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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留坝县读者王凌鹏问：

黄瓜出现瓜条发黄、大头等现象，如何缓解
答 ：杨凌老科协咨

询专家、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研究员李省印回复
说，这是生理性问题，主

要是瓜条营养不良引起的。近
期生产中出现这种情况与连续

的弱光天气有关。弱光天气时，
黄瓜光合作用差，有机营养合成
不足，植株很容易出现上述现
象。如果此时留瓜多，会加重这
种问题出现。建议通过以下方
面进行缓解：一是根据植株长势

和天气情况合理留瓜。二是叶
面喷施游离氨基酸、鱼蛋白等叶
面肥，为植株提供有机养分。三
是冲肥时注意冲施海藻酸、游离
氨基酸等类型的功能型生根剂，
养护根系，提高根系吸收能力。

河南省郑州市读者祁玉洁问：

怎样防治西葫芦白粉病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

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研 究 员 李 省 印 回 复
说，西葫芦白粉病是一

种真菌性病害，可选的药剂很
多，但不能单一使用一种药
剂，否则会产生抗药性，增加
防治难度。建议交替用药，可

选用苯醚甲环唑、嘧菌酯、戊
唑醇、喹啉铜、多抗霉素等，任
选一种喷雾，5-7 天一次，连
用3次。白粉病在干湿交替的
环境中利于发病，因此，除了
及时用药，平时还应注意调控
好棚室温湿度，避免温湿度起
伏过大。

甘肃省武威市读者张华宇问：

牛磨牙、反刍减少、鼻镜干燥、粪便时干时稀,是什么病
答 ：杨 凌 老 科 协 咨

询专家、杨凌职业技术
学 院 高 级 兽 医 师 史 瑞
仁回复说，分析诊断为

牛前胃弛缓。治疗时，病初让
病牛绝食 1-2 天，以后喂给优
质干草和易消化的饲料，要少

给勤添，多饮清水。再用缓泻
剂、制酵剂增强牛瘤胃的蠕动
功能。对原发性前胃弛缓，用
10% 氯 化 钠 液 300-500 毫 升 、
10%氯化钙液 100-200 毫升和
10% 樟 脑 磺 酸 钠 液 20-40 毫
升，静脉注射效果较好。

病 牛 食 欲 废 绝 时 ，可 静
脉 注 射 25% 葡 萄 糖 液 500-
1000 毫 升 ，每 天 1-2 次 ；继
发 胃 肠 炎 时 ，可 口 服 黄 连 素
4-8 克 ，每 天 3 次 ；发 生 酸 中
毒 时 ，可 静 脉 注 射 5% 碳 酸
氢 钠 液 1-2 升 。

陕西省澄城县读者裴松玉问：

怎样防治樱桃细菌性穿孔病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

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花蕾回复说，可按照
以下方法进行防治。

加强果园管理。增施有机肥，
避免偏施氮肥。注意果园排水。

合理修剪，降低果园湿度，改善通
风透光条件。秋后结合修剪，彻
底清除枯枝、落叶等，集中烧毁。

樱桃要单独建园，不要与桃、
李、杏等核果类果树混栽，应建
在距离桃、李、杏园较远的地方。

谢花后，选择 72%农用链霉
素可湿性粉剂 3000 倍液或 1.5%
噻霉酮水剂 800 倍液或 3%中生
菌 素 可 湿 性 粉 剂 800- 1000 倍
液，每隔 7-10 天喷洒一次，连续
喷2－3次。

山西省运城市读者任雷问：

吡唑萘菌胺类杀菌剂效果如何
答 ：杨凌老科协咨询

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研 究 员 徐 福 利 回 复
说，吡唑萘菌胺类杀菌

剂属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类杀
菌剂，其杀菌活性广谱、持效期

长，兼具预防和治疗作用，以保
护作用为主，对三唑类和甲氧
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产生抗性
的病菌高效，尤其对壳针孢属
真菌防效优异；主要用于谷物、
油菜、果树、蔬菜等作物，有效

防治谷物白粉病、眼斑病，小麦
叶斑病、褐锈病、条锈病，大麦
网斑病、云纹病、锈腐病、叶斑
病和眼斑病等病害，并具有增
产作用；另外可用于防治观赏
植物真菌病害等。

答 ：杨 凌 老 科 协
咨询专家、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研究员徐福利
回复说，可从查看农药

产 品 的 包 装 标 签 标 识 上 识
别。即按照相关的规定，农药
产品包装袋上必须注明产品
名称、有效成分含量、商标、净
重、农药产品标准代号、剂型、
农药使用方法、生产企业及农
药生产许可证、登记证，以及
限 制 使 用 农 药 等 标 签 标 识 。
如农药产品包装标签标识不
完整，可以识别为不合格农药
产品。

四川省广元市读者
王臻问：

如何快速识别
真假农药

陕西省蒲城县读者党阳问：

怎样防治西红柿细菌性髓部坏死
答：杨凌老科协咨询专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
究员李省印回复说，建议
采用以下方法防治病情。

一是控制浇水、勤通风，最大
限度降低棚内湿度。二是叶片喷
施磷酸二氢钾等类型的叶面肥，
促进叶片光合作用，健壮植株，避

免植株徒长。三是选择在晴好天
气时整枝打杈，并及时喷施细菌
性药剂，如春雷霉素、喹啉铜等，
避免伤口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