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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企业种“空中”草莓 一年助农增效1.5亿元

“草莓博士团”专解燃“莓”之急

今年草莓收获季，湖北省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道劳四村

莓农谢志军格外有底气，“我们

的草莓苗是用‘草莓博士团’提

供的脱毒草莓母株培育的，每

一株壮得很，结出来的果子品

质杠杠的！”

谢志军口中的“草莓博士团”

是湖北省农科院草莓研究团队。

这支由5名博士组成的专

家队伍，是湖北省唯一从事草

莓栽培育种研究与技术推广开

发团队。近年来，该团队紧盯

种苗繁育、轻简化栽培、土壤连

作障碍等莓农“急难愁盼”问

题，以科企

合 作 完 善

产业链布局

方式，与湖

北省内 30

多家企业共

建 示 范 基

地，让一批

草 莓 新 品

种、新技术、

新装备、新

模式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每年促

进农户增收、企业增效1.5亿元。

今年 50岁的谢志军种了

20多年草莓，家里有16亩草莓

地。此前，种苗一直是他的心病，

“自己育苗，我们这田块俏，不好

找专门的育苗田；买外面苗子，只

能碰运气，有时颗粒无收。”

设计育苗“母子工厂”
年产脱毒苗150万株

如何让莓农用上放心苗？

“生产草莓脱毒苗有四个

步骤：首先要在组培实验室利

用茎尖脱毒技术培育脱毒原原

种苗，脱毒原原种苗在专用育

苗圃进一步繁殖获得原种苗，

原种苗再繁殖一代即为种苗。

农户和企业拿到脱毒种苗后，

才能作为母株来繁育生产用

苗。对操作要求高、投入大的

主要是前三步，需要专门的实

验室、育苗圃，土地、设备、人员

等一次性投入差不多超过50

万。”湖北省农科院草莓团队负

责人韩永超介绍，考虑到湖北

省育苗企业实际，团队提出一

种科企合作的育苗“母子工厂”

模式：由湖北省农科院投建育

苗“母工厂”、负责培育脱毒草

莓母株，企业投建育苗“子工

厂”，培育生产用苗，通过分工

协作，尽快建立完备的脱毒组

培苗生产体系，实现本地草莓

脱毒苗量产，满足市场需要。

2020年，团队与武汉维农

公司第一次合作，就育成6万株

脱毒母株、30万株脱毒草莓生

产用苗。经对比试验，同样条

件下，利用传统地栽方式种植

的种苗存活率约70%。而双方

合作生产的脱毒苗存活率在

95%以上，果实成熟期较前者提

前一至两周，产量提升10%至

20%，亩产值最高可达6万元。

据了解，目前湖北省内已

有7家企业与湖北省农科院达

成种苗生产合作，去年共生产

150万株脱毒草莓苗供应市场。

空中栽、站着采
“懒人版”种草莓多赚30%

见过建在空中的草莓采摘

园吗？1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武汉禾盛

吉农业公司基地，一座高架大

棚格外引人注意：只见里面的

草莓植株整整齐齐地种在一排

排架子上，一颗颗红艳艳的草

莓果实自然垂落，甚是好看。

工人们正站在架子面前采摘草

莓，十分惬意。

一旁技术人员解释，这是

湖北省农科院指导企业采用的

草莓高架基质栽培新模式，每

亩产值可达8万元，效益比传统

地栽模式高出30%。

在“草莓博士团”指导下，

禾盛吉公司引入一台大型起垄

机械，降低了原先小型起垄机械

的劳动强度。利用泥炭、椰糠、

珍珠岩等栽培基质，为草莓配制

出“营养大餐”。同时，采用冬季

热水循环增温技术措施和一套

二氧化碳自动补充设备，为草莓

大棚自动补充二氧化碳气肥，亩

均可增产30%以上。

韩永超指出，让草莓长在

“空中”，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力，

环境也舒适卫生，非常适合发

展观光采摘。用栽培基质代替

土壤，保水、保肥，病害少。与

此同时，高架草莓的透光和通

风条件远远优于地面，长出的

草莓果实表面的颜色均匀，品

质更好。目前，这项新模式已

在武汉、荆州、潜江、十堰等省

内多地推广1000余亩。

（据《湖北日报》）

早春灌水

果树萌动前，用大水

灌园，可显著降低地温，

延迟发芽、开花，从而避

免早春的倒春寒对幼嫩

组织的冻寒。

主干涂白

每年早春都进行主干

涂白，可使树体温度升降缓

慢，减轻日烧和冻害，延迟

果树萌芽和开花，从而有效

避免早春霜害，同时还可兼

治树干病虫害。

熏烟防霜冻

在果树萌动后要注

意天气预报情况，特别

是夜间，当气温降至果

树受冻临界温度时开始

熏烟，直至气温回升到

受冻临界温度以上时熄

火。一般用烟雾较大、

略潮湿一点的柴草为原

料，如麦秸、残枝落叶，

锯末等，或用防霜烟雾

剂进行熏烟。为提高防

霜冻的效果，可按上风

向多放柴草、下风向少

放柴草的原则，一般每

亩果园堆 4-5 堆，每堆

用料25公斤左右。

霜前灌水

根据经验，低温来临

前3-5天及时灌水，防效

最好。霜前灌水，晚上水

温比土温高，水可使土壤

增加大量的热量，同时灌

水后可使土壤导热率增

大，有利于土壤深层的热

量向上传递，灌水后先不

要划锄。

喷药剂防霜冻

在果树萌动后至开花

前，喷施能够提高果树抗

逆性的药剂，同时配合叶

面喷肥，可有效地预防霜

害的发生。从试验调查情

况来看，花前喷保利丰、保

得、植病灵 83 增抗剂、

PBD等，均能取得较好的

效果。

（江南）

彻底清园。多年生的

葡萄枝蔓上，每年都有一

层死皮翘起，应在早春扒

掉，集中深埋或烧掉。如

芽未萌动，喷3-5波美度石

硫合剂；如芽已萌动，则浓

度应低些。喷时要细致周

到，对防治前期的黑痘病、

毛毡病具有良好的效果。

破眠促萌。为了提早

上市，使萌芽整齐，可采用

化学药剂涂芽打破休眠。

常用的破眠剂有石灰氮、

单氰胺等，一般多采用单

氰胺。单氰胺用10-20倍

液，石灰氮用7-10倍澄清

液。涂芽在发芽前20-30

天进行。除药剂点芽打破

休眠之外，还有刻芽促萌、

主干环剥等措施。

出土上架。日平均气

温稳定在10℃以上时，要

及时将葡萄防寒土撤除，

当葡萄出土以后，要在上

架之前进行甩条，此时不

需要急着把葡萄上架，把

枝条平放在地上，减少枝

条的顶端优势，增加萌芽

率。甩条过后可以把葡萄

枝蔓进行上架，要注意沿

去年的长势和倾斜度，把

葡萄枝蔓绑在架上，动作

要轻，防止折断损伤老蔓，

特别要注意保护好芽体，

不能将其碰落在地。

施催芽肥。芽眼已经

出现膨大变化时，可追施

催芽肥。每亩施入平衡型

复合肥15公斤，10公斤左

右硼肥，施肥方法可采用

根基周围挖大约深20厘

米、宽30厘米的一条施肥

沟，把肥料和土壤混合均

匀以后埋到沟里，可配合

海精灵生物刺激剂共同施

用，起到培肥地力、改善土

壤环境、刺激根系生长等

多重作用。

灌壮芽水。发芽前结

合施肥灌水，施肥完成后

及时灌溉，或上年冬天雨雪

多，土壤相对湿度60%以

上的园子可不浇或少浇。

抹芽、定梢、摘心、绑
蔓。如果一条结果母枝上

存在多个芽萌发，那么可

以让主蔓每隔约20厘米

留一个芽，每个结果母枝

大约留3条新梢，剩下的

都在基部抹去。葡萄新梢

开花前在花穗以上留5片

叶摘心，无花的梢留8片

叶摘心。当新梢长到约

30-40厘米时，就要把它

们绑在葡萄架上了，在布局

时要保持合理间距，尽量布

满架面，充分透光通风。

病虫害防治。葡萄萌

发3-5叶时开始防病，每

隔7-10天喷药1次，尤其

是雨后更要加强喷药保

护，并注意中耕除草。此

期主要病害有葡萄黑痘

病、灰霉病、霜霉病等；虫

害有蓟马、绿盲蝽等。有

效药剂有：霜脲·噁唑菌

酮、嘧菌酯、烯酰吗啉、腈

菌唑、多菌灵、吡虫啉、啶

虫脒、氯氰菊酯、阿维菌素

等。 （王艳）

春季是猕猴桃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近

日，陕西省农村科技开发中心高级农艺师王西

锐提出以下春季猕猴桃管理方法。

施肥。春季是抽梢量最大的季节，枝条的

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到当年的产量，因此，必须

施足肥料。幼树每株施尿素约0.1-0.3斤，成龄

树要施全年施肥量的2/3，约 0.8-1.5 斤，分 3

次，雨天撒施。同时，施好春肥，特别是去年冬

天基肥没有施足的果园，春肥一定要施足，用量

一般是每株2-2.5公斤复合肥。

补剪。由于去年冬季的雨雪天气影响，部

分果农仓促修剪猕猴桃树，出现留枝条过多，病

虫害枝条修剪不够彻底等现象。因此，要抓紧

在伤流前完成这一管理环节，并及时把枝条清

理出果园。现在低海拔地区整枝修剪已偏迟了

一些，修剪时会出现伤流，这时要使用愈伤防腐

膜封闭伤口防止伤流，用护树将军800液树体消

毒，护树将军强大的穿刺力可以冲散果树体内凝

结物，畅通营养物质良性疏导，愈合疏导管裂伤，

防治猕猴桃伤流。高海拔地区猕猴桃修剪没有

到位的，修剪时结果母枝量要留得合理一点。

病虫害防治。及时刮除树干及枝蔓上的虫

卵和病斑，造成的伤口要及时用愈伤防腐膜，保

护伤口愈合组织生长，防腐烂病菌侵染，防土、雨水污

染、防伤口干裂，以减少今后病虫害的发生。

整形绑枝。绑枝也是春季猕猴桃树管理中的一项

重要工作。绑枝要求主次分明，首先要选择长势良好

的枝条做主枝；其次，蔓枝要均匀分布，有利于枝条的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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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葡萄管理重点都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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