受挤而引起徒长；合
理间作套种，不仅增加复种指数，且有利于改变田间小
气候，如莴苣行中套种瓜类、豆类等蔬菜作物，效果十
分明显；定植前，要做好深耕细耙，整地作畦，施足底肥
等各项工作。棚栽的各类蔬菜要拆除棚内小棚，精细
管理，结合天气情况，进行放风、排湿、降温，为作物生
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番茄、黄瓜、菜豆、豇豆要及
时搭架，以防倒伏；番茄要喷番茄灵保花保果；所有蔬
菜作物要喷洒磷酸二氢钾液；瓜类作物要进行人工授

粉；甜瓜 3～4 片叶时，喷洒乙烯利，可早熟增产；花菜、
芹菜还要喷洒硼砂液作根外追肥；地膜覆盖的蔬菜，在
定植时，适当浇水，防止湿度过高，而引起烂根死苗；露
地栽培的蔬菜，注意中耕除草，解决杂草与蔬菜争光、
争肥的矛盾；化学除草，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

1. 塑料番茄、辣椒、茄子、黄瓜、西葫芦，到本月中
下旬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大、中棚要昼夜通风。

2. 春甘蓝、春莴笋、越冬萝卜要继续做好清沟排渍
工作，同时注意及时采收。

3. 大蒜：采薹前 3～4 天，停止浇水，进行中耕松
土，以便抽薹。采薹后，注意保持土壤湿润；遇旱及时
浇水，并每亩施硫酸铵10～15 千克，促使蒜头肥大。收
蒜头前5～7天，停止浇水，以免烂蒜皮和散瓣。

4. 萝卜：2 至 3 月播种的萝卜，出真叶和“破肚”时
各间苗一次，行株距 17～20 厘米见方，定苗前，追腐熟
清水粪两次。“破肚”后，直根开始膨大施重肥，每亩施
尿素10～12.5千克并注意病虫防治。

5. 春大白菜：整个生长期，喷施 0.3%～0.4%的磷酸
二氢钾液 4～5 次作追肥，地不干不浇水，要防治软腐
病、霜霉病和炭疽病。

6. 苋菜：如果播种于塑料大、中棚内，一出苗，就
要注意通风，浇水。当棚温度达 20～25℃时，开口通

风，畦面发白时，用细孔喷壶洒水，一般应在中午进
行，外界气温达 15～20℃，全部揭开塑膜，既避免高温
诱发病害，又满足幼苗对水分的需求。一片真叶时，
开始追肥，用细孔喷壶浇施浓度为 20%的腐熟人畜粪
尿，之后，每隔 7～10 天追施一次 30%的腐熟人畜粪
尿、硫酸铵和过磷酸钙，即每 1000 千克粪水中加入硫
酸铵 300 克、过磷酸钙 1～2 千克，每次采收或疏拔后
应追肥。

7. 空心菜：出苗齐苗后，均应用腐熟人畜粪尿兑水
3 倍泼施提苗，全生育期均应注意浇水、追肥，以保持土
壤湿润、植株养分充足和旺盛生长。每次采收后，更要
注意及时浇水和追肥。

病虫害防治
菜农注意防治番茄灰霉病、早疫病、晚疫病、褐腐

病，茄子褐纹病、绵疫病，瓜类蔬菜炭疽病，莴苣霜霉
病、菌核病等，注意防治蚜虫、黄守瓜、小地老虎、黄曲
条跳甲、小菜蛾、菜青虫、斑潜蝇等。

采收
菜农注意采收白菜、萝卜、胡萝卜、白菜薹、莴

苣、茼蒿、芫荽、菠菜、韭菜、甘蓝、花菜、黄瓜、瓠瓜、
丝瓜、西葫芦、菜豆、豇豆、番茄、茄子、辣椒、苋菜、竹
叶菜等。 （来源：《长江蔬菜》）

四月份蔬菜种植指南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

溉研究所节水高效灌溉技术与装备
团队成功研发现代信息感知变量精
准灌溉系统，该系统解决了不同作
物灌溉模型难以实现大田时空灌溉
量反演及精准灌溉决策的难题和平
移式喷灌机喷头无法自适应升降、
变换喷洒性能的问题。

系统主要设计者陈震博士介
绍，该系统将无人机光谱多源感知
技术、田间精准灌溉控制平台和变
量精准喷洒系统结合，综合运用物
联网、遥感、人工智能、云计算、自动
化等技术，可以判断每块农田水分
和氮素需求，解译不同作物生长过
程中的生理生态、干旱、营养等情
况，实施最佳的灌溉和施肥方案。

系统实现了大田精准灌溉信息
空间分布特征精准提取，比传统的
基于田间物联网传感器和气象蒸散
发灌溉点决策提高了 20%作物灌溉
水分生产力。通过改变大型喷灌机
用折射式喷头喷盘结构，系统提升
了单个喷头多种喷洒效果，水肥喷
洒均匀度超过 92%，氮肥利用率提
升了25%。

系 统 获 得 发 明 专 利 5 项 、国
际专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7 项，经过
多年研发已具备产业化条件，包含
的各类技术累计在内蒙古、辽宁、
河南、安徽等地推广应用 100 万亩
以上。

该技术成果得到“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
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重大任务、河南省科技攻关等
项目资助。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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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戴口罩觉得闷热难受，如何坚持科学戴口
罩？应对攻略来了。

规范戴口罩，要这么做
佩戴口罩前应先洗手，避免手接触到口罩内侧

面，减少被污热的可能。
口罩佩戴时要分清正反，盖住口鼻和下巴，注意

根据鼻梁形状调整鼻夹和系带松紧度，确保密合。
在室内人员密集、空气流动相对较差的情况下，

必须规范佩戴口罩；乘坐公共交通、电梯，以及商场购
物、收取快递外卖等情况下，都应规范戴好口罩。

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需要及时更换，
避免重复佩戴。

天热戴口罩，这些技巧帮你缓解不适
出汗多。出行时多准备几个口罩，如果出汗多，

口罩被汗水浸湿了就要更换。
呼吸不畅。选择质地相对轻薄的口罩，普通人可

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如果长时间戴口罩出现憋
闷、气短等不适，应立即到相对空旷、安全的地方摘掉
口罩，呼吸新鲜空气，缓解不适症状。

面部勒痕。需要长时间佩戴口罩，佩戴前在鼻
梁、颧骨、耳根等部位涂抹润肤霜，减少口罩和皮肤之
间的摩擦，缓解面部勒痕。

闷痘、过敏、泛红。检查停用不合格口罩，日常注
意面部清洁，少吃辛辣食物和甜食，保证睡眠作息规
律，还可外擦消炎药膏，严重时建议就医。

口罩脸。戴口罩对阻隔紫外线有一定作用，但没
遮住的地方日常还是要涂防晒。

正确佩戴口罩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不要为了说话、饮食方便，将口罩拉至下颌、脖颈

等位置，也不要将口罩挂在手臂上，使口罩内层受到
污染，失去防护效果。如果必须摘口罩，可直接摘下
整个口罩，对折后妥善保存，需要时及时佩戴。

健康人群使用后的口罩，不能清洗、消毒后重复
使用，应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理。

口罩专人专用，人员间不能交叉使用。
（来源：盐城疾控）

天热口罩戴不住？来看应对攻略

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在高温来临之前，减少灌水，
在雨后也要及时排水；可以采用果园种草的方式减少地
面的蒸腾作用，降低环境温度，达到避免气灼的产生；保
持田间覆草，不覆草园区适当浅耕，增强土壤透气性；对
于要套袋的果园，尽量推迟套袋时间，在套袋之前充分
灌溉 1 次，避免高温的时候套袋；可喷施部分抑制蒸腾的
药剂，如三唑类、水杨酸（阿司匹林）等；及时搞好夏季修
剪工作，最好能在开花前完成枝梢的绑缚，果粒黄豆粒
大小时完成疏果工作，调节负载量，保证树势健壮；气灼
治疗方案：叶片喷施土之道 1500 倍，浇施土之道一亩地
3 ~ 5公斤。

总的来说，葡萄气灼和日灼是不一样的，在具体防
治工作中要注意区分好，避免搞混出错，而防治气灼的
关键就在于关注天气变化外及注意浇水时间等。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葡萄气灼病的防治方法
随着天气

转暖，蔬菜、花
卉生长旺盛，福
建省福州市闽
侯县南通镇蔬
菜花卉种植基
地迎来春种春
收 的 繁 忙 时
节。无人机俯
瞰，一块块田地
如大地调色板。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