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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能高温消毒土壤       
   防治蔬菜土传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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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保护地的发展, 多种土传病害危害

突出,损失日趋严重,已成为限制保护地蔬菜

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尤其在一些老菜区,发

病异常严重, 局部地区已发展到不能再生产

的程度。长期以来, 防治土传病害一直应用

药液喷浇或拌药土沟施、穴施处理土壤,其防

治效果多不理想,且持效时间短, 成本较高。

引用国外蒸气或溴甲烷熏蒸土壤价格昂贵,

不便大面积推广。结合北京郊区实际情况,

笔者在试验应用基础上, 较大面积示范推广

了利用日光能进行土壤高温消毒防治蔬菜土

传病害技术,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

1  消毒处理的方法和效果

在保护地蔬菜春夏之交的空茬时期, 利

用天气晴好、气温较高、阳光充足的时机, 将

保护地内的土壤翻 30~ 40 cm深,破碎土团

后每 667 m
2
均匀撒施 2~ 3 cm 长的碎稻草

和生石灰各 300~ 500 kg, 再耕翻使稻草和石

灰均匀分布于耕作土壤层,并均匀浇水,待土

壤湿透后铺透明塑料膜, 压实四周, 闭棚升

温,然后高温闷棚 10~ 30 d(天) , 可大大减轻

菌核病、枯萎病、软腐病、根结线虫病、红蜘蛛

及多种杂草的危害。

土壤中加入石灰和稻草,可以加速稻草

等基质腐烂发酵,起放热升温作用,同时石灰

的碱性又可以中和基质腐烂发酵产生的有机

酸,保持土壤酸碱平衡。经测试,日光能消毒

土壤时 5~ 25 cm土壤耕作层的温度,最低为

26~ 27 e , 最高可达 39 ~ 50 e , 平均为

35. 6 e ,均未超过病虫草等有害生物的致死

温度。但长时间持续高温, 形成较高的抑制

积温,使耕作层高湿缺氧,终致多种有害生物

死亡腐烂。因此, 应用石灰和稻草进行土壤

高温消毒可杀灭土壤中各种生物,有效防治

各种土传病虫和草害,具有取材容易、经济简

便、无毒无污染等优点。

日光能高温处理后短时期内土壤的酸碱

度略有升高, 但其升高幅度主要取决于石灰

和稻草的相对施用量。只要石灰、稻草等量

增加或施用生石灰的绝对数量低于稻草的绝

对数量,消毒后土壤的酸碱度不会明显升高,

对蔬菜生长均无明显不良影响。

2  影响消毒处理效果的因素

首要因素是天气, 其次是棚膜和地面覆

膜密闭程度,第三是处理前浇水和整地质量。

消毒期间天气晴好, 棚室和地面塑料膜密闭

较好,处理持续时间可相对较短;棚室或地面

薄膜破裂或地面薄膜盖土封闭不好,热量易

散失, 处理效果不好;处理时浇水不足,部分

病菌和杂草处于休眠状态,会降低防治效果;

耕翻太浅, 土团大小不均,稻草太长或稻草、

石灰翻耕混合不均,也会影响处理效果;实际

应用时应充分考虑上述主要因素。由于处理

后土壤内所有微生物都被杀灭, 一旦传入新

的有害微生物,将很快成为优势种群,故处理

后应特别注意防止有害病虫的再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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