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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后，光照时间进一步延长，温度
上升，棚内环境条件变化很大，开始进入
高温强光阶段。春夏交替之际，不少菜
农反映近段时间棚室内蔬菜生长不正
常，蔬菜畸形果多、病害频发、日灼果频
现等等，严重制约蔬菜的经济效益。

环境是影响病虫害发生的重要因
素，只有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病虫害
才会暴发。想要控制病虫害发生，要将
环境条件对病虫害的影响了解清楚，做
好针对性管理。

做好遮光降温准备。春夏之交，
光照渐强，温度渐高，遮光降温成为下
一步管理重点。晚春到初夏，阴雨天
气较少，光照时间长、强度高，是全年
光照最好的时间段之一。此时要根据
棚 内 作 物 等 情 况 ，灵 活 调 整 光 照 强
度。目前，常用的遮光手段主要有两
种：一是提前设置遮阳网，可根据光照
情况，灵活调整遮盖时间和遮光率，有
利于延长棚内适宜环境的时间，但操
作频繁，费工多。二是喷洒大棚降温
剂或泥浆等，该类手段遮光比率一定，
虽然能够降低正午前后光照过强阶
段，但早晚光照较弱时同样影响光照
强度，遮光降温效果较遮阳网差一些，好处是一次喷
洒，长期管用，费工少。此外，种植越夏蔬菜的大棚，
还可安装喷雾降温设施，避免棚内光照过强、温度过
高、高温干燥，减少日灼病、病毒病等发生。

每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病虫害发生情况，与天
气状况息息相关，如病毒病在初夏、初秋发生最为严
重；白粉病喜欢干湿交替的环境；小黄点、霜霉病喜欢
湿润的环境条件。因此，关注天气预报，是预测病虫害
发生规律，加强病虫害预防的第一步。在关注短期天
气、预防灾害的基础上，菜农还应注重中长期天气预报
的应用，预判蔬菜后期的整体长势和病虫害发生规律，
做好提前预防，在恶劣天气来临前，及时采取措施，确
保蔬菜安全度过恶劣天气。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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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好半熟稻，壮秧产量高”。培育适龄壮秧是机插
水稻实现优质高产的重要基础。盐都区2024年水稻育秧
技术指导意见日前发布，要求全区各地全力聚焦“推技
术、提单产”这一中心任务，认真做好今年全省水稻育秧
工作，大力推广轻简化智能化集中育秧技术，切实加强指
导服务，推进关键技术落实到位，全面提升秧苗素质，为
大面积水稻均衡增产和量质效协同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一、明确壮秧指标。毯苗机插适龄壮秧指标为：秧
龄 15 ~ 20 天，叶龄 3.0 ~ 4.0 叶，苗高 12 ~ 17cm，苗基粗
大于 0.25cm，不定根数大于 11 条，叶长大于叶鞘长，生
长整齐、苗挺叶绿，无黄叶、病虫害，基部粗扁有弹性，
根系盘结牢固、提起不散。

二、及早准备苗床。备足秧池。选择土壤肥沃、排
水良好、靠近大田、排灌方便的田块做秧池。秧池应尽
量集中，实现规模连片育秧。要根据 1：80 ~ 100 秧大田
比例，备足苗床，提前耕翻晒垡碎土，并适当培肥。有
条件的也可利用水泥场或一般的土场地进行硬地育秧，
秧池大田比例一般为 1：100 ~ 130。精作秧板。育秧苗
床一般畦面宽 140 ~ 150cm，沟宽 25cm，沟深 20cm，长度
因田宽而定，田周围沟宽 30cm，深 25cm，内外沟系配
套、畅通（外沟宽 30cm，深 50cm）。多次上水整田验平，
开沟做板，秧板做好后排水晾干，使板面沉实，播前两
天铲高补低，填平裂缝，并充分拍实；也可选择土壤肥
沃的歇冬田，直接在板田上开沟做畦，干整干做，铲除
稻桩、杂草等杂物，削高填低，充分拍实，播前 2 天上水
验平；集中育秧面积较大的可以采用激光平整机进行整
地。板面要确保达到“实、平、光、直”，（“实”秧板沉实

不陷脚，“平”高差不超过 2.5cm，“光”板面无残茬杂物，
“直”秧板整齐沟边垂直）。配备营养土。有条件的地
区优先选择质量优、效果好的育秧基质代替营养土；育
秧营养土可选用肥沃疏松的菜园土和耕作熟化的旱地
土，或经过秋耕、冬翻、春耖的稻田表层土，土壤中应无硬
的杂物、杂草及病菌少。有条件地区可采用未耕种过的
深层土制备营养土，可减轻杂草发生。每亩大田需备足
合格床土 100 公斤左右，另备未培肥过筛细土作盖籽
土。同时要加大壮秧剂拌土、基质代替营养土技术推广，
积极开展秸秆基质块、基质棉等育秧新技术试验示范。

三、做好种子处理。选用适合当地机械种植方式的
高产、优质、高抗品种，确保种子质量达国家二级以上标
准，纯度 98%以上，发芽率 95% 以上。选种前晒种 2 ~
3 天，以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出苗率。要按照区植保植检站

《水稻种子处理技术意见》选用对路药剂进行种子处理，药
剂浸种时间根据温度确定，一般日平均气温18 ~ 20℃时，
浸种48 ~ 60h，30 ~ 35℃催芽10h，也可用专用水稻种子催
芽机器，确保发芽率 95%以上，芽长不超过 1mm。鼓励积
极推广“浸种改包衣或拌种”育秧实用技术。

四、精细精量播种。适期播期。机插秧秧龄弹性
较小，且稻麦（油）两熟制条件下生产季节紧张。适宜
播期的确定除了要根据品种播种至最佳抽穗期的天数
来倒推外，还要结合茬口、气候、适宜秧龄等基本生产要
素进行综合考虑，本地一般播期以 5 月 20 日 ~ 5 月 30 日
为宜。各地要密切关注当前在田作物生育进程和后期天
气条件，科学确定播期。精量匀播。每亩大田适宜用种
常规粳稻一般 3.0 ~ 4.0kg，要结合水稻种子粒重、发芽率

的要素精确计算用种量，多次调试播种机械，做到分批、
多次按盘数称种，力争播种均匀。要积极推广应用机械
流水线播种，提高播种均匀度和播种质量。鼓励采用硬
盘机械化流水线播种，积极采用叠盘暗化齐苗方式，促进
发芽一致，待种芽立针，露出盘面1.0cm左右即可摆盘绿
化。覆盖无纺布。摆盘后覆盖无纺布或编织布、农膜等，
保温保湿，出苗快、出苗齐。未经暗化或直接在田间摆盘
播种的覆盖无纺布（膜）后，应立即灌一次平沟水，水深不
超过盘面，待盘土充分湿润后立即排出，以利于保湿齐
苗；暗化后摆盘的覆盖无纺布（膜）后，湿润灌溉即可。

五、加强秧池管理。加强水浆管理。揭布（膜）前
保持盘面湿润不发白，缺水补水。揭布（膜）至 2 叶期前
建立平沟水，保持盘面湿润不发白，盘土含水又透气，
以利秧苗盘根。2 ~ 3 叶期视天气情况勤灌跑马水，做
到前水不接后水。移栽前 3 ~ 4 天，灌半沟水蹲苗，以增
强秧苗抗逆能力。对于前茬腾茬迟的田块，可采取旱管
加化控的措施，提高秧龄弹性。鼓励“湿润育秧改微喷
灌育秧”，减轻用工成本，有效应对干旱等不利天气影
响。加强肥料运筹。底土拌有壮秧剂的一般不需追
肥。若秧苗在 1 叶 1 心期叶色较淡时，每亩可施用尿
素 4.0 ~ 5.0kg，傍晚待秧苗叶尖吐水时建立薄水层后均
匀撒施或兑水 1000kg 浇施。栽前 2 ~ 3 天，适量施用起
身肥（每盘用尿素 3g 左右），并确保及时栽插。加强病
虫草害防治。根据植保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开展秧田
期病虫草害防治，重点防治好灰飞虱、稻蓟马、叶瘟等，
以减少危害。移栽前 2 ~ 3 天施用“送嫁药”，做到带药
移栽。 （来源：盐都区农业农村局）

盐都区2024年水稻育秧技术指导意见日前发布

除草剂药害。对于出现除草剂药害的原因，不外
乎就是药打得晚，再加上苗本身播种得晚，缺少练苗的
一步，苗弱就会出现药害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建议大家在小麦拔节期以后就不
要打除草剂了，如果要打也要选择一些特定的安全系数
高的，绝对不可以使用常规的除草剂。

出现除草剂药害的情况，可以喷施芸苔素内酯就
能很好的缓解。

叶枯病。小麦在灌浆期如果出现上部叶片出现
干枯、发黄的现象，最有可能的就是小麦的叶枯病。
典型的症状就是叶片顶端沿着叶脉出现发黄的条状
纹理，或者不规则分布的黄色病斑，严重时叶片会出
现黑褐色的斑点，最终会导致小麦叶片的干枯。严重
影响小麦的光合作用，从而对小麦的产量造成很大的
损失。

防治叶枯病建议直接喷施杀菌剂进行防治，可以

喷施三唑类的杀菌剂进行防治，发生严重的情况下，建
议加大剂量喷施。

小麦潜叶蝇。小麦灌浆期间，叶片干尖发黄，不一
定是病害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虫害所引起。比如小
麦潜叶蝇就是灌浆期间常见的一种虫害，可以导致叶
尖发黄。

防治小麦潜叶蝇，可使用噻虫嗪类药剂，如果田间发
生比较严重，建议加大剂量喷施。（来源：《农业科技报》）

小麦灌浆期叶片干尖原因及解决方案

随着温度回升，各种病虫害陆续发生了。那么，
桃树谢花后会出现哪些虫害？又该如何防控呢？

蚜虫。为害桃树的蚜虫主要有桃赤蚜、桃粉蚜和
桃瘤蚜。前两种发生的多，容易爆发导致危害，桃瘤
蚜主要是那些管理粗放的园子会发生。

防治：可以选用呋虫胺或吡丙醚及其复配制剂。
介壳虫。俗称“树虱子”，主要危害桃树的是桑白

蚧。为害特点，若虫和雌成虫刺吸枝干汁液，偶有为
害果、叶者，削弱树势，重者枯死。发生在 4 月下旬到
5月上旬、8月下到9月上。

防治：可以选用毒高氯、马拉硫磷等药剂进行
交 替 防 治 ，还 可 以 加 入 害 立 平 ，能 够 提 高 防 治 的
效果。 （来源：中国农科新闻网）

桃树谢花后会出现的虫害及防治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
形 势 分 析 与 预 测（2023—2024）》（以 下 简 称《绿 皮
书》）。《绿皮书》指出，2023 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预计2024 年粮食总产量突破7亿吨。

《绿皮书》指出，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供应充足，
预计全年生猪供应量整体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正常保
有量。农产品贸易规模基本持平，继续发挥保障供给
和调剂余缺的功能。肉类、乳品、水产品和水果等高
价值农产品进口增加，大豆进口增长速度放缓。重要
农产品与食品价格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发生结构性
波动。全年大豆价格保持低位运行，玉米、猪肉价格
有望在下半年企稳回升。 （来源：新华网）

今年粮食总产量预计突破七亿吨夏日时节，各
地农民积极开展夏
季农耕活动，无人
机镜头里的农田呈
现出一幅幅生机勃
勃的夏日农耕图。
图为5月 14日，村
民在贵州省开阳县
马头村移栽秧苗
（无人机照片）。

（来源：新华社）

施足基肥。初夏草莓全生育期要合理施肥才能保
证植株生长健壮，且开花多、坐果多、果实大、产量高。
定植前，结合深耕整地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腐熟优质
有机肥2000 ~ 3000公斤，硫酸钾型复合肥50 ~ 60公斤。

合理追肥。为满足开花结果期对各种营养的需
求，一般在草莓开始生长之后至开花期前，每亩追施复
合肥10 ~ 15公斤。基肥用量充足的可以不施。浆果膨
大期可亩施高氮钾复合肥 15 公斤左右；草莓大量结果
后，植株体内养分缺乏，为了尽快恢复植株生长，多形
成新叶新根，应根据需要进行追肥。

根外喷施。可以根据草莓中后期长势情况，采
用根外追肥（即叶面喷肥）方法进行辅助施肥。根据
需要在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或其他叶面
肥 3 ~ 4 次，可提高坐果率，并可改善果实品质，增加
单果重，延长结果期。 （来源：中国农科新闻网）

初夏草莓施肥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