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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上喷，地下灌 除草剂对作物的药害多表现

为抑制作物生长，使其营养缺乏。解除除草剂对作物

的抑制可使用促进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人工合成的

外源激素与作物没有亲和性，用量不好掌握，用量过

大会加重药害；生长调节剂中的内源激素与作物有亲

和性，即便使用过量，作物吸收后能自身调节，对作物

安全，但效果较慢。
一种既安全又速效的方法，就是在用喷灌机械喷

水淋洗后，及时采用地上喷施和地下灌根双管齐下，

一般可使看似失去生长点的蔬菜 10 d（天）左右恢复

生长。解除药害最佳药方：药方一，地上用恩益碧 13

mL 对水 100 kg，全株喷雾，每 5 d（天）喷 1 次，共 1

次；同时，地下用恩益碧 13 mL 对水 100 kg，每株灌根

0.2 kg。药方二，地上每 667 m2 用 0.13 %碧护 1 g+ 益

微 20 g 对水 15 kg 对植株喷雾；同时，地下用恩益碧

13 mL 对水 100 kg，每株灌根 0.2 kg。
以上方法对解除阿特拉津、乙草胺、百草枯等同

类除草剂在茄果类蔬菜上的药害，效果较好。

霜霉病是棚室黄瓜上普遍发生的一种真菌性病

害。在黄瓜霜霉病的防治实践中，笔者摸索出一套运

用农业防治，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使黄瓜霜霉

病得到有效控制的措施。从 2000 年开始，笔者负责辽

宁省义县安全控害示范区的技术指导工作，积极推广

了以农业防治为主、药剂防治为辅的综合防治方法，

成功地防治了黄瓜霜霉病。与示范区外温室黄瓜比

较，在整个生育期内，可减少用药 20 次左右，每 667

m2 节省用药及人工费用 560 元。多年来的生产实践

证明，充分利用棚室环境的可控性，合理利用农业防

治技术，对防治黄瓜霜霉病有明显的效果。
1 选用抗病品种，培育壮苗

选用抗病品种是黄瓜霜霉病农业防治的基础，经

济、有效。可选择如津优 3 号、中农 5 号、中农 7 号、津
杂 2 号、津杂 4 号、津春 2 号、津春 3 号等品种。最好

用云南黑籽南瓜南砧 1 号作砧木，优良的抗病品种作

接穗，嫁接育苗。
2 严格控制棚内昼夜温、湿度

黄瓜生长发育与霜霉病发生对环境条件要求不

同，利用放风来调节棚内温、湿度，使其利于黄瓜生长

发育而不利于病原菌繁殖，从而达到防病的目的。晴

天早晨温度允许的情况下，拉开草苫放风排湿 30 min

（分），然后紧闭棚室，使棚温迅速提高到 28 ℃以上。
超过 30 ℃时开始放小风，上午将温度控制在 28～32

℃，下午如果棚温继续上升，可加大放风量，将温度降

到 20～25 ℃、相对湿度降到 70 %以下，有利于黄瓜

进行光合作用，不利于霜霉病的发生。入夜后，前半夜

将温度控制在 18～20 ℃，后半夜将温度控制在 12～
15 ℃。在确保夜间温度适宜的前提下，傍晚可适当放

风，一般当夜间棚温达到 10 ℃以上，放风 1～2 h（小

时）；达到 13 ℃时，可整夜放风。棚室内前半夜温度较

高，但湿度较低；后半夜虽然相对湿度较高，但温度较

低，均不利于病害的发生。
3 膜下暗灌，注意排湿

根据天气、土壤墒情和苗情适时浇水。阴雨天、午
后和夜间不浇水，以免增加棚室内湿度。浇水应选择

在晴天上午进行，最好采用膜下浇暗水的方法。据试

验，采用大垄双行定植，垄上覆膜，膜下浇水，既节约

用水，又有利于提高地温、降低棚内湿度，可控制黄瓜

霜霉病的发生。浇水后，马上关闭棚室，将温度提高到

32 ℃，维持 1 h（小时）左右，然后降温排湿，当棚温低

于 25 ℃时，再闭棚升温至 32 ℃，持续 1 h（小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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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风，可有效降低棚内湿度，利于控制病害。
4 放顶风，推迟或不放腰风

霜霉病病菌大多平行传入棚内。据沈阳农业大学

测定，放风口直径 10 cm 时，在腰风口（棚前中部放风

口）捕捉病菌 72 个，在顶、底脚风口（棚上部放风口、
棚前下部放风口）捕捉病菌 2 个。菜农反映的“一放腰

风，霜霉病就流行”，就是这个道理。在安全控害示范

区内，在温室棚顶开放风口，加大放顶风，推迟或不放

腰风、底脚风，每个放风口外接一个棚膜做成的小烟

囱，可加快放风速度，相比示范区外放腰风的棚室可

延迟霜霉病暴发时间约 1 个月。
5 用无滴膜，挂反光幕

增施有机肥，并将氮、磷、钾肥按合理配方施用，

培育壮苗、壮株，以提高植株抗病力。棚室应选用无滴

膜，透光性好，可避免棚膜结露，提高棚内温度，降

低棚内湿度。也可在温室后墙上张挂反光幕，增 强

室 内 光 照 ，提高室内温度。及时整枝，吊蔓，摘除

病叶及植株底部枯、黄、老叶等，可减轻病害的发

生程度。
6 高温闷棚

霜霉病病菌分生孢子在 30 ℃以上时活动缓慢，

42 ℃以上时停止活动，逐渐死亡，可利用高温抑制和

杀灭病菌。具体方法：当霜霉病发展到半架以上时，选

择晴天中午进行。为防止黄瓜受害，可在闷棚前一天

浇 1 次透水，并将温度计悬挂在与生长点平行的位

置，在前、中、后各挂一支。将底部老叶提前摘除。中午

闷棚开始，封闭所有通风口，使棚内温度上升到 40 ℃
后，再缓慢上升至 45 ℃，保持 2 h（小时）。此期间温

度不低于 42 ℃，也不能超过 47 ℃，温度低于 42 ℃
防治效果不好，高于 47 ℃可致黄瓜生长点灼伤。然后

由小到大逐步放风，降温至 28～30 ℃，进入正常管

理。闷棚对黄瓜植株营养消耗较大，因此闷棚后要及

时灌水、追肥，加强管理。一般 10 d（天）后可再闷 1 次

棚，病情在 15～20 d（天）内不会有大的发展，就可有

效地控制霜霉病的发生。
7 喷施氮糖液

黄瓜进入生长中后期，长势明显减弱，植株体内

汁液中的氮糖含量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植株最易发生

霜霉病，此时可叶面喷施氮糖液，以补充营养。氮糖液

可用白糖、尿素、水按 1∶0.4∶100 的比例配制，每隔

5 d（天）喷 1 次，连喷 5 次，尿素用量不可过多，以免

发生肥害。
经过多年的推广、示范，当地农民对应用农业防

治措施防治黄瓜霜霉病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套防治措

施已广泛应用到棚室生产上，全县 2 133 hm2 温室黄

瓜每年可节省用药成本 1 800 万元。由于减少了农药

使用次数和使用量，减少了农药残留，从而使棚室黄

瓜生产达到无公害生产的标准。

免费 蔬菜病害诊断、防治咨询

为了响应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发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公益型研究所

的作用，结合本课题组承担的相关科研项目，特向全国蔬菜、花卉、瓜果、食用菌主产区免费提供病害诊断、防治技术服务。

主诊专家：李宝聚，男，植物病理学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免费咨询方式：由于受人力限制，2008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仅接受送样与寄样病害诊断与防治指导工作，原则上不接受

电话咨询诊断工作。对于邮寄的样品，诊断结果电话给予回复。对于地区性严重发生的病害，根据咨询专家的工作安排，可以现

场诊断，指导防治。

寄、送样方式：可将发病部位制成半干样品用“特快专递”寄至本课题组。具体方式：茎、叶部发病可将病茎、叶置于强日照

下暴晒，任其失水半天左右；也可将其放在热锅盖上烘烤，使其快速失去水分，半干后夹于旧报纸中寄出。果实发病可将病果直

接包裹于多层报纸中寄出。花和小苗等幼嫩多汁的标本，可夹在多层报纸或卫生纸中压制寄出。寄样品时请标明详细的采集时

间、地点、蔬菜种类及品种。如方便亦可将病样直接送至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菜病综防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菜病综防组 邮编：100081

电话：010-89119659 联系人：石延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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