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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类蔬菜能保鲜多长时

间，3天、5天？在山东省青岛

市的一家企业里，小白菜能保

鲜45天，根茎类蔬菜可保存2

个月以上，堪称奇迹。

采摘好的蔬菜，在经过臭

氧杀菌后，整齐地码放进塑料

包装袋中，接下来，就轮到蔬菜

保鲜的“黑科技”登场了。这项

技术为：先将包装袋里的空气
抽出来，紧接着，再按照一定的
比例充入氮气、氧气和二氧化
碳，除了氮气作为单纯的填充
气体之外，其他的气体都有各
自的作用。其中，二氧化碳能
够抑制细菌和霉菌的生长，氧

气能抑制厌氧菌的生长，同时
还能给蔬菜提供正常的新陈代
谢。最后，用橡皮筋将包装袋
进行捆扎封口。

通过这种气调保鲜包装，
从而使蔬菜进入休眠状态，从
而大大延长蔬菜的保鲜期。一
般叶类蔬菜，可以做到45天的
保鲜期，而根茎类蔬菜，可以保
存2个月以上。虽然储存时间
长，但是蔬菜的营养成分并没
有减少。

而要想让蔬菜能够长时间

保鲜，从田间地头开始就要做

准备工作。首先，在蔬菜采收

前3-7天就停止浇水，确保采

收的蔬菜上没有露水，从而使

蔬菜含水量适中。其次，在采

收时一定要注意不能造成蔬

菜的机械伤，因为有伤口，就

比较容易腐烂。采用气调保

鲜技术的蔬菜价格，相比于普

通蔬菜，上涨幅度在 30%左

右，目前这类蔬菜主供特殊群

体，据该企业经理介绍，后期

他们将通过电商平台，将小包

装的气调蔬菜送到老百姓的

餐桌。

气调保鲜技术

气调保鲜技术就是利用

控制气体比例的方式来达

到储藏 保 鲜 的 目 的 ，其 基

本 原 理 为 ：在 一 定 的 封 闭

体 系 内 ，通 过 各 种 调 节 方

式得到不同于正常大气组

分 的 调 节 气 体 ，抑 制 食 品

变质的生理生化过程及微

生物的活动。

这种技术适用于各种水

果、蔬菜、花卉、苗木等贮藏保

鲜，贮藏保鲜期长，经济效益

高。如葡萄可保鲜7个月、苹

果可保鲜6个月、蒜薹可保鲜

7 个月，品质鲜嫩如初，总损

耗不到 5%。一般葡萄产地

价只有3.5元/公斤，而贮藏到

春节前后，葡萄售价可达 6

元/公斤。

贮藏效果

1. 抑制呼吸作用，减少有

机物质的消耗，保持果蔬优良

风味和芳香气味。

2. 抑制水分蒸发，保持果

蔬新鲜度。

3. 抑制病原菌的滋生繁

殖，控制某些生理病害的发生，

降低果实腐烂率。

4. 抑制某些后熟酶的活

性，抑制乙烯产生，延缓后熟和

衰老过程，长期保持果实硬度，

有较长的货架期。

（据齐鲁网）

“由于播期的时候降水

大幅减少，最近我每天都会

去田里转转，主要看看小麦

有没有缺肥和草害发生等

情况。”12月5日，四川省眉

山市仁寿县越友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廖路平告诉

记者。

廖路平口中的降水减

少，是指当地发生的秋旱。

仁寿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

长孙万军介绍，10月 19日

至 11月 17日连续 30天降

水量仅为14.5毫米，全县大

部分镇乡已出现秋旱，导致

小麦地块播后出苗不整齐，

苗子弱，部分播期较晚地块

的小麦不能出苗。

作为眉山市的粮食生

产“排头兵”，仁寿县小麦种

植面积占到该市的90%以

上，抓好小春生产，保障粮

食有效供给，仁寿县如何给

小麦“解渴”？

在珠嘉镇棚村，一片麦

田被划分为多个单元格，其

中一块长得尤为旺盛。“通
过同田比较可以看出，使用
了秸秆覆盖的小麦长势喜
人。”12月1日，在仁寿县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仁寿腾达职业培训学校

联合举办的“2022年仁寿县

小春农作物田间管理培训

会”现场，2022年科技下乡

万里行活动小麦产业技术

服务团技术首席、四川农业

大学教授樊高琼介绍，该片

麦田使用的是旱地小麦秸

秆覆盖蓄水保墒水肥高效

利用绿色生产技术。

“探寻西南地区旱地小

麦水肥高效利用的技术途

径，是提升该区域种麦效

益、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樊高琼为众人

揭秘：四川盆地作为西南重

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旱地

小麦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

区域属于雨养农业区，降水

季节间分布不均，小麦季累

计降水不足200毫米，小麦

生长严重受限。

通过对比发现，同一品
种、相同播期的小麦在使用
了秸秆覆盖技术的田块里
出苗整齐、麦苗青翠、长势
茁壮均衡；而未使用该技术
的麦田里，麦苗长势稀疏，

叶色嫩黄、长势不一。
该秸秆覆盖技术入选

为四川省2022年度农业主

推技术。樊高琼表示，该技
术模式集作物丰产、资源高
效等优势于一身，目前在仁

寿、中江、南部、射洪等地开

展示范推广。

“针对今年的生产情

况，当地还提早谋划，因地

制宜对小麦进行分类指导，

积极开展以‘保苗长叶、促

根增蘖、促弱转壮、保壮稳

长’为重点的管理。”孙万军

介绍，通过开展培训指导种

植户进行查苗补种、促弱转

壮、适时冬灌、化学除草等

一系列举措，千方百计抓好

粮食生产田间管理。

（据《四川农村日报》）

立体栽培属小批量传
统栽培方式。将菌袋解去

扎口并松开塑膜，然后进行

码垛，两头出菇，一般可码

6-10层甚至更高。该方式

比较原始，但由于出菇干

净、菇体含水率较低，所以

较受菇农欢迎。但美中不

足的是，产成品的菌柄弯

曲，采收以及运输等过程中

易致菌盖脱落，导致商品价

值偏低；而且菌袋失水，离

壁现象严重，容易发生边壁

菇；三潮菇很难发生，生物

学效率较低。

床架栽培模式适用于
反季节栽培及工厂化生产，
菇农小批量栽培时也可参
考。采用折底塑袋装料，单

头接种、单头出菇，可密集

排放于栽培层架上，直立出

菇。该方式的最大优势就

是菇品的含水率适宜，菇体

周正，朵形均匀，商品外观

性状好，商品价值高，而且

最大限度利用了栽培场所

的空间，相对节约了菇棚的

设施投资，提高了资金利用

率。其不足就是栽培架的

一次性投资较高，同时也存

在架层过高时上下温度不

一、湿度不匀等问题，如果

菌丝后熟度不足，一潮菇后

菌袋失水较多，则会对产量

发生较大影响。

畦式栽培模式适宜菇
棚面积大、环境较好的栽
培，一般多在一潮菇采收后
进行。将采用立体栽培的

菌袋从中切断，成为两个独

立的无底菌袋；采用折底定

型方底塑料袋时，则将其底

部塑膜划破切去；棚内建

畦，深约10厘米，灌透水后

将菌袋立于畦内，用少量土

加以固定，出菇期间经常往

畦内浇水，使基料能够保持

子实体生长发育所需水分，

故其产量高于前述模式；而

且所产菇品大小均匀一致，

菇体周正、整齐，商品性状

好，商品价值高，最大的不

足就是占地面积大，菇棚的

利用率低，人工效率低，摊

入的固定资产折旧率亦高。

（苏延）

春甘蓝是蔬菜产区种植面积较大

的一类蔬菜品种，春甘蓝生产具有投入

少、省工、省力、高产的特点。眼下，又

到了早春甘蓝育苗的黄金季节。下面，

介绍一下春甘蓝的育苗技术要点，供大

家参考：

适宜品种

春季露地种植，可选用中甘15、中

甘21号、双环15等早熟性好、丰产性

突出、抗病力强的品种。早春拱棚栽培

可选用耐寒性强、抗病力强、冬性强的

品种如：绿宝王、双环45、精选8398、春

强等。

准备苗床

育苗床土要选择土壤肥沃，上一年

度没有种植过十字花科蔬菜的田园土，

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再配比适量的

氮、磷、钾三元复合肥。播种前对苗床

要进行彻底消毒，可采用40%的五氯

硝基苯与50%的福美双可湿性粉剂等

量，每平方米9-10克混合，播种后以2/3药土

作盖土。播种前用种子重量的0.3%的50%福

美双及65%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拌种。

适时播种

露地甘蓝和冷棚早春甘蓝的适宜播期在

12月下旬-1月上中旬，多采用日光温室育苗或

改良阳畦育苗。一般早熟品种，亩定植密度在

4500株左右，中早熟品种为3500-4000株，亩

用种量为50克左右为宜。播种前，种子一般不

需要进行催芽，可播干籽，育苗畦先要浇足底

水，撒籽要均匀，播种后覆盖过筛的药土保墒并

防苗畦龟裂。

苗床管理

出苗前，温室或阳畦的温度要保持 15-

25℃之间，一般播种5天后就可出齐苗，要注意

及时放风，使温度保持在10-20℃之间，如果苗

子过密，则需要进行间苗，以防止苗子徒长。当

幼苗长到3片真叶时(约2月上中旬)，要进行一

次分苗，将苗子移栽到营养钵中，分苗床的温度

一般掌握在8-20℃，进入3月份在幼苗定植

前，可进行低温“炼苗”，逐渐加大放风量，苗床

最低温度可逐渐降低到5℃左右。

（据《河北农民报》）

有了这个“黑科技”
叶菜可保鲜45天，价格还能上涨30%

金针菇栽培三模式

秸秆做“棉被” 这里小麦冬季不再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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