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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小麦越冬死苗的现

象逐年加重，影响小麦产量的提

高。笔者根据多年的经验，总结

出小麦越冬死苗的六种原因，农

民朋友可根据小麦越冬死苗的

原因，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减少

损失。

小麦越冬死苗的原因

低温冻害。冬季温度剧烈

升降，天气忽冷忽热，温度变化

幅度大，而且快而频繁，由此导

致麦苗冻结过快，解冻过速。在

这种冻融交替的变化中，麦苗来

不及适应造成生理机能降低，导

致麦苗死亡。

寒冷冻害。冬季气候寒冷，

冻土层很厚，土壤水分冻结，根

系不能从土壤中吸收水分，或吸

水能力很弱，麦苗茎叶仍然蒸腾

失水，导致小麦植株体内水分供

求失去平衡，致使小麦逐渐脱水

死亡。

密播旺苗。播种过早，播种

量大的麦田，冬前分蘖后造成麦

苗拥挤，群体过大，田间通风透

光不良，个体生长细弱，积累的

有机养分少，不能满足小麦越冬

的需要，造成越冬死苗，抗冻性

差的弱冬性品种更为严重。

秸秆还田。实行秸秆还

田的麦田，土壤疏松，冷空气

容易进入，易造成小麦冻害的

发生。

土壤干旱。土壤墒情不足，

小麦越冬期间植株得不到充足

的水分供应，特别是气候多变、

风多和寒流多的年份，麦苗因干

旱缺水而造成麦苗死亡。

冬灌过晚。冬灌过晚，一是

小麦体内含水量高，遇寒流易造

成植株体内结冰而死苗；二是冻

土层地面龟裂，根系被拉断，冷

空气进入土层下部而死苗；三是

土壤下层结冰，浇水后水分不能

下渗，地表结冰，时间一长土壤

缺氧，小麦窒息死亡。

小麦越冬死苗的补救措施

搂去枯叶，增加光合。死苗

的麦田干叶盖地，残留的绿叶也

被干叶覆盖，影响小麦的光合作

用，当春季气温回升，表土融化

后，应抓紧用耙子狠搂麦垄枯

叶，促进心叶生长。

移栽补苗，疏密补稀。对于

越冬死苗造成缺苗断垄的，可在

小麦返青后立即采用疏密补稀

的方法进行移栽。对于分蘖节

呈白色或绿色仍可恢复的麦苗，

不必采用移栽补苗，应以加强管

理为主。

追施氮肥，促苗复壮。小

麦返青后及早追施碳酸氢铵

25-40 千克，或尿素 10-15 千

克的速效氮肥，促进麦苗尽快

复壮。

因地制宜，适时浇水。对于

移栽补苗的

麦田，补苗后

应及时浇水。没有补苗的不必

过早浇水，应根据地温和土壤墒

情灵活掌握。一般掌握在小麦

返青后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5℃

时浇水，水量不宜过大，应小水

轻浇。墒情较好地可适当推迟

浇水时间。

叶面施肥，补充营养。小

麦遭受冻害后，要抓紧喷施1-

2次腐殖酸类叶面肥，补充小麦

体内营养，促进小麦尽快恢复

生长。

中耕划锄，增温保墒。麦

田表土化冻后，及早中耕划

锄，疏松土壤，增温保墒，促进

麦苗早长早发，增加分蘖，提

高成穗率。

（据科普中国）

油菜越冬冻害

油菜越冬冻害是黄淮和

长江中下游冬油菜的主要灾

害。虽然叶片的抗寒力强于

上胚轴，更强于根系，但由于

叶片外露，而根系受土壤保

护，实际上总是叶片先受

冻。长江中下游冬季油菜叶

片受冻后皱缩不平，外部叶

片死亡枯白，但心叶仍完

好。淮河流域冬季油菜70%

叶片越冬冻死，但90%的养

分在冬前已转移到根颈和短

缩茎，对越冬影响不大。华

北则越冬地上部全部枯死，

只要根颈存活早春仍能返

青。但如入冬剧烈降温，抗寒

锻炼不好，或冬季旱冻交加，

各地的弱苗和浅播苗都易受

冻死亡。北方油菜受冻害株

根颈1-1.2厘米处脱水萎蔫

皱缩，软绵发粘，呈萝卜干

状。弱苗根上部外露，根系腐

朽枯死。甘蓝型油菜在-

8.8℃下髓部受冻，茎输导组

织在-11.4℃时受冻致死。

防治措施

1.适时播种，培育壮苗。

华北冬前油菜应有90天生长

期，根颈粗达1-2厘米，大叶

5-6片，叶色深。过早播种，

生长点接近地面易受冻，过

晚播，冬前苗太弱养分积累

少，受冻后难以恢复。

2.北方应选用白菜型耐

寒品种，其特征是叶色浓，匍

伏生长，越冬时根颈深陷地

下，冬性强，较为晚熟。抗寒

性弱的品种一般叶薄，直立

生长，较为早熟。

3.掌握适宜播种深度或

沟栽。

4.日消夜冻之际适时浇

好冻水。

5.冬季盖土压苗，冬后适

时扒开。

6.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

7.使用0.3%的矮壮素拌

种，能使根颈变粗入土深，叶

柄变短。

播后高温高湿易徒长形

成高脚苗，越冬极易受冻。

应控肥排水，将大苗挖出斜

栽，并分次培土。 （王敏娜）

近期，据一些番茄种植

户介绍到，冬季番茄在转色

期的时候出现不红的问题，

因为番茄上色要求适宜的温

度和光照，而冬季显然不能满

足这一条件需求。那么冬季

番茄着色不良要如何解决？

保温增温

温度是

保障番茄良

好上色的基

础 因 素 之

一，根据番

茄的生长习

性可知，番

茄果实着色

期的适宜温

度应保持在

在 24-28℃

之间，这样茄红素才能大量

生成。而当气温低于12℃的

时候，就不能正常着色。

因此在冬季时节，可以

采用覆盖棉被、草毡等来提

升棚内温度，加强保温措施，

以避免番茄因温度不适造成

着色不良。另外，有些菜农

为了促进番茄转色，过度提

高棚温，这个做法也是不正

确的，随着温度的升高也会

影响茄红素的积累，在天气

回暖之后，就不要盲目的提

高棚内温度了。

补充光照

如果采用覆盖棉被、草

毡等保温措施的话，应尽

量早揭晚盖，以延长番茄

的见光时间。棚膜上的灰

尘也要及时擦拭，可以增

加棚内的透光性。当番茄

果实将近成熟时，可摘除

周围和下部的叶片，对于

病叶也要及时摘除，以增

大果实光照，促进果实正

常着色。

补充钾肥和硼肥

单靠补光保温等措施来

促进番茄转色只能说微不足

道，充足的钾元素才有利于

番茄转色。所以，在转色期

间除了提高温度以外，还可

以补充钾肥。

一般可在番茄结果初

期开始随水冲施钾肥，每

亩每次追施8-10千克。除

了钾元素以外，如果缺失

硼肥也会使番茄果实出现

大量的绿背果，应在施基

肥时每亩追施硼肥 0.8-1

千克，或者在第一穗花开

放时喷施硼肥，也能促进

番茄着色均匀。

（王华）

精选

选用适宜型号的圆孔或长

孔筛子进行，清除秸秆、泥沙、瘪

粒和杂质；用簸箕扬清除果皮、

残叶及重量轻的干瘪种子。

晾晒

刚收获的种子，需要选择晴

朗无风的天气进行晾晒，使含水

量达到安全范围以下。种子晾

晒可以采用自然干燥法，把采摘

后的种子放在帘子或席子上摊

开晾晒，每隔一段时间翻动一

次，这样能加快水分蒸发，达到

安全贮藏水分即可。

贮藏

带荚或整枝贮藏，将收获后

的蔬菜种子捆扎成把，挂在阴凉

通风处，用时采摘脱粒；袋装贮

藏法，把收获采摘的蔬菜种子放在牛皮

纸袋或布口袋中，放置在干燥通风处，用

时取出；高吊贮藏法，首先把种子晾至干

透，再用纱布缝成小布袋盛装，吊在通

风、阴凉的屋顶下，不易使种子受潮、变

质；在低温、干燥、真空条件下贮藏，可放

在有防腐涂料的塑料纸口袋中或封闭性

较好的陶制坛罐，可内垫少量生石灰，既

可降低湿度，又能供应种子氧气。

藏前冷冻处理，防止生虫

粮食害虫一般在环境温度4℃-8℃

时停止活动，1℃-4℃时处于冷麻痹（冬

眠）状态，低于-4℃即可能死亡。选择寒

冷干燥的晴天，下午5时左右，把粮食摊

在场地上每隔12小时翻动一次。在夜间

下霜前将粮食堆起盖好，防止返潮。第

二天日出前，趁冷入仓，然后封闭粮仓，

以保持低温。冷冻时间可根据粮温和害

虫死亡情况决定，一般连续冷冻23天后

入仓，杀虫效果较好。也可以在寒冷的

晴天，把仓库的门窗打开，通风换气，同

时翻动粮食表面，或采用机械通风加速

降温。当粮食降至接近外界最低气温

时，扒平粮食表面，密封门窗，保持低温，

冻死害虫或抑制害虫活动。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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