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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化大 蔬菜异常多

在蔬菜生产中，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

响因素。近期，不少棚室中的蔬菜因温度调控

不当出现生长异常。

典型症状一：萎蔫
近几天温度较高，中午棚中的温度能达到

35℃以上，有的棚室中的黄瓜出现中午萎蔫的

问题。这样的黄瓜往往存在根系生长不良的情

况，根系弱，吸水能力差，中午高温时，植株的蒸

腾作用加强，根系吸收的水分不能满足蒸腾所

需，植株就表现出萎蔫症状。

典型症状二：高温灼伤叶片
近日，笔者在采访时发现，小黄瓜植株的生

长点及附近的叶片边缘青干，有的叶片上出现

大面积的白干现象，这是高温强光灼伤了叶

片。温度忽高忽低，小黄瓜叶片的抗逆性差，一

旦遇到高温天气，叶片容易被灼伤。

典型症状三：皴皮
笔者了解到，近期小黄瓜的皴皮现象发

生普遍且严重。小黄瓜瓜皮薄，更容易因气

温的剧烈变化发生皴皮。近几天气温偏高，

瓜条的生长速度相对较快，瓜条表皮尤其幼

嫩，一旦放风过急，棚室温度变化很大，干

湿度变化更是剧烈，造成瓜皮生长速度与瓜

肉生长速度不一，进而在瓜条表面形成了皴

皮。由于发生皴皮，菜农更不敢轻易放风，

棚内温度一度升到 35℃以上，棚内湿度排

不出去，造成瓜条表面结露，在如此高的棚

温下又不得不扒开风口放风，从而加重了皴

皮的发生，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皴皮愈

演愈烈。

典型症状四：徒长
近期，很多蔬菜出现徒长迹象，表现为拔节

长、上部茎秆细、叶片大而黄，开花坐果少。这

主要与夜温偏高有关。近几天，气温快速回升，

但是部分菜农仍然参考前段时间的放棚拉棚时

间，导致保温过度，夜温偏高。

晴天升温别太快 放风要灵活

近期，天气多变，转晴后气温回升很快。有

些菜农会利用晴好天气，让棚内温度迅速升高，

以促进蔬菜快速生长。但是，若短时间内升温

过快，会给蔬菜带来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菜农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通过放风、揭盖

保温被等调节棚室中的温度，避免植株受短时

高温、强光伤害。

春季在晴天放风时，至少要分两次进行，防
止棚内温湿度变化过大。第一次放风应在早晨

拉开棚1小时后进行，敞开3-5厘米左右的风

口放小风，目的是将棚内的湿气排出，同时补充

棚内的二氧化碳，为光合作用的顺利进行补充

原料。第二次放风应在棚温上升到28℃左右

时进行，将放风口开到最大。对于茄果类蔬菜，

随着棚内温度的升高，应逐渐将放风口敞开到

20-30厘米，而对于需要较高生长温度的黄瓜、

丝瓜等蔬菜，将放风口逐渐敞到15-20厘米即

可。这样循序渐进地放风，既能降温排湿，又不

会闪了棵子。

合理降夜温 蔬菜不徒长

导致蔬菜徒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夜

温高，昼夜温差小。这几年新建的温室越来越

高，保温性越来越好。每到三四月份，这些温室

就会出现夜温难以调控的问题。在晴好天气温
度高时，菜农可以通过勤通风，保持棚内白天最
高温和晚上最低温的温差在 15-20℃。另外，

要早拉晚放保温被，如果这样夜温还是降不下

来，可以开着风口盖保温被，这样夜间的散热会

更多一些，有利于降温。

保温措施别早撤 避免低温障碍

3月份，天气转暖是大趋势，但是冷空气活

动依然频繁，一旦出现“倒春寒”，蔬菜依然会遭

受冷害，特别是拱棚蔬菜更容易受害。提醒菜
农，不要着急将棚内的保温膜撤除。若菜农怕
棚温过高，可把棚内的保温膜放置在棚内两侧，
一旦遇到冷空气，棚内温度变低时，再把这些保
温膜用夹子固定在棚上的钢丝上，比盲目地早
撤除要好得多。在降温天气到来前，菜农还可

喷洒甲壳素、葡萄糖等叶面肥，提高植株的抗寒

性，避免发生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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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春 三
月 ，天 气 说
变 就 变 ，前
一天温度逼
近 30℃ ，第
二天可能就
是 大 幅 降
温。忽高忽
低 的 温 度 ，
极其不利于
蔬 菜 的 生
长。菜农一
定要根据天
气 变 化 ，做
好 棚 温 、肥
水 的 调 控 ，
激发蔬菜生
长 活 力 ，别
让蔬菜出现
生长障碍。

随着天气转暖，棚室蔬菜也进入快速生长期，

肥水需求量大。然而，有些菜农仍按照大水大肥

的用肥习惯，这样不但造成伤根，影响养分吸收，

而且易导致土壤盐渍化。在此提醒菜农，春季施

肥做好三个改变，让植株健壮生长不早衰。

化学肥料——
改单一过量为全面适量

当前早春茬蔬菜正处旺盛结果期，为促进膨

果，提高产量，菜农习惯水水冲施大量元素水溶肥。

虽说大量元素氮、磷、钾是蔬菜生长过程中需求量最

多的无机营养元素，但不宜长期过量施用。这是因

为大量元素水溶肥养分含量高，速效性强，而其最常

用的施用方法是随水冲施（滴灌除外），冲施时养分

易流失，肥料用量大或用肥频繁，一来容易造成土壤

盐溶度过高造成伤根，二来也增加成本投入。

中微量元素在植株生长发育过程中具有非常

重要且不可代替的生理功能。在蔬菜的整个生育

期内，有时候植株对某些中微量元素的的需要量

仅次于氮、磷、钾。一般来说，不同的蔬菜对中量

元素的需求量不同，有的多，有的少，例如，在蔬菜

开花坐果期间，植株对钙或硼的需求量有时甚至

会超过某些大量元素，特别是会超过磷元素的吸

收量。但是有些菜农却不重视中微量元素地补

充，或者即使施用了中微量元素肥料，可过量的氮

磷钾却对中微量元素产生了拮抗作用，从而导致

植株出现缺素症。

随着天气转暖，菜农在给蔬菜补充无机养分

时，一是要把握好用量，特别是大量元素水溶肥，
建议根据蔬菜的需肥规律以及肥料的养分含量适

量施用，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大水大肥。二
是养分要全面，除了大量元素，还要重视中微量元
素的补充，尤其是注重钙、镁、硼、锌、铁等元素的

补充，这些元素对促进开花坐果，避免植株黄头黄

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功能型肥料——
改偶尔施用为坚持施用

常见的微生物菌剂、海藻酸、氨基酸、甲壳素、

腐植酸类肥料都属于功能型肥料，它们不但为植

株补充有机养分，提高果实品质，而且还具有活化

土壤、养护根叶等作用。在蔬菜生长期间，菜农都

有施用功能型肥料的习惯，但是很多菜农对功能

型肥料不重视，多是在根系出了问题时，偶尔施用

几次，或者是冲施化学肥料后，隔一段时间用一

次，导致用肥效果差。

以生根剂为例，有的菜农喜欢频繁换肥，例如

这次冲施腐植酸类的，下次又改成含氨基酸类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功能型肥料本身稀释倍数就

大，再加上冲施肥料时养分流失，只冲施一次，蔬菜

吸收的养分能有多少呢？又怎会达到养护根系，刺

激根系生长的作用呢？因此，为保证肥效，同种肥
料最好连续施用、坚持施用，以利于肥效发挥。

用肥方式——
改单一方式为多种方式

春季天气易“变脸”，气温回升后，也常有冷空

气侵袭，且棚内气温与地温差别大，冲肥掌握不好

时间或用量，很容易伤根。此外，遇到连阴雨天不

方便冲肥，或者根系偏弱不宜冲肥时，菜农应采用

灌、喷、冲多种用肥方法相配合的方式，及时为植

株补充营养。

灌即灌根，例如根系受伤时，不宜全棚冲肥，
可用甲壳素类生根剂灌根，养护根系，刺激新根萌
发。喷即叶面喷施，当叶片发黄卷曲时，或遇到不
良天气不能冲肥时，可叶面喷施全营养型叶面肥
或氨基酸叶面肥，提高叶片光合速率，促进养分吸
收和运转。冲即冲施，菜农追肥时最好选择吸收

利用率高、对地温影响小的高品质水溶肥料，并搭

配功能型肥料，这样用肥既保证植株生长期间的

养分所需，又达到养根护根的目的。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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