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当前，我省大棚春茬黄瓜已
经进入收获期，然而有个别农户
的大棚里出现大批化瓜，严重影
响了产量和收益。

化瓜是指小黄瓜长不成商
品瓜而化掉。在大棚黄瓜生产
中，少量化瓜是植株自我调节的
正常现象，但出现大批化瓜就属
异常了。

瓜农应分析具体原因，采取
相应的措施加以克服，以免来年
再次遭受损失。

种植密度过大。种植密度过大、

行距过小（如等行距种植，行距小于

0.9米、大小行平均行距不足0.9米或

小行距小于0.7米）、主副行栽培时副

行拔除不及时、采用人字架架蔓等，都

会造成行间遮阴、光照不足。光合产

物少，植株易徒长、小瓜长期不长，因

而发生大量化瓜。

气温骤然下降。连阴寡照、低温、

骤然降温和夜温过高，都可能使黄瓜

生长发育失调、营养状况恶化、呼吸消

耗多而光合积累少，从而引起化瓜。

进入春季后，遇倒春寒骤然降温，也会

引起大量化瓜。由于前期温度回升

快，一些温室把草帘撤下，当强寒流袭

来后无法进行保护，致使这些温室的

黄瓜结瓜停止，并出现大量化瓜。

土壤过干或过湿。土壤干旱缺水

或灌水过大，使黄瓜根系吸收功能受

阻，不仅会出现化瓜，而且还会出现弯

曲瓜、大肚瓜等畸形瓜。塑料日光温

室内土壤缺水往往不易察觉，由于棚

膜滴水常使地表潮湿，但此时地下部

分有时会严重缺水。如果只看地表的

潮湿，而忽视了土壤深层缺水干旱，往

往会使黄瓜长期处于干旱状态，化瓜

就不可避免。灌水过大虽然可能出现

浇水次数过于频繁，但就大多数情况

而言，通常是在把垄作改为畦作、在平

畦内浇水而造成的。

遭受严重药害。喷用不适宜农

药、喷药浓度过高、受到有害气体毒害

时，轻度危害可能使叶片正常的生理

活动被破坏，而药害严重时就会使叶

片受到伤害，特别是使一部分功能叶

凋萎干枯，以及病虫危害造成的功能

叶干枯等。黄瓜植株所制造的养分无

法满足结瓜需要时，化瓜就不可避免。

水肥管理不当。追用速效氮肥过

早、水肥和温度管理不当等，会引起黄

瓜茎叶徒长，也会造成雌花减少，化瓜

严重。切莫求早心切，盲目地提前追

肥浇水，造成秧苗徒长，坐瓜少。

大瓜坠秧影响。植株生长瘦弱时，

如大瓜不能及时采摘，正在生长的瓜胎不

能及时得到充足的养分和水分而化掉。

雌花数目过多。黄瓜育苗时，特

别是春季提早育苗时，环境条件特别有

利于雌花的分化，如果再多次地使用乙

烯利、增瓜灵等来促进雌花分化，就会

造成雌花过多，几乎表现为接近雌性系

的品种，会有大量的雌花瓜胎化掉。

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

用现代科技赋能中药材产业发展

信息速览 NEWS

●4月20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

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农

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强调，由于

我国化肥产能和储备充足，今年春耕化

肥总体上仍然供大于需，市场供应有保

障。随着企业开工率提升，化肥商业储

备投放，尿素、二铵价格比前期已经有所

回落，后期化肥价格将以稳为主。下一

步，农业农村部将畅通物流运输和末端

配送，适时开展化肥储备调控，继续加大

农资打假力度，多措并举做好化肥保供

稳价工作，服务春耕生产大局。

●日前，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小麦

赤霉病防控现场会，安排部署防控行

动。会议要求，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全力

保障小麦生产安全。据了解，除中央财

政安排10亿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外，安

徽、江苏、河南、山东、河北、湖北6省地

方财政已筹措防控资金15.9亿元，已实

施防控面积近3000万亩次。

●近期，尿素国内农需减弱，尿素企

业开工率虽小幅减少，但仍维持高位，市

场供给将保持充足，短期内国内尿素价

格将稳中有降。磷肥方面，一铵市场需

求偏弱，夏季用肥推进缓慢，原料采购量

不多；二铵市场需求减弱，加之储备肥投

放市场，市场供应增多，下游经销商降价

销售。钾肥企业开工正常，春耕钾肥需

求放缓，但国际市场价格坚挺，短期内氯

化钾价格仍将保持坚挺。复合肥价格较

高，成本对价格支撑强劲，预计后期复合

肥价格将维持稳定。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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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梨园开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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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从郑州市农委获悉，郑州

市将启动为期3年的农业种质资源普

查，范围覆盖7个区县（市）的农作物、所

有行政村的畜禽、所有养殖场（户）主要

水产养殖种类等。

据悉，本次普查以区县（市）为单位

开展面上普查，市里对重点地区、重点资

源进行系统调查，完成资源收集鉴定和

入库保存，编制郑州市农业种质资源状

况报告。2021年全部完成面上普查，征

集古老、珍稀农作物地方品种和珍稀、濒

危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140份

以上；2022年基本完成重点调查；2023

年做好资源入库、数据上传。

郑州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这次普查摸清郑州市农作物、畜禽和水

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数量、分布、主要

性状等家底，发掘并鉴定一批新资源，保

护好珍贵、稀有、濒危、特有资源，实现应

收尽收、应保尽保。 （厅报）

□本报记者刘彤通讯员黄海英

中药材产业能否高质量发展，一头关

系着国人健康，一头关系着农民增收。近

日，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

前往三门峡市陕州区、渑池县、卢氏县等

地，调研中药材生产情况并进行关键技术

培训，用科技赋能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提升中药材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为农民增

收注入新动能。

“深山出好药。”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河南省中医药大学药学

院院长陈随清教授介绍，“五山四岭一分

川”的三门峡，昼夜温差较大、空气湿度较

高，非常适宜中药材生长，是进行中药材

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的理想

地方。

在三门峡山野间，不起眼的一朵小

花、一株小草，都有可能是中药材。如今，

当地身背竹篓、携带刀铲，攀悬崖、涉深水

的职业采药人不多见了。随着国民健康

需要、市场需求提升，取而代之的是，或驯

化野生中药材或引进优良中药材进行栽

培的“药农”。

“过去，由于关键技术缺乏、种植热情

不高等因素，当地中药材产值和‘药农’收

益偏低。”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创新团队成员、河南省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兰金旭博士介绍，“以当地广泛分

布的连翘为例，以前大多处于野生状态，

常量不稳定，大小年现象突出。”

针对这一情况，河南省中药材产业技

术体系专家团队在三门峡示范推广连翘

仿野生栽培、高产修剪等技术。同时提醒

“药农”，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已于

2020年12月30日正式实施，其中关于青

翘质量标准的规定更加严格，一定要注意

市场变化，严格质量把控，提升市场竞争

力，避免遭受经济损失。

在卢氏县五味子生产基地，基地负责

人任保成从东北地区引进的数十万株北

五味子，已经进入开花末期，藤条上偶见

串串青果。

“北五味子药食兼用，到了成熟期来

购买的人络绎不绝，鲜果可以卖到15元

一斤，干果40多元一斤。”任保成认为，专

家推荐的种植模式特别好，病虫害少不用

打药，只施用适量有机肥，药材的品质和

产量也更有保障。

成本降低、质量提升、收益增加，依靠

创新思路和先进种植模式，任保成取得了

成功，同时也带动了100余户山区农民增

收。

“下一步，要建起加工车间和贮藏仓

库，避免因天气原因造成损失；根据市场

情况，控制基地规模，适度合理发展；在采

收、加工等环节，引入新型机械提高自动

化程度……”陈随清教授和兰金旭博士根

据基地实际情况，向任保成提出了更进一

步的建议。

中药材产业提升、“药农”收入增加，

离不开科技支撑引领。“部分农民药材种

不好、卖不上价的原因，在于市场信息、科

技信息不对称。”陈随清教授表示，“河南

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将发挥支撑引领

作用，在企业、农民、专家间架起一座桥

梁，依托现代科技打造高品质道地药材，

加快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的步伐。”

选择适宜品种。不同季节、不同

栽培方式应选用不同的品种。

改善光照条件。采用透光率高的

无滴防老化薄膜，尽量延长光照时间，

并注意清洁膜面以利透光，晚上用日

光灯等光源进行人工补光。

合理施肥浇水。在根瓜（离主蔓

最近的瓜）坐住之前，不要浇速效氮

肥。缓苗后若植株生长正常，不再浇

水进行蹲苗，根瓜长至手指粗时再浇

水和叶面喷肥，并及时通风排湿。

及时调整植株。保留根瓜节以上

的带雌花的侧枝，并在其雌花以上留1~

2片叶摘心，其他侧枝和卷须要及时除

去。对生长旺盛植株，绑蔓时应加大弯曲

度，使养分更多地输送到瓜条生长枝上。

还应及时通风，保证二氧化碳的浓度。

加强病虫害防治。优先选用生物

防治和物理防治手段，采取有效措施，

合理、科学用药。即喷药浓度要适宜，

喷布要均匀，尽量不要喷在花朵上，以

免影响授粉而化瓜。

适时采收。黄瓜的根瓜生长期较

长，应及时采收，以免坠秧，对不正常

瓜，如“大肚瓜”“尖嘴瓜”应尽早摘除，

以免影响正常瓜的生长。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园艺所蔬菜设施与栽培研究室研究员史宣杰

黄瓜化瓜怎么办 找准原因好防治

“梨树在花期受到轻微霜冻，应该先

改造树形，剪去多余的枝条，再进行疏

果。”“施肥时，要注意氮磷钾配比合理，

同时增施有机肥。”……日前，在三门峡

市陕州区，省农科院专家针对当地梨树

生长情况提出指导意见。

在菜园乡田家庄村和红旗村，专家

对梨果腐烂病和根腐病的防治进行指导，

并提出通过树形改造和加强肥水管理，提

高老果园的果品品质，增加果农收入。

专家们表示，将进一步扩大示范面

积，持续向梨园提供技术支持，促进三门

峡市梨产业健康发展，提高梨果品质和

增加产量，帮助果农实现增收。（厅报）

安阳市殷都区

农技服务到田间
近日，安阳市殷都区农业农村局植

保站工作人员来到洪河屯乡申家洞村，

走进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并向农户

发放宣传页，“这上面有小麦病虫害防治

知识，介绍得很详细，如果有不懂的可以

给我打电话。”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殷都

区农业农村局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线上

通过直播和微信的方式进行科技培训，宣

传病虫害防治知识和绿色防控技术；线下

通过发放资料、举办农民夜校等方式加强

实地农技指导。此外，农技人员还同步跟

进服务，全面做好化肥、农药的用量、配比

技术讲解工作，确保农户在种植过程中实

现农药和化肥的减量增效。

截至目前，殷都区农业农村局今年

已举办农民夜校 1期，发放技术资料

2000余份，进行线上农技指导5次，线下

实地指导仍在持续中。 （厅报）

郑州市

摸清种质资源家底

三农课堂

史宣杰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耕作栽培岗位专家，省园艺学
会理事，省农学会蔬菜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瓜菜》编委，河南省庆发种业有限公司和郑州市九如
万家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技术专家组组长。

主要从事瓜菜工厂化育苗技术、微生物土壤修复技术等的研发、示范及推广工作。获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1项，制定河南省地方标准3项，在国内外重要刊物
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图书6本。主持及承担科研类与示范推广类项目4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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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地整地。选择地势平坦、排

灌方便、地层深厚、土壤肥沃的地

块。深翻土地，施入底肥，浇透

水，喷施新高脂膜驱避地下病虫，

隔离病毒感染，保肥保墒。

拌种播种。选用优良抗病型

品种，用新高脂膜拌种，加强韭菜

种子呼吸强度，提高发芽率。拌种

后放入苗床内保温催芽，将已发芽

的种子混入2~3倍的沙子撒在沟

畦内，上覆细土，播种后覆盖薄膜或

稻草，70%幼苗出土时撤除床面覆

盖物。

移栽定植。苗期一般为 120

天，幼苗长有7~9片叶、株高18~

20厘米时适宜定植。幼苗移栽后，

喷施新高脂膜，可有效防止地上水

分蒸发。

水肥管理。生长期适时浇水，保

持地表湿润，结合浇水进行中耕除草、

合理施肥，定植前一般不收割，以促

进壮苗养根。

养根壮苗。在韭菜成长期喷

施壮茎灵，可使植物根茎粗壮、叶

片肥厚、叶色鲜嫩。同时可提升抗

灾害能力，减少农药化肥用量，降

低残留。

（据农业之友网）

晒姜。适播期前20天，从窖内

取出姜种，用清水洗去姜块上的泥

土，平铺在草席或干净的地上晾晒

1~2天，傍晚时收进室内，以防夜间

受冻。晒姜可以提高姜块温度，促

进内部养分分解，从而加快发芽速

度，防止姜块腐烂。

选种。选择饱满、色亮、无腐

烂、未受冻、质地硬、无病虫危害的

姜块作种，注意剔除瘦弱干瘪、肉质

变褐的病残姜块。

催芽。通常在阳畦或温室内

催芽。准备好催芽床，床底平铺

10厘米厚麦秸。将姜种一块挨一

块、芽眼向上摆在麦秸上，再铺一

层15厘米厚的潮麦秸，上面用塑

料薄膜盖严，晚上再加盖草苫。

催芽期间，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

左右，然后逐渐升高到28摄氏度，

最高不能超过30摄氏度，湿度应

保持在75%~80%。七八天后，当

姜芽萌动膨大时开始放风，逐渐

降温到20摄氏度，在变温情况下

催出的幼芽十分健壮。

分块。姜芽出齐后，先选整块，

然后选芽掰块。500克重的整块

姜，掰成10~12块，每块留1~2个

壮芽。在北方地区，一般在谷雨后、

立夏前，地温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

时即可栽植。

（据科普中国网）

生姜播前咋准备

主要原因

防治措施

韭菜高产靠管理B

C

A

4月26日，内黄县马上乡赵信村产业扶贫就业点，种植能手吕学伟正在智能大棚里采

摘博洋甜瓜。去年，吕学伟种植24亩大棚西红柿、甜瓜、西瓜，收入135万元。今年，他又

种植大棚西红柿、甜瓜、礼品西瓜24亩，如今博洋甜瓜喜获丰收。 翟书生摄

时下正是果树坐果的关键期，为了

让果农掌握疏果技术，提高优质水果坐果

率，确保林果产业丰产增收，连日来，淅川

县林业局先后邀请省、市、县林果专家，

深入九重、马蹬、老城、大石桥等乡镇的林

果基地，为种植户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在培训现场，林果专家根据种植户

实际情况，就果树种植技术、修剪嫁接、

病虫害防治等内容进行讲解，并现场解

答果农提出的问题。

近年来，淅川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扶持发展软籽石榴、核桃、大樱桃、杏、李

等优质林果20多万亩。淅川县林业局

积极构建了技术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

务、营销服务等四大林果服务网络，助推

当地林果产业健康发展。 （寇建宗）

淅川县

科技支撑强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