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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赤霉病是国家一类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影响
小麦产量和品质。该病可防不可治，防控窗口期短，技
术要求高，一旦防治不力，损失严重。当前，我区小麦
将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赤霉病防治进入关键时期。因
此，各地务必要高度重视，强化宣传发动，深入技术指
导，坚持科学防治策略，统防统治、群防群治，坚决打赢
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穗期病虫害防控总体战，全力保障
小麦丰产丰收和质量安全。

一、小麦生育进程
4 月 7 日调查，11月上旬前播种的田块已见抽穗，11

月中旬播种的田块，叶龄余数0.1 ~ 0.6，11月下旬、12月初
播种的田块叶龄余数1 ~ 1.7，预计在4月中下旬气候正常
的情况下，全区大面积小麦4月15日至25日抽穗，4月17
日至27日齐穗见花，生育期特迟的田块4月底5月初齐穗
见花，生育进程接近常年，略早于去年。全区扬花期20天
以上。不同区域、田块间生育进程差异较大。

二、病虫发生趋势
1. 赤霉病：近期调查，稻桩枝带菌率平均 1.2%，接

近特大发生 2012 年的 1.06%。随着气温升高，田间菌源
量将明显上升。我区种植的小麦品种镇麦 168、郑麦
9023 为易感品种，扬麦、宁麦系列虽有部分品种对赤霉
病有一定的抗耐性，但大发生年份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发
病。小麦品种多，播期差异大，田块间小麦生育期参差
不齐，预计早的田块 4 月 17 日左右即开始扬花，迟的将
拖到 4 月底 5 月初，全区易感病时幅有 20 天以上，增加
了与高温高湿天气相遇的几率，加大了发病风险。小麦
扬花期只要遇到 1 ~ 2 天 20℃以上的暖阴雨（或雾露）天

气，即可造成赤霉病大流行，我区常年 4 月下旬 5 月上
旬的气候条件均可以满足其发病大流行的要求。综合
分析，预计今年赤霉病偏重流行程度，如 4 月下旬出现
高温高湿或连续阴雨天气，赤霉病将大流行。

2. 白粉病：近期见病田明显增加，发病率比去年略
重。4 月 6 日至 7 日调查，病田率 24%，病株率 0 ~ 4.9%，
平均 0.7%，病叶率 0 ~ 1.8%，平均 0.4%，个别早茬田发病
较重，病叶率达 6.3%，有多个明显发病中心，天气预报
近期气温回升，白粉病将进入发病盛期，预计白粉病中
等至偏重发生。

3. 锈病：目前尚未查见。我区种植的小麦品种均
不抗锈病，如后期干旱，宁麦 13 等感病品种及靠近沟渠
边、路边的麦苗叶锈将发生较重。同时要密切关注条锈
病菌随气流传入危害。

4. 蚜虫：4月6日至7日普查，有虫田46%，百株蚜量
0 ~ 270 头，平均 38.1 头，少部分春季未用药防治的田
块，局部地段百株虫量达 2500 头。随着气温的升高，后
期如田间干旱，穗蚜将普遍发生，预计小麦穗蚜中等至
偏重发生。

5. 黏虫：稻草把诱卵，3 月 16 日至 20 日百把见卵 5
块，截至 4 月 7 日，百把累计卵量 10 ~ 15 块，目前已孵化
40%，预计二、三龄幼虫盛期在 4 月 18 日前后，发生程度
为轻发生，部分渍害重、中下部黄叶多的麦田可能受害
较重。

三、防治意见
小麦赤霉病防治事关粮食安全和稳产保供，各地

务必要高度重视，坚持“预防为主、主动出击”的防控策

略，以赤霉病为主攻目标，优选高效低风险低用量药
剂，病虫兼治，控害降毒夺丰收。

1. 防治对象：赤霉病、白粉病、锈病、蚜虫、黏虫等。
2. 防治适期：小麦扬花初期用第一次药，扬花一块，

防治一块。感病品种、扬花期遇高温高湿或多雨多雾露
天气的田块在第一次药后 5 ~ 7 天需用第二次药。生育
期偏迟的高感品种、生育期极不整齐的田块如扬花灌浆
初期遇连续高温多雨多雾露天气，需进行第三次防治。

3. 药剂配方：
①氰烯·戊唑醇（或丙硫菌唑·戊唑醇）+联苯·噻虫胺
②戊唑·咪鲜胺+噻虫·高氯氟（低毒）
白粉病、锈病严重田块，加适量戊唑醇或唑醚·戊

唑醇。
为抗倒防衰，提高结实率，加表芸苔素内酯或噻苯

隆、磷酸二氢钾等一并喷雾。
4. 施药方法：每亩药剂兑水20 ~ 30公斤喷雾，无人

机亩用水量不低于1.5公斤。施药时添加适量优质有机硅
或植物油、激健等助剂，增强渗透性和黏着力，提高防效。

四、注意事项
①用全药种，用足药量，用准水量。②科学轮换和

混配药剂。③小麦扬花期遇连阴雨天气，要抢雨隙或抢
在雨前用药。药后6小时内遇雨要及时补治。④注意安
全用药，施药人员要身体健康并做好安全防护；严禁使用
高毒农药，药剂不能污染桑园、蜜蜂、水源和水产养殖区，
植保无人机飞防时要严防药液漂移引起药害事故。⑤药
剂包装瓶（袋）要3次清洗，全量回收，送交农药经销门店
或村回收点，保护农田环境。 （来源：区农业农村局）

主动出击 见花打药

全力防控赤霉病等小麦穗期病虫害

经过漫长的越冬期，鱼类体质下降，加上春季气
温波动幅度大，容易导致鱼病暴发，死亡率大增。对
此，专家提醒养殖户，要注意做好淡水鱼“越冬综合
征”防控，减少损失。

针对“越冬综合征”，专家提出以下预防措施：坚
持清塘消毒和放养消毒。早放优质鱼种，不放清塘
鱼，放养时间应选择在气温较高的晴天中午进行，应
尽可能提早放养。同时要强化营养管理，不要过早停
食，水温 10℃以上的晴天要少量投饵，以提高鱼类的
体质。不要片面追求产量而过度提高养殖密度，不要
过度用药破坏水体平衡，从而造成水质恶化。

“越冬综合征”处理不当往往造成更大的损失，甚至会
“全军覆灭”。专家建议，鱼发病后可使用刺激性较弱的
10%聚维酮碘溶液+复方甲霜灵粉全池泼洒治疗。10%聚
维酮碘溶液用法：一次量，每1立方米水体0.5克，隔日1次，
连用2 ~ 3次。复方甲霜灵粉用法：一次量，每1立方米水体
0.3克，隔日1次，连用2 ~ 3次。 （来源：《农业科技报》）

春季谨防淡水鱼“越冬综合征”

小龙虾的“五月瘟”病害是指小龙虾在五月份前后
爆发疾病出现严重死亡，且伴随多种病理特征的现象。
其主要症状是：脱壳不遂，软壳，烂壳，烂尾；肠炎，充血，
反应迟钝；胸腔积水，肝胰腺颜色异常；体质下降，容易受
到应激。当前，由于病因不明，尚无可以根治小龙虾“五
月瘟”的专用特效药，因此，此病重在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1.科学种植水草。水草能够起到优化池塘生态环
境、提供天然饵料、促进水质净化和底质改良、隐蔽藏身、
攀爬活动、遮阳调温等功能，对于小龙虾生长及存活起到
重要作用。建议水草的覆盖面积最好能控制在1/4 ~ 1/3
之间，此外选择在四、五月份长势最好的水草种类进行搭
配，如轮叶黑藻、伊乐藻、菹草以及水花生。此外，建议水
草尽可能提前栽种，以便在四月底到五月份水温升高后

起到缓解水质恶化，减少小龙虾应激的功效。
2.保证充足溶氧。溶氧是关键的水环境因子，长

期溶氧不足，对于小龙虾的生理代谢的不良影响显
著。如有条件，养殖池塘应尽可能配备水车增氧和微
孔增氧设施，减少四、五月期间不良水体环境对小龙
虾的胁迫应激。

3.控制养殖密度。小龙虾天生具有极强领地意识，
高密度下脱壳高峰期的应激是可想而知的，此外高密度
条件下大规格虾的产出比例往往较低，总体收益并无明
显增加。因此建议虾苗投放应遵循的原则是早投苗、投
大苗、少投苗，密度尽可能控制在4000 ~ 5000尾/亩。做
到早出虾、出大虾，增加收益。

4.合理投喂饲料。尽管长势良好的水草能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饲料的投喂，但小龙虾生长所需的能量来源
最主要的依然是饲料，饲料选择好坏，以及使用得当与否
直接决定养殖最终收益。四五月份小龙虾生理代谢旺
盛，尽可能选择含动物蛋白比例高的商品饲料合理投喂，
分早晚两次投喂，早投30%左右，晚投70%左右。塘中设
置料台，根据料台上饲料摄食情况，及时调整投喂量，做
到饲料投入效率最大化，尽可能减少因残饵腐败造成水
体底质环境的恶化。

5.定期调控水质。水质的情况直接影响小龙虾生
理代谢，进入四月份定期使用肥水产品将水体肥起来，促
进水体中有益藻类的藻相稳定。定期对水体补充钙、镁、
磷等各种小龙虾生长所需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使用一些
必要的池塘改底产品如过硫酸氢钾等。（来源：市水产站）

小龙虾“五月瘟”病害预防措施要点

目前，蔬菜进入快速生长阶段，水肥
需求量逐渐增加，如何保障蔬菜正常生
长所需的水肥量呢？

养根护叶
保障蔬菜吸收能力，蔬菜叶片、根系

功能强大，才能保障植株营养所需，所以
当前农时管理应注重养根、护叶工作。
养根先要保证有良好的土壤生存环境，
这体现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不同品
种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合理施肥，再就
是地膜贴地铺设改为起拱覆盖，增加土
壤透气性。

叶片养护工作，对于生长中后期的
蔬菜，应先合理有序地摘除老弱病残叶，
减少致病菌侵染。更关键的一点是，提
高蔬菜根系和叶片抗逆性，可以选择上
喷、下冲海藻酸类、腐殖酸类、甲壳素类、
氨基酸类产品，提高抗性的同时，还能起
到一定养护作用，确保两者的吸收能力。

上喷下冲
全面补肥对于已经进入结果期的蔬

菜，要根据其需求规律合理补充养分，上
喷下冲结合施肥。以辣椒为例，氮磷钾
的需求比例是 5:1:10，钾肥用量高，约是
氮肥的 2 ~ 2.5 倍。因而在施肥时一定要
注重钾肥的用量，避免偏施氮肥造成植
株旺长、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的情况发生。根据辣椒
进入花果期后对钾肥需求量大的规律，可随水冲施高
钾型水溶性肥料。

如结果期黄瓜所需氮磷钾之比为 1.2：1：1.5，与茄
果类不同，瓜类蔬菜进入花果期后，营养生长与生殖
生长并行，因此对氮和钾的需求比例较茄果类蔬菜要
小。因此瓜类蔬菜在施肥时，主要以平衡型肥料为
主，根据瓜类蔬菜的需肥规律，花果期对钾的需求量
是在不断增大的，因此期间可穿插使用高钾肥。同
时，中微量元素缺乏时，建议通过叶面喷施的方法进
行，便于快速补充。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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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果对于葡萄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决定葡
萄穗形是否美观，颗粒大小，着色度好与不好的关键。

疏果时期：疏果时期应在坐果后，在果粒大小区
分明显时立即进行。疏果时一般是用小剪刀，而不能
用手直摘，疏果主要是疏病虫果、裂果、日灼果、畸形
果、过大果和无种子的小果，尽量选留大小一致，排列
整洁向外的果子。

疏果原则：根据坐果率的高低而定，坐果率高的果
穗要重疏，坐果率低的果穗要轻疏。疏果时先疏小果
粒、畸形果、病虫果、裂果、锈斑果，然后疏小分穗，以能将
下部盖严为宜，最后疏果粒。疏果粒时先疏掉内向果，尽
量使果粒松散，让果粒在膨大成熟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
果面能受到直射光照。果穗疏完后，穗形呈圆锥形。

注意事项：有露水时不能疏果，防止日灼；疏果时
尽量减少手与果面的接触，因人体温度过高容易伤害
果粒；疏果时不要来回转动果穗，防止扭伤果柄。

（来源：中国农科新闻网）

给葡萄疏果你做得正确吗？

近 日 ，
在山东省菏
泽 市 成 武
县 ，大 棚 樱
桃 陆 续 成
熟 ，樱 桃 种
植户忙着采
摘收获供应
市 场 ，也 吸
引不少游客
前 来 游 览 、
采摘。
（来源：新华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超重、高血脂困扰着许多
人。想要减肥的肥胖与高脂血症患者，可以常喝荷叶
薏仁山楂茶。

具体做法为：取荷叶5克、炒薏仁10克、炒山楂3克
（一人份）。上述药材洗净，放入茶壶内，加入适量热开
水，加盖浸泡5分钟，加少许糖调味，即可饮用。《本草纲
目》中记载：“荷叶服之，令人瘦劣”，结合现代药理研究
成果来理解，就是有助于减肥、控制血脂，对于肥胖和
高脂血症患者来说效果很好。薏仁微寒，具有清热祛
湿的作用；山楂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化浊降脂。为中
和药材的寒凉之性，又不失其祛湿消脂之功，能适合更
多人群饮用，在这里用的是炒薏仁和炒山楂。高血压、
冠心病痰湿型人群也可日常保健食用。需注意的是，
本方孕妇忌食，气血虚弱者及体弱小儿不宜多食。血
糖高者可少加或不加糖。 （来源：人民网）

荷叶薏仁山楂茶降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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