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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套袋摘袋费时费工 免袋技术助你降本增效

当番茄果实开始膨大后，随着植株对营养的需求越来越大，植株负担加重，抗逆性降低，一些问题也
随之而来，比较突出的有早衰、死棵、叶部病害、青皮果等。提醒菜农，早做预防，减少损失。

叶片是植株进行光合

作用的主要器官，若出现黄

化衰老现象，不但容易染

病，而且制造有机营养的能

力会大大降低，产量也就无

法得到保证。番茄进入膨

果期，营养需求增多，叶片

的养护尤为重要。

养护叶片见效最快的

方法就是喷施叶面肥。建

议菜农定期喷洒氨基酸叶

面肥加氮磷钾型叶面肥；若

黄化、僵化严重，还应配合

甲壳素或生长调节剂类产

品；连阴天之前更要及时补

充叶面营养，喷洒海藻酸、

甲壳素或全营养叶面肥，增

强叶片的抗逆性。

随着气温下降，棚室内

易形成高湿环境，容易诱发多

种叶部病害的发生，当前菜农

应重点做好灰叶斑病、晚疫病

和细菌性斑疹病的预防。

灰叶斑病能够同时危害

叶片、叶柄、茎秆和萼片、果实

等多个部位。发病初期在叶

部形成豆粒样黑褐色病斑，遇

晴好天气或湿度小时，病斑易

破裂。该病发病速度较快，导

致植株叶片密布病斑、黄化，

并形成早衰状态，对植株长势

和产量影响较大。发病前或

发病初期，菜农可以喷洒百菌

清或苯醚甲环唑，进行预防。

晚疫病可危害叶片、果

实和茎秆，造成叶片部位灰黑

色大病斑、果实部位黑褐色云

纹斑，并能够造成茎秆“黑秆”

的现象，发病速度快，湿度大

时，病部有稀疏的白色霉层。

降低湿度的同时，菜农可以选

择烯酰吗啉或甲霜灵或霜脲

氰等药剂进行预防。

细菌性斑疹病不仅为害

茎、叶和叶柄，也会为害花和

果实。叶片染病，产生深褐色

至黑色斑点，四周有黄色晕

圈。危害严重时，病斑连片，

甚至引起植株的早衰现象。

发病初期，菜农可喷洒噻菌

铜、王铜、春雷霉素或噻枯唑

等药剂进行预防。

青皮是番茄转色不良

的一个表现，番茄一旦青

皮，商品性将大大降低。

番茄青皮与很多因素有

关，温度、光照、水分、肥料

等都会影响植株的生长，

进而影响果实的转色。当

前，棚室内的温度、光照比

较适宜，如果大量出现青

皮果，则要重点考虑施肥

是否合理。当氮、磷、钾比

例失调时，特别是转色期

氮高钾低将影响茄红素的

形成，进而导致番茄青皮。

当番茄下部的果实开

始转色时，上部的果实依

然处于膨果期，为满足下

部果实转色和上部果实膨

大对养分的需求，菜农在

施肥时要注意氮磷钾及中

微量元素等营养的合理供

应。最精准的办法就是进

行土壤检测，再结合番茄

所处生长阶段的营养所需

情况纠正营养供应；或者

是在原有偏施氮肥的情况

下，增施钾肥，冲施或喷

施结合。

养护叶片防叶部病害养护叶片防叶部病害

合理用肥防青皮果合理用肥防青皮果

番茄膨果期是死棵发生的第二个高峰

期。此期，随着营养消耗越来越大，根系负

担加重，植株一旦被病菌侵染，就会快速发

病死棵。当前，造成番茄死棵的病害，多为

枯萎病和根腐病。

目前，预防番茄死棵主要有两种方案，

一是选择传统的化学药剂，灌根或冲施，可

以直接杀灭土壤中的病原菌，起效快，受其

他因素影响小，药效较为稳定。二是选择

生物菌剂，灌根或冲施，起效慢，药效不如

化学药剂稳定，但是持效期长。两类药剂

各有优势，菜农应根据自己棚内的实际情

况，选择适宜自己棚内的防治方案。

一般来说，在有机质含量高、土壤疏松

透气、温湿度适宜的棚室中，建议菜农选择

生物菌剂预防死棵。而在有机质含量低、土

壤盐渍化严重、温湿度不适宜的大棚内，菜

农应优先选择药效更加稳定的化学药剂。

若棚内已经出现死棵，需要立即治疗

时，菜农可迅速使用化学药剂杀菌，避免病

原菌进一步侵染传播，加重为害。防治枯

萎病，菜农可选择氰烯菌酯+甲壳素、氨基

酸类生根剂或硫酸铜钙+咯菌腈+甲壳素、

氨基酸类生根剂；防治根腐病，菜农可以选

择咯菌腈+络氨铜+甲壳素、氨基酸类生根

剂。无法判定是哪种病原菌侵染的情况

下，菜农可以使用霜脲锰锌+甲霜灵·咯菌

腈+春雷·王铜+生根剂灌根，灌根2-3次。

化学药剂灌根后7天，再用哈茨木霉菌、枯

草芽孢杆菌等生物菌剂进行灌根或冲施，

巩固防效。 （据《北方蔬菜报》）

番茄进入膨果期后，非

常容易出现黄叶现象，叶片

黄化后，制造有机营养的能

力减弱，棵子就会早衰，进而

影响果实的膨大与转色。

番茄地上部表现出的黄

叶症状，多与根系生长不良

有关。秋延迟番茄苗期处于

高温、强光的环境中，不利于

培养健壮的根系，根系老化

快，根量少，植株本身就存在

长势偏弱的问题。进入膨果

期后，植株生长发育需要的

养分急剧增加，植株负担

重，大量养分优先供应果实

的发育，根系得到的养分受

到影响，导致根系老化加

快，进一步导致植株早衰。

另外，平时的管理中，浇水

施肥不当、一次性浇水施肥

量过大或土壤干湿度变化

剧烈都有可能造成伤根，也

会影响根系的吸水吸肥能

力。随着天气变冷，地温进

一步降低，根系的生存活力

和更新能力也将降低，因

此，养好根系非常重要。浇

水时，菜农可冲施功能型养

根产品，如甲壳素、海藻类、

腐殖酸类，起到生根、养根

的作用。浇水时，要根据土

壤墒情、植株长势和天气变

化，选择合理时机浇水，一

次性浇水量不宜过大，避免

伤根。浇水的间隔时间要

相对稳定，切忌忽干忽湿。

合理用药防死棵合理用药防死棵

“今年我们基地种植的免袋

苹果成功了！不仅果面光滑干

净、色泽鲜艳，而且糖度高、口感

好，前几天已被客商以3.9元/斤

的价格订购了，且承诺收购标准

为90%以上。与套袋苹果相比，

同产量的情况下，每亩实际收入

要多出1600元以上！”10月中

旬，当记者刚走进陕西轩乐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陕西省延安

市洛川县旧县镇上桐堤村的种

植基地时，该基地生产负责人陈

富民便激动地向记者介绍道。

据陈富民介绍，去年该基地

使用其他方式种植了200亩免袋

苹果，但苹果成熟时，果面粗糙、

开裂，表皮出现红黑色斑点，损失

惨重。今年春季苹果套袋时，由

于人工短缺，陈富民在基地植保

老师的推荐下，在部分果园使用

宏保旺苹果免袋生产技术进行

免袋苹果的栽培试验。

整 个 苹 果

生长期，陈富民

在试验园中一

共喷施了6次宏

保旺生物免疫

膜，每次1瓶/亩

的用量，投入为

300 元/亩。随

着宏保旺免疫

膜喷施次数的

增加，陈富民发

现果树长势旺

盛，叶片浓绿、

厚实，直到现在

苹果成熟时，树上的叶片依然翠

绿如初，无早期落叶病发生，枝

条粗壮不冒长，花芽分化多，结

出的苹果个大均匀、果型端庄，

规格几乎全在“80”以上，果面色

泽红亮，表皮光滑细腻、无黑红

点，商品率极高，非常受客商喜

爱。“在低投入的情况下，免袋苹

果能卖出3.9元/斤的价格，让人

非常意外，因为在同地种植的套

袋苹果，订购价格为3.8元/斤，

且只收“70”以上的半商品果，这

个价格在洛川县也不多见。”陈

富民感叹道。

在惊喜的同时，陈富民算了

一笔账。在其他作务方式相同

的条件下，免袋

试验园和套袋果

园的苹果亩产量

相同，均为2000

斤左右。免袋苹

果几乎无损耗，

按照客商订购的

价格，每亩毛收

入为7800元，减

去300元的投入

后 ，净 利 润 为

7500元；套袋苹

果在摘袋时会造

成200斤左右的

损耗，减去损耗后，实际产量为

1800斤，毛收入为6840元，再减

去套袋和摘袋投入的成本1000

元，纯收入为5840元。经过对

比，免袋苹果每亩的纯收入比套

袋苹果高出1660元。“就这还是

在假设果商收购标准一致的情

况下估算出的，如果收购标准不

同，我相信免袋苹果的亩纯收入

会比套袋苹果高2000元以上。

而且苹果套袋费时费工，免袋苹

果生产更为方便、简单，省时省工

省力，解决了规模化种植园投入

高、劳动力缺乏的难题。明年，我

们公司将把免袋苹果的种植面积

扩大到120亩以上。”陈富民表

示。在洛川县，同该公司一样使

用宏保旺免袋技术和产品获得较

好收益的果农还有很多，大家依

靠该项技术和产品，走出了一条

苹果种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道路。

近年来，苹果套袋摘袋带来

的雇工难、成本高、污染大等问

题日益凸显。省工省力、节约成

本、提质增效、生态环保优点突

出的免袋技术，为全国苹果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示范、新模

式，在我国苹果主产区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各地果农在陕西轩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观摩免袋苹

果的生长情况。

全媒体记者 梁小波

该项技术具有

养好根系防早衰养好根系防早衰

番茄膨果负担重 小心“累”出一身病

番茄转色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