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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影响蔬菜产量的因

素，植株旺长绝对是一个难

以绕开的话题。茄果类、瓜

类、豆类等蔬菜，每年都会出

现旺长问题。蔬菜控旺应多

措并举，合理调控，确保植株

长势正常。

旺长的危害

植株旺长会导致蔬菜茎

秆节间变长，同样高度下叶

片和开花数量更少；植株旺

长会导致叶片增大，在同样

种植密度条件下，叶片过大

会造成田间通风透光变差，

叶片抗逆性差，湿度高会诱

发喜湿型病害的发生；植株

旺长对根系的影响也很大，

容易造成根系浅，根量少，根

系对地温、水肥等条件变化

的抗性差，易导致植株早衰。

蔬菜易旺长的原因

蔬菜旺长受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无论是秋茬、秋延迟

还是一大茬蔬菜定植后都容

易出现旺长的问题，主要与

其定植季节有关。

一是昼夜温差小。
这三个茬口的蔬菜有的

在7月份定植，有的在8月

份定植，正是温度高、光照强

的时候，棚内白天温度常高

于40℃，夜间温度长期高于

25℃，尤其是夜温高，容易

造成茎叶徒长。

二是底肥充足。
无论是秋茬、秋延迟还

是一大茬蔬菜换茬时，菜农

都会施用大量的底肥。由于

鸡粪后劲足，很多菜农习惯

选用鸡粪做底肥，而鸡粪中

含有大量的氮元素，特别是

铵态氮，而铵态氮有利于促

进植株的营养生长，导致植

株旺长。

三是浇水勤。
高温季节，光照强烈，土

壤蒸发量大，菜农一看到植

株萎蔫就认为缺水需要浇水

了，有的时候甚至7天浇5

遍水，进一步导致植株旺长。

另外，品种、种植密度过

大等也会导致植株旺长。因

此，菜农还需要合理密植，种

植密度并不是越大越好，要

根据蔬菜品种、栽培习惯等

灵活调整。

激素控旺见效快
使用方法需得当

旺长其实是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不均衡导致的，而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转

化，又是通过激素进行调控

的。可以说，合理的激素调

控是抑制旺长、促进蔬菜开

花坐果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然而，激素不像叶面肥那样

可以随便用，使用不当极易

导致控旺过度、果小等诸多

问题。激素的用量用法一定

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本着“宁轻勿重、宁早勿晚”

的原则。

控旺要早。若蔬菜缓苗

后开始出现旺长迹象，要及

时进行控旺，菜农可选用磷

酸二氢钾或控旺效果比较

温和的产品，不要等到拔节

太长时才开始调控。当蔬

菜出现拔节有点长、头细、

叶片大而薄等轻微旺长现

象时，为了使叶片变小增

厚，茎秆粗壮，促进花芽分

化，菜农可叶面喷施磷酸二

氢钾80克/桶—100克/桶；

当旺长严重且喷施磷酸二

氢钾效果较差时，菜农可改

用控旺药剂。

控旺要轻。在选择控旺

药剂及用量时，一定要根据

植株的长势及棚室内氮肥的

施用情况来选择，不能千篇

一律或按照其他菜农选择的

药物和用量来使用。控旺药

剂最好单独喷施，只喷施植

株的生长点，这样植株吸收

量较少，一旦出现控旺过度

的情况容易缓解。

控水控肥要有度

水是作物生长的基础，

过度控水，会影响根系对土

壤中矿质营养的吸收，也会

影响到有机养分的转移，导

致花芽在分化时得不到足够

的营养，形成的果实因养分

缺乏也会凋零。控水时一定

要把握好度，一般来说，控水

时要求土壤湿度保持在

50%-75%的范围内，低于

45%时根系对土壤水分吸收

困难，从而影响养分的吸

收。追肥时，尽量减少氮肥

的用量，重点补充钾、钙、磷

等，协调植株长势，培育壮

棵，提高抗性。

昼夜温差大
控温措施要用好
夜间温度高，呼吸作用

旺盛，植株将消耗更多的光

合产物，造成拔节长、叶片

大。进入秋季后，昼夜温差

大，正是利于植株生长的好

时候，菜农可借助控温措施

进行控旺，棚内夜温的控制

一般要通过放风口来调整。

随着温度的进一步降低，菜

农可以根据植株长势，来决

定夜间是否关闭风口。若长

势偏旺，夜间无需关闭风口，

稍低的夜温，能够降低蔬菜

的生长速度，达到控旺的目

的；若长势偏弱，则需适当关

小风口，保证合适的夜温，来

促进植株生长。

调整留果时间和
数量以果控旺

菜农应结合植株长势，

对于旺长植株要提早留果、

增加留果数量，相反，植株偏

弱时，则要晚留果、减少留果

数量。例如，番茄的第一穗

果不要多于3个，一般留2

个即可，第二穗果可留3个

果，以后正常留果；尖椒和彩

椒的门椒和对椒尽量不要

留；茄子一般从对茄开始留

果；黄瓜一般不留根瓜。

另外，旺长植株要适当

晚整枝，分散养分，待留果数

量增多或植株恢复长势后，

再进行合理整枝。

（单连颖）

在山东寿光稻田镇桂河村，

“桂河芹菜”是村里土生土长出来

的响当当的品牌。近年来，稻田

镇积极探索芹菜产业发展新路

子，开发出多种芹菜深加工产品，

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近日，在桂河村的一处合作

社内，该村党支部书记董建营为

记者沏了一壶特别的茶。茶水清

澈透亮，气味中有着芹菜的清香，

这就是桂河村的新特产——芹叶

茶。

董建营介绍，桂河芹菜特殊

的窖藏工艺，使得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浪

费。出售的时候基本只使用中间的三分之

一，其他部分在劈下来之后往往就贱卖了。

如何才能充分利用这些“边角料”？村两委

成员们绞尽脑汁思考着。2020年，桂河村党

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首先面

对的就是桂河芹菜的转型升级。村两委成员

们在日常的工作之外，便到各地考察、学

习。那些做得有声有色的合作社，多种多样

的种植专业村，甚至其他行业里的翘楚，都

是他们的学习对象。

他们在考察、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到芹菜

叶可以做成茶叶，芹菜秆可以磨成粉、做成

芹菜汁等副食品，“边角料”不再被贱卖，而

是成为了新产业的原料。如此一来，生产浪

费减少了，产业链延长了，菜农有了新的收

入渠道，桂河村的芹菜产业也焕发出了新的

光彩。

董建营说：“芹菜叶做成茶叶，听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我们开始时自己尝试过，但

效果不理想，泡出的茶颜色浑浊。我知道日

照绿茶全国闻名，所以就去日照专门学习绿

茶的制作工艺，回来后应用到了芹叶茶的制

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突破口找到

了，村两委成员、合作社社员马上就付诸实

践。新工艺制作的芹叶茶不仅茶色透亮，没

有一丝浑浊，原来浓郁的芹菜味也变得清

淡，适合多数人的口感。为了保证口感的稳

定，合作社将芹叶茶的加工制作委托给了专

业制茶企业，而菜农的芹菜田便是最大的原

料供应地。菜农在田间采摘的一片片鲜绿的

芹菜叶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再送到制茶工厂

进行加工，40斤鲜叶子才能加工出一斤芹叶

茶。而那些被劈下来的芹菜秆，也在新工艺

下变成了浓缩的芹菜粉。

在合作社的展示台上，摆放着桂河村的

多种特色产品。“制作芹叶茶时，需要菜农在

芹菜采收入库窖藏前采摘芹菜叶，这样的芹

菜叶更新鲜，炒制出来的茶叶更清香。以前

生产过程中浪费的芹菜叶，现在合作社可以

单独收购了。原先不值钱的叶子，去年收购

价还达到了5元一斤。几十斤芹菜叶才能生

产出一斤芹叶茶，附加值大大提高了。”董建

营说。 （据《北方蔬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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