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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远

　　每到冬季和早春 ,菜农往往受到蔬菜冷害的困扰。特别

是一些缺乏经验的菜农 ,因对这类生理病害缺乏认识 ,往往

不知道如何预防而遭受损失。蔬菜的冷害一般是指温度尚

未达到冰点时 ,低温引起蔬菜生理失常的表现。各种蔬菜低

温的适应能力不同。一般来说多数叶菜类对低温的耐受力

较强 ,如十字花科、菊科、伞形科蔬菜 ,在接近 0 ℃时还可以

成活 ;而瓜类及茄果类蔬菜的耐寒性就比较差 ,如黄瓜、甜椒

在接近 0 ℃时就会枯死。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叶菜类还是果

菜类 ,在环境远未达到 0 ℃的低温时 ,虽然不会枯死 ,但是长

时间在低温寡照的情况下 ,或在较高的温度下骤然遇到低

温 ,生理机能即可出现失常 ,营养体或果实表现各种异常状

态 ,这就是通常说的冷害。常见的冷害按症状来分有 :叶斑、

黄化、萎蔫、花打顶、畸形花果、早花或早抽薹及落花落果等

7类。现将识别与预防的方法分述如下。

1　冷害的识别

1. 1　叶斑 　叶片上出现大小不一的枯死斑。病斑往往从

叶尖或远离叶脉的部分开始 ,颜色发浅 ,或仅叶肉部分变白。

露地蔬菜出现这类症状 ,有些是遇到寒流 ,由低温杀伤了细

胞而引起 ;但是更多的这种症状 ,并不一定与 0 ℃以下的空

气入侵有关 ,而是由于环境中的温度骤然变化引起的 ;例如

当温室温度很高时突然放风 ,会导致叶片或部分叶肉受害 ,

不少菜农称其为“闪着了 ”(图 1)。此外 ,保护地持续低温引

起的冷害有时会出现叶枯 ,表现为叶片边缘枯死 ,这种症状

的出现往往是受害的晚期 ,遭受冷害的组织未能恢复所致。

1. 2　黄化 　植株生长缓慢 ,叶片的颜色普遍变浅、变黄。

这种冷害往往是由于植株遭受持续低温、寡照 ,光合作用变

弱 ,整体缺乏营养所致。因其症状与缺氮有些相似 ,常被误

认为缺肥。

1. 3　萎蔫 　骤然低温及缓慢低温均可以引起萎蔫。骤然

低温引起的萎蔫多是发生在棚温较高时突然浇了冷水后 ,这

是由于高温时植株蒸腾量较大 ,浇入冷水使植株的根系活力

下降 ,根部水分吸收受阻造成的。受害严重的植株会因水分

严重失衡而死亡。缓慢低温所引起的萎蔫往往发生在连续

阴天的时候 ,这时气温并不一定降到 0 ℃以下 ,但是由于长

时间的低温、寡照 ,根系吸收功能受阻。这种冷害往往使植

株先变黄 ,持续时间长了植株自上而下逐渐发生萎蔫 (图

2)。

1. 4　花打顶 　这种症状在黄瓜等瓜类蔬菜上最为常见 ,

即植株的生长点聚集大量雌花或小瓜 ,植株停止生长 (图

3)。花打顶的出现是由于低温促使了花芽过度分化 ,雌花数

量增加 ,而植株缺乏足够的养分供其生长 ,蔓不能伸长 ,造成

雌花聚集在植株的顶端。

1. 5　畸形花、果 　这种症状在番茄上最易出现 ,开始表

现为花的萼片数增多 ,正常的植株萼片数多为 6个 ,而畸形

花萼片多为 7～10个 ,结出的果实与正常果不同 ,除了果实

颜色变浅、变小以外 ,果实开裂或成为多头果 ,似聚集在一起

的小果 (图 4)。

有人会问畸形果出现时 ,往往看不到与低温的直接联

系。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研究表明 ,畸形果在花芽分化

期就开始形成了。例如番茄的第 1穗果花芽分化是从番茄

苗处于两片真叶以后开始 ,如果此时遇到长时间 10 ℃以下

的温度 ,形成的子房就会分裂成多个 ,以后长出的果实就成

了多头的。这种冷害发生在苗期 ,表现在果实的生长期。往

往看不到与低温的直接关系。

有时生长素使用不当 ,也会形成畸形果 ,不过形成的畸

形果仅在脐部出现一个突起 ,俗称“奶头状果 ”。因此将畸

形果都列为生长素使用不当是不准确的。

1. 6　早花或早抽薹 　这类症状多发生在十字花科蔬菜

上 ,遇到低温时这类蔬菜过早地结束营养生长阶段 ,而开始

转入生殖生长阶段 ,因过早地现蕾开花而得不到合格的产

品。例如青花菜和花椰菜 ,如果遇到连续的低温 ,植株在叶

片较少时就长出花蕾 ,由于叶片的营养面积过小 ,所以花球

长不大 ,失去了商品价值 (图 5、6)。又如甘蓝 ,正常的植株

会在采收期形成合格的叶球 ,而遇到冷害的植株 ,叶球未形

成时就开始形成花茎 ,抽薹开花 ,失去商品价值 (图 7)。

不同的品种对低温的敏感性是不同的。一般冬性强的品

种对低温不太敏感 ,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正常生长。人们一

般是根据品种的这一特点来安排适宜的播期。但是 ,由于不

同年份的气候差异较大 ,在遇到倒春寒时 ,往往容易发生早花

和早抽薹 ,给菜农带来损失。有的菜农把早花或早抽薹都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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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种子质量问题 ,是不合适的 ,应当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

1. 7　落花、落果 　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持续低温

引起了整个植株营养缺乏 ,使已授粉的花或已膨大的果不能

再发育 ,产生离层进而脱落 (图 8)。

此外 ,冷害还可以引起播种期的烂种 ,幼苗抗病力下降 ,

进而诱发出多种病害 (如 :猝倒病、灰霉病等 ) ,不一一列举。

2　冷害的预防和解救
预防冷害应贯彻在整个栽培过程中 ,主要的措施有以下

几个方面。

2. 1　改进设施的保暖状况 ,提高棚室的温度 　这项

工作应从建温室时就做好。根据各地区的纬度选择适合的

温室高度及棚膜与地面的角度 ,尽可能优化日光温室的光热

效应。温室的覆盖物要确保有效 ,不可凑合。必要时向阳面

的底角夜间增盖一层草帘或安装热风炉以提高棚室内夜间

的温度。此外还要经常清扫温室棚膜表面 ,增加透光率。

2. 2　掌握品种对温度的敏感性 ,根据中长期的天气

预报 ,选择合适的播期和定植期 　要认真阅读品种种

植条件的说明 ,对冬性不熟悉的品种最好通过试验后再大面

积种植。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 ,选择合适的播期和定植期 ,

在遇到特殊的天气时 ,尽可能采取防寒措施 ,保护蔬菜不遭

到冷害。

2. 3　育苗时采用变温管理 ,加强抗寒能力的锻炼 　
在果菜类的苗期应根据幼苗的发育要求实行变温管理 ,培育

壮苗。一般在播种后要提高温度 ,出苗后要将温度降下来 ,

避免徒长 ;在分苗后再次升温 ,促进新根的生长 ;定植前再降

温炼苗 ,以提高植株的抗寒性。在培育番茄苗时 ,当植株处

于花芽分化时 (一般为两片真叶后 ) ,适当提高夜间的温度 ,

使夜温尽可能保持在 15 ℃左右 ,预防畸形果的发生。

2. 4　做好蔬菜生长期的温度、水分及养分管理 　要

控制好棚室的温度 ,晴天时要避免棚室温度过高 ,特别是当

棚室温度过高时 ,放风要缓 ,避免室温骤然大起大落。在阴

天时要适当缩短揭草帘子的时间 ,减少出入温室的次数 ,尽

可能保持棚温。要避免在棚温很高时用冷水漫灌处于旺盛

生长时期的植株。连续阴天引起植株黄化时 ,可采用喷施

0. 5 % ～1. 0 %蔗糖 + 0. 1 % ～0. 3 % 磷酸二氢钾混合液补

充营养。连续阴天引起植株打蔫时 ,一般不可浇水 ,如果天

气开始好转 ,土壤干旱 ,必须浇水时 ,用水壶点温水 ,千万不

能用冷水漫灌。久阴骤晴时要避免植株在阳光下曝晒 ,可采

用回苫 (或间隔放苫 ,用保温被的也可回半苫 )的方法避开

突然的高温。当黄瓜出现了花打顶时 ,可以适当疏掉一些幼

瓜 ,以利枝蔓伸长。另外 ,喷施高效叶面肥 ,加强蔬菜长势 ,

也有利于增加作物的抗寒能力。

2. 5　低温出现前放烟或浇夜水 　这项工作适用于露

地栽培的蔬菜。当天气预报将出现低温天气时 ,及时进行放

烟 ,可利用其在逆温层下的漂移、覆盖 ,防止地面温度的大量

辐射 ,以增高地温。还可利用浇夜水的方法 ,提高蔬菜田小

气候的温度 ,这项措施一般在后半夜进行 ,浇时要控制水量 ,

以免影响地温。

·科技简讯 ·

“可控环境无公害蔬菜全季节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通过鉴定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主持 ,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参与完成的

国家“863”项目“可控环境无公害蔬菜全季节优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 ”成果于 2006年 1月 18日通过农业部鉴定。鉴定专家

一致认为 ,该项目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研究筛选出适宜不同设施栽培的番茄、甜椒、黄瓜、甜瓜品种 30个 ,总结出 4种蔬菜全季节栽培的温、光、肥、水、CO2

量化管理指标及相应的栽培技术规程。日光温室番茄平均每年每 667 m2产量 20. 6 t, 甜椒平均每年每 667 m2产量 12. 0 t, 黄

瓜越冬茬每 667 m2产量 14. 8 t,实现了设施蔬菜优质高产和均衡供应。提出了病虫害分阶段重点防控与诱抗技术 ,研究创建

了蔬菜有机土壤栽培模式 ,提出了农产废弃物的快速腐熟和有机土配制方法 ,开发出改善根际环境的有机土壤、有机基质栽

培技术 ,改善了根际环境 ,克服了早衰现象 ,成本低 ,效果好 ,易于推广。完善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机基质无土栽培系统 ,解决

了我国长期以来无商品化无土栽培成型有机基质的难题。项目研究建立了番茄等 4种蔬菜全季节栽培温、光、湿环境与生长

关系数据库 ,研究开发了番茄、黄瓜生长发育与积温的关系模型和温室番茄、黄瓜、甜瓜栽培管理专家系统 ,为可控环境蔬菜

栽培管理提供了计算机辅助决策支持平台。

集成组装的 4种蔬菜无公害优质高效栽培技术规程已成熟应用于我国华北、东北、西北及东南沿海温室大棚设施蔬菜栽

培 ,技术规程指标具体 ,便于操作 ,技术应用范围广 ,安全性高。采用此技术进行生产的温室蔬菜单产比普通栽培提高

50 % ～77 % ,产值增加 60 %以上 ,产品可达国家绿色食品标准 ,产投比由 1 ∶1. 2提高到 1 ∶2. 9以上。项目实施期间 ,在全

国建立生产示范基地 35个 ,累计技术推广面积逾 13. 3万 hm2 ,新增产值 32. 1亿元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 ,具有良好的推

广应用前景 ,为我国设施蔬菜全季节高效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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