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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棚前脸保温。

未雨绸缪 蔬菜安全度过雨雪天

冷害一般是指温度尚未达到冰点，

低温引起蔬菜生理失常的表现，一般

表现为叶片下垂、黄化、有水渍症状、

叶脉间凸起、叶枯、花打顶等。另外，

低温冷害也常导致蔬菜畸形花、果和

落花落果的现象发生。蔬菜受害后，

补救措施如下。

慢提温、慢放风。寒潮过后，天气

晴朗，光照强烈，温度升高快，而植株尚

未恢复，过快升温只会加重蔬菜受害，

要循序渐进地增加光照，提升气温，保

证叶片功能逐渐恢复。

棚内温度过高必须放风时，一定注

意放风口不要一次拉得过大，要缓慢地

把温度降下来。以防放风过急，造成更

大危害。

加强肥水管理。植株受冷害后，不

要立即浇水追肥，可在天气转好后3-4

天，追施养根液，配合全水溶性肥料，促

进根系再生。

另外，要注意叶面追肥，改善作

物的营养状况，增加细胞组织液的浓

度，增强植株耐寒抗冻能力，促进恢

复生长。

适度遮阴。植株受冷后，天气晴

好时，若直接让强光照射，极易发生

组织迅速失水，干缩萎蔫现象，情况

严重时，植株便会死亡。因此要对其

进行遮挡，减轻阳光照射强度，避免

升温过快。

植株抗寒性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植株营养的丰缺。无机盐、可溶性

糖、氨基酸、核苷酸等，对植株的抗寒性

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甲壳素可

以诱导蔬菜自身的生理变化，产生提高

蔬菜抗性的物质。海藻酸等喷洒后，可

以诱导花芽分化，提高蔬菜抗逆性。降

雪来临前，菜农可使用全营养叶面肥、

白糖或葡萄糖等养分，搭配海藻酸、甲

壳素等喷洒植株，补充叶片营养，提高

植株的抗寒能力。

一旦雨雪天气持续时间长，光照不

足就成为影响蔬菜产量提高的重要因

素。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往往拉不开

棚，因不能见光，棚内的温度和光照都

得不能保证，时间一长，植株在有机营

养消耗过多而补充不足的情况下，肯定

会日渐“消瘦”，结出的果实商品性也很

差，畸形果很多。因此，即使天气不好，

也要尽可能地拉开棚，擦亮棚膜，并辅

助在棚内悬挂反光膜，安装补光灯，使

蔬菜多见光，多制造有机营养。

雨雪天时，除了想方设法增加棚内

的光照外，还要调整叶果比，给植株减

负。一旦遇到连续阴雪天气，在超过三

天还拉不开棚时，就应考虑为植株疏果

减负。疏果量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

茄子和甜椒的挂果量不宜超过2个，黄

瓜超过20厘米的瓜条只能留1支。对

长势较弱或结果较多的植株，及时采

收，并适量疏花疏果，以减少营养消

耗。为了减少营养消耗，菜农应在雨雪

天到来前将植株底部的老叶、黄叶、病

叶及时打掉。

强降雪与寒潮往往结伴而行，寒潮

低温会使蔬菜受冷害或冻害。因此，在

稳固棚体的前提下，棚室保温工作也要

高度重视。

增加棚墙储热。棚墙是调控棚温

最重要的地方，白天吸热，夜间散热。

如果棚墙过薄，就没有了储热和保温

的作用，棚室内的温度变化剧烈，很容

易使蔬菜受到冻害。对于墙体较薄的

棚室，菜农可以在外侧盖上一层或者

多层附着物，以此来加大墙体对冷空气

的缓冲。

做好前脸和大棚入口处的保温工
作。菜农可以在大棚前脸外侧覆盖旧草

帘或无纺布进行保温，也可在前脸内侧

悬挂一层挡风膜。大棚入口的位置有的

设在前脸处，有的设在山墙后侧，有的则

设在后墙头上。棚口设在前脸处的，菜

农可在门外面加盖防护帘，以减少热量

外散；棚口在山墙后侧的，可在通道两侧

各设置保温被门帘。

设置“棚中棚”。“棚中棚”设置简单，

提温效果明显。具体设置时，菜农可将

薄膜覆盖在吊绳钢丝上，然后在棚前脸、

后墙水渠及东西两侧自然下垂，形成相

对封闭的空间。“棚中棚”会影响光照强

度，因此，晴好天气棚室温度允许时，菜

农最好能拉开“棚中棚”，便于蔬菜接受

更多光照。

多膜覆盖。多膜覆盖时，菜农应根

据需要提前设置小拱，也可设置多层小

拱，也可在一层小拱上覆盖多层薄膜，保

温效果较好。该法适用于育苗厂育苗或

者新定植的幼苗。

辅助增温。菜农多采用燃烧块、固

体酒精等进行辅助增温，可根据棚温条

件确定具体的燃烧时间和次数，以确保

棚温适宜。增温块主要由锯末、助燃剂

等加工而成，点燃后无烟，不会对蔬菜

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安全高效。一般

来说，每亩棚室使用6-8块，即可在短

时间内提高棚温4℃-5℃，可有效减少

冻害的发生。寒流较强时，可以在下半

夜连续点燃两次，即可保证蔬菜安全不

受冻。

大雪来袭，最易受灾的是简易大棚、

拱棚和设计不合理的棚室。大雪来临

前，菜农应及时检查大棚设施。有立柱

大棚，检查立柱是否直立，立柱和竹竿或

钢管的连接是否牢固，如果松动要及时

重新绑扎结实；无立柱大棚，可根据大棚

的宽度，在主架底下每隔三米加一根临

时立柱，以加强棚架承受能力，减少大棚

坍塌风险；对钢管生锈或竹竿老化断裂

的要及时维修或更换，确保大雪到来时

棚面支撑安全；检查棚膜，特别是棚膜与

钢管或竹竿的连接处，因摩擦很容易出

现空洞或缝隙，一经发现棚膜上有这些

破损，应立即粘好、堵好。大棚坍塌多半
是由于前脸处积雪过重造成的，菜农可
在大棚前脸处使用 6 寸的钢管作为临时
撑杆，偏南倾斜支撑着，支撑点在棚面骨
架与立柱交接处，每间使用一根。这样

加固可大大提高大棚前脸处的承载力，

降低大棚被压塌的几率。

拱棚应注意增设辅助立柱。棚内

增设辅助立柱，可将系吊绳的钢丝固

定在辅助立柱上，增加钢丝的承重能

力，以此来保证整个棚架的稳固性。

辅助立柱的安装方法很简单，使用的

辅助立柱要与相应地点的棚膜高度相

等。将辅助立柱顶在拱棚顶部的竹竿

上，下端立在地下，然后用尼龙绳将辅

助立柱捆在相邻的南北向钢丝或设置

二膜的竹竿上，但不能绑紧，以便于不

用时将辅助立柱底端抬起，斜放在安

置二膜的竹竿上，这样即使辅助立柱

设置在操作行内，也可将其抬起，不影

响操作。由于拱棚棚面没有覆盖物，

在抵抗狂风暴雪等灾害方面，其压膜

方式显得尤为重要。隔行固定即使用

压膜竹竿对棚膜进行固定时，每隔一

根主骨架固定一行，然后使用钢丝压

膜。也可以在拱棚顶端间隔的这一行

主骨架上额外附加两根短竹竿进行固

定，利用钢丝伸展差的特点对棚膜进

行较强固定，弥补了隔行固定可能导

致的棚膜起伏情况。

根据往年大雪毁棚的经验，凡全倒
或半倒的大棚，大多是因为未及时清扫
积雪，棚上雪越积越多，棚体承受的压力
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坍塌。而那些及时

清扫积雪的棚户，哪怕是跨度较大的竹

架棚，也大多完好无损。

扫雪时要注意两点：一是扫雪要及
时。如果是中雪或小雪，可在停雪后清

扫积雪，如果是大雪或暴雪，哪怕是深更

半夜，也要及时起床上棚扫雪，做到边下

边清扫，防止积雪过厚压塌温室。二是
注意扫雪方式。扫雪时应该先清扫棚室

的下半部分，然后再从上半部分往下扫，

这样可防止大棚前脸处承受压力过大出

现坍塌。为了便于扫雪，菜农最好在保

温被外面加盖一层浮膜，降雪以后，从棚

室前脸处将浮膜拖下来，浮膜上的雪自

然也就下来了，在防止雨雪的同时还能

够避免保温被被雨雪浸湿。

近期强降雪、寒潮、连阴天等异常天气增多，菜农应从保障大棚安全、加强棚室保
温和提高蔬菜抗逆性等方面着手，应对强降雪天气。

加固棚体及时扫雪 棚室不倒塌

加强保温 应对寒潮低温

蔬菜遇冷害后
这样补救

补营养减负重
提高植株抗寒性

（综合《北方蔬菜报》《长江蔬菜》等）

安装二膜提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