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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这是黄色圣女果，又叫‘柠檬蜜’，口感

软糯，糖度在12%左右，价格为每斤7元多，比红

色圣女果贵两元钱。今年我没用化肥或农家

肥，用的是多功能植物土壤修复剂。”近日，说起

自家大棚的收成，山东省莘县张鲁回族镇宫庄

村村民张红艳喜笑颜开。

日前，山东省农科院、济南大学及科技企业

的种植专家、教授一行10余人来到莘县，到张鲁

回族镇宫庄村和燕店镇范海村察看“多功能植

物土壤修复剂”和“智慧转光农膜”施用后的植

物生长状况。

张鲁回族镇宫庄村村民刘保库今年50岁，

有两个大棚，主要种植圣女果。经专家推荐指

导，他改用“多功能植物土壤修复剂”和肥料一

起冲施。“我种植大棚已有10多年时间，过去一

直用二铵、钙肥、鸡粪作底肥，土壤出现板结，长

出‘红锈’或青苔。改用多功能植物土壤修复剂

后，土壤变得松软了，秧苗长得非常粗壮，有一

人多高，跟小树一样，病虫害几乎不见了，产量

也提高了两成，今年每亩收入预计能到6万元。”

与刘保库同村的赵国军和妻子张红艳种着

3个大棚，之前种红色圣女果和黄瓜，今年种了

新品种“柠檬蜜”，是一种更受消费者欢迎的黄

色圣女果。“我也用了多功能植物土壤修复剂，

育苗期浇了三次水。你看，根深苗壮，秧子长得

比之前好很多，骨节多、发杈多、挂果多、果度

密，一枝挂果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15个，秧下

没了青苔。‘柠檬蜜’比红果个大，十二三个就有

一斤重，每亩多收入两万多元。”“自从用了这个

修复剂，大棚好种多了。俺的想法是，只要是好

东西，贵一点儿也要用。”从科技人员手中“抢”到一箱修复剂

的张红艳比丈夫说得更实在。

与刘宝库、赵国军专注“地下”的做法不同，燕店镇范海

村种植户范先国把改良的精力放在了“天上”。“我种的是‘羊

角蜜’甜瓜，扣棚时把普通农膜换成了智慧转光农膜。这种

膜保温性好，现在能保持在25℃左右，中午时在30℃左右，

秧苗生长非常快，果实正逐渐成熟。”接着，他又算了一笔账：

“今年这一亩甜瓜，头茬每斤能卖五六元钱，比往年多收入1

万元。” （据新华网）

为进一步提高新区鲜食玉米生产

水平，近日，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在上海市浦多收农产品合作社召开

鲜食玉米机械化移栽现场会。

当天，工作人员向大家展示了鲜食

玉米大田机械化移栽的整个过程。现

场可以看到，经过技术人员多年改良，

合作社的鲜食玉米自动化移栽机已实

现集自动取苗、自动投苗、自动栽植等

功能于一体，能够让鲜食玉米移栽变得

和水稻机插秧一样简单方便。除此之

外，移栽机还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田

间作业比过去更精确、整齐。

据合作社负责人李应超介绍，合作

社多年来都在向着玉米种植全程机械

化的目标努力，目前已实现整地、起垄、

移栽、中耕、施肥等多个环节的“机器换

人”，技术难度最高的采收环节也已取

得关键技术的突破，正在做进一步试

验。目前，在移栽环节，一台移栽机、两

位操作员每天可以移栽20多亩的玉米，

相比人工移栽，效率提高了将近20倍。

在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机械

化移栽具有省工省时省本的优势，是鲜

食玉米产业发展趋势和方向。

（施勰赟）

加密调查监测：在发生区和马铃薯主产区科学

布局监测网点，及时掌握疫情发生、消长动态。5-9

月，在成虫迁飞和成虫、幼虫危害期，实行定期报告

制度，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扑灭。在发生区

选择有代表性的寄主作物田和野生寄主分布区开展

监测调查，运用GPS技术精准定位发生田块，适时开

展统防统治。在传入风险区，做好马铃薯集中种植区、

育种基地、蔬菜交易市场或集散地周边的虫情监测。

铲除新发疫情：对新发突发疫情及时组织开展

应急防治，对染疫中心株及周围10平方米范围的植

株立即喷药处理，并进行人工清除、深埋。有条件

的，在疫点周边设立80千米宽的无马铃薯甲虫寄主

植物的生物隔离带，防止马铃薯甲虫传出扩散。对

疫点土壤深翻（20厘米）、覆膜熏蒸压土，杀死土壤中

的蛹和成虫，防止马铃薯甲虫逃逸。

推进综合防控：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科学开展

疫情防控。一是化学防控。对疫情发生区，抓住越

冬成虫出土盛期、一代和二代幼虫高峰期化学防

治。二是人工捕捉。利用马铃薯甲虫成虫“假死

性”，在春季越冬成虫出土盛期，组织人工捕捉，并摘

除有卵块的叶片。三是生态治理。实行轮作倒茬，清

除天仙子、刺萼龙葵等野生寄主植物，减少发生区

域。在播种期，因地制宜实施地膜覆盖技术，控制越

冬成虫出土。收获后，及时翻耕冬灌，降低越冬基数。

严格检疫检查：加强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严格

监管马铃薯种薯及产品调运。吉林、黑龙江要加大

马铃薯种薯繁育中心检疫检查力度。注意加强从俄

罗斯滨海新区调运物品储存、运输、加工等场所周边

的检疫监测，防止疫情随相关商品传播入境。

（赵欣欣）

“去年年末真是涨‘疯’了，蒲公

英地头收购价翻倍往上涨。”近日，山

东省单县长寿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卢忠帅说。

卢忠帅种植蒲公英已经10年有

余，种植规模约1100亩。他介绍，蒲

公英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消炎

功效，是蒲地蓝、蒲公英颗粒等消炎

药品的主要成分之一。往年，蒲公英

的地头收购价格基本稳定在每公斤

3.5元左右，自去年春季开始，蒲公英

价格呈现上涨趋势，且涨幅不断扩

大。到去年年末，蒲公英价格飙升至

每公斤11元左右。

“在经历了一轮轮的抢购后，目前

蒲公英的价格仍旧坚挺，处于高位。”

近日，在单县黄岗镇朱堤口村的蒲公

英种植基地内，卢忠帅撸起袖子，带着

村民收获今年的头茬蒲公英。

强萌是卢忠帅的老主顾，安徽亳

州人，家中三代皆从事中药材批发行

业。他告诉记者，近一年的时间里，约

七成的常用中药材价格都有不同程度

的上涨，尤其是连翘、板蓝根、金银花

等品种。“像连翘，真是涨得‘一骑绝

尘’，往年每公斤才40元左右，现在一

公斤要240多元。”谈及近一年中药材

的价格涨幅，强萌仍是不敢相信。

中药材价格为什么不断飙升？

强萌表示，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药材涨

价，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从供求关系看，需求量大，供应
量少。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中药

材市场低迷，部分中药材种植户由于

亏损严重，接连退出，以致目前中药

材供应不足。

疫情期间购药量剧增。疫情期

间，连花清瘟胶囊、藿香正气胶囊等

中成药均被列为中医治疗新冠肺炎

医学观察期推荐用药，叠加冬季民众

对季节性常备药品的需求大幅增加，

导致相关中药材品种价格水涨船高。

异常天气影响。近几年，频繁出

现暴雨、低温、干旱等异常天气，导致部

分地区中药材减产，从而引起价格上涨。

此外，2020版新药典从当年12
月30日开始实施，对于中药材中残
留的重金属、农药的检测标准增加了
33项，这无疑淘汰了相当一部分不
合格的中药材原料，促使合格原料价
格上涨。

截至目前，仍有部分中药材存在

供应量不足、野生资源枯竭等问题。

“例如蒲公英，往年这个时候，厂里已

经囤收近1000吨货，但今年连100

吨都没收上来。”对于未来中药材价

格走势，强萌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他预计，接下来部分中药材价格仍会

呈上涨趋势。 （据《农村大众》）

循环利用1：树枝、木片、木粒以及木屑类

材料—栽培香菇、木耳——机制木炭。企业利

用木屑等原始材料生产香菇、木耳等，将其菌

糠按比例加入新木屑、粘合剂、助燃剂等，做出

机制木炭，即可成为酒店、烧烤等行业价格低

廉、节省资源而且是上好的商品木炭，既可免

除了人工木炭的制作及其原料，又为菌糠废料

安排了出路，解决了废料对环境以及土壤、地

下水的污染问题。

循环利用2：木屑、偏硬质秸秆材料——栽

培金针菇、木耳、柳松菇、茶薪菇、猴头菇等木

腐菌——草皮基质、花卉基质。生产木耳的木

屑偏细碎，并多在配料中加入一些软质材料如

玉米芯等，该种菌糠经科学配方、发酵处理后，

即可作为绿地、球场、楼顶草皮基质、绿化草坪

基质以及花卉育苗培育、盆栽花卉的主要基质

材料之一。

循环利用3：麦草、稻草、玉米秸秆等软质

秸秆——栽培草菇、双孢菇、鸡腿菇、大球盖

菇、姬松茸等草腐菌——有机肥、花卉草皮蔬

菜基质。该类食用菌栽培后的菌糠废料，或多

或少的含有部分土壤材料，可将之按用途去向

设计不同的配方，然后进行发酵处理。较之木

质成分高的材料，该类材料的处理相对简单得

多，在合适温度条件下，一般一个月左右即可

完成。

循环利用4：棉籽壳、玉米芯等偏硬质原料

——栽培大部分食用菌品种——有机肥、基

质。菌糠废料应该进行粉碎，然后按用途去向

设计配方，进行发酵处理后，或制成商品有机

肥，也可做散装有机肥，供应周边50千米-100

千米半径内的经济作物生产。该类有机肥施用

仅需3年—5年，就会对土地产生巨大的培肥地

力、疏松土壤、保水保肥作用以及提高土地的抗

旱抗涝能力，自然增产稳产也在情理之中。

循环利用 5：设施化（工厂化）菌糠废料

——用于二次栽培草腐菌和部分木腐菌——

有机肥、花卉草皮蔬菜栽培基质。这是一个延

长生物链的技术，也就是将原始材料进行了二

次再利用，符合持续发展的新理念，也是生物

质利用的新渠道，更是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资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值得大力推广。

（曹德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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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价格为何飙升
供需失衡，新规落地，将进一步加剧市场“洗牌”

市场分 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