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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甜瓜体系专家到西华虞城兰考

把脉西甜瓜产业发展夏季容易因为强降雨引起洪

涝灾害，灾后由于土壤养分的流

失与根系吸收能力的降低，玉米

等作物往往出现脱肥现象。对已

经受灾但仍可恢复的玉米，可通

过叶面施肥，快速补充急需的营

养元素促进玉米生长，力争重灾

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

多增产，千方百计夺取玉米好收

成。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专家提出玉米叶面肥选择与施

用预案：

一一、、严把标准严把标准，，确保肥效确保肥效
选用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要

求的水溶性肥料，保证肥效，切实

提高玉米产量。

（一）磷酸二氢钾。符合化工

行业标准HG/T2321-2016（肥料

级磷酸二氢钾）农业用指标要求。

（二）尿素。符合国家标准

GB2440-2017农业用指标要求。

（三）大量元素水溶肥料。符

合农业行业标准 NY1107-2020

技术指标要求。

（四）含腐殖酸水溶肥料。符

合农业行业标准 NY1106-2010

技术指标要求。

（五）含氨基酸水溶肥料。符

合农业行业标准 NY1429-2010

技术指标要求。

（六）微量元素水溶肥料。符

合农业行业标准 NY1428-2010

技术指标要求。

（七）有机水溶肥料。含有有

机质、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水溶

肥料液体产品；产品技术指标应达

到登记要求。

二二、、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正确应用正确应用
叶面喷肥要选择适宜的肥料

品种，把握正确的喷施时间、浓度

和方法，提高肥效。

（一）品种选择。中高肥力田

块，以喷施磷酸二氢钾为主；低肥

力、缺肥或土壤养分流失严重的田

块，针对性选用大量元素、微量元

素水溶肥料，快速补充营养。玉米

生长受阻田块，优先选用含氨基

酸、含腐殖酸、有机水溶肥料，促进

玉米生长发育。

（二）喷施时间。晴天喷肥，应

在上午 9时前或下午 4时后，尤以

下午4时至 5时效果最好。喷后4

小时内若遇雨，须重喷。

（三）喷施浓度。肥液浓度过

高，常常会造成肥害，一般气温较

高时，在玉米适宜的浓度范围内，

应坚持就低原则。农业农村部登

记的各类水溶性肥料，其喷施浓度

以使用说明为准；常规肥料喷施浓

度，一般尿素为 0.5%~2.0%、磷酸

二氢钾为0.2%~0.5%。

（四）喷施方法。喷施量，以叶

片滴水为度。喷施方式，全面、均

匀喷施，尤其注意喷施玉米叶片背

面和生长旺盛的上部叶片，以增强

吸收能力与吸收速度。对脱肥重

的田块或喷肥期出现高温高热并

伴有强风天气时，可酌情增加喷肥

次数，即每隔 5~7天喷施一次，总

喷施次数一般为2~3次。

（五）添加助剂。除农业农村

部登记的通用名为水溶性肥料外，

常规肥料可加入适量增效剂或湿

润剂（如中性皂液、质量较好的洗

涤剂）等，以增加肥液的附着性能，

降低溶液的表面张力，提高叶面喷

肥的效果。

（六）综合防治。根据玉米生

长需求或病虫发生及预防情况，可

综合选用叶面用肥品种与农药；混

配原则以品种特性与使用说明中

的注意事项为准。

由于河南省今年大豆播种期

间旱涝不均，暴雨灾害发生频繁，

干旱地区播种较晚，雨涝地区播种

后遭遇暴雨出苗差，补种2~3次的

农户都有，造成大豆幼苗长势差别

较大。

6月 15日之前播种出苗较好

的地块，目前已进入分枝期和花芽

分化期，即将进入初花期。—进入

大豆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时

期，大豆需要营养增加，根量大豆

最高峰，根瘤固氮能力迅速增加，

根系从土壤中需要吸收更多营养，

才能满足大豆生长发育需要。前

期由于暴雨多，土壤板结严重，根

系会因土壤中氧气缺乏而降低固

氮能力。此时田间管理措施：一是

需要中耕，疏松土壤，增强根系通

气性，提高根系活力，增加花芽分

化，促使多开花。二是土壤肥力差

的田块，需要增施肥料，有条件的

结合中耕，每亩尿素 4~5kg 或硝

酸 铵 5~7.5kg、过 磷 酸 钙 7.5~

10kg 或磷酸铵 5~7.5kg，或喷施

叶面肥。三是前期生长旺盛的田

块，初花期及时用多效唑，每亩

40~50g15%多效唑可湿粉剂兑水

50kg喷施。注意控旺药剂的使用

量和喷雾的准确时间，提高药效，

避免药害，控制营养生长，促进生

殖生长，避免倒伏。

6月下旬雨后播种的田块，大豆

出苗较好，目前正在幼苗期，是大豆

丰产管理的关键时期。田间管理主

要措施：一是间苗，剔除疙瘩苗，留

苗密度 1.5万~1.8万株/亩，较 6月

上中旬播种的密度稍大；缺苗断垄

30cm以上的进行移栽补苗，确保苗

匀、苗壮。二是肥力较差的地块，在

子叶发黄不能为植株提供营养时进

行施肥，每亩追施尿素2.5~5kg即

可。三是打除草剂消灭杂草，由于

播种晚杂草已经长出，与豆苗竞争

土壤养分、水分、光热资源，所以要

及时除草，确保幼苗有良好的生长

环境，为后期产量打下良好基础。

四是待大豆分枝期进行中耕，以利

于根系生长，搭好丰产的架子。

7月 6~7日，河南省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大宗水果体系草莓育种

栽培岗位专家周厚成一行，冒着酷

暑，走进信阳浉河区、罗山、新县等

地开展草莓产业调研指导，推动草

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特色

产业振兴。

7月 6日，专家们首先来到信阳

浉河区十三里桥乡黄湾村、学堂岗

村、强湾村等草莓生产基地，指导土

壤消毒技术。草莓罢园后种植玉

米，并在消毒前将玉米植株打碎旋

耕，撒施棉垄土壤消毒剂后覆盖双

膜升温，对土壤进行彻底消毒，草莓

苗定植前揭膜通风透气并起垄整

地。这一土壤消毒技术流程和模式

推广应用后对病害有很好的防控效

果。

7月 7日，专家们来到罗山县草

莓育苗基地。该基地培育有 60 余

亩草莓苗，主要品种为红颜、香野、

天仙醉、妙七等，整体长势很好，但

少部分田块个别品种死苗严重。经

过专家们现场切苗诊断查出了病

因，主要是细菌性茎腐病和炭疽病

所致。

查明病因后，专家们当场为其

开出“药方”。一是多种药剂混配使

用，并交替用药，降低抗性发生；喷

施时逐渐加大喷药液量，让子苗全

方位着药，后期用药可以将药液淋

入土壤，形成药膜层。二是根据子

苗新叶抽生状况，选用药剂防治时

加入戊唑醇等唑类抑制生长的药

剂，控制子苗高度，促进其长粗壮。

三是对于已经长满苗床的，到达繁

育数量的子苗在控旺同时，要摘除

老叶，防止徒长，增加通风透光，使

子苗健壮，减少病害发生。

随后，专家一行又赶往新县泗

店乡罗成寨现代农业园区。专家们

仔细查看了园区配套设施，全面了

解草莓育苗的过程和做法，并进行

了详细指导。在实地勘察中，专家

们对园区草莓高架育苗存在的设施

配套不到位，造成子苗缺水干枯、发

苗量少的问题给予指导。对避雨地

栽育苗存在的整体繁育多数铺满苗

床、个别田块炭疽病死苗、土壤消毒

不到位的问题，建议园区设定好繁

苗量，及时药剂防治，控制旺长，促

进子苗健壮。

为落实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推荐建设农业科技引领优势产业试

点县要求，7月7日至8日，河南省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西甜瓜体系首

席专家徐志红、甜瓜岗位专家常高

正、洛阳试验站站长段爱菊及团队

其他成员一行 8人，到西华县、虞城

县、兰考县开展西甜瓜产地调研和

现场指导培训工作。

体系专家分别对西华县娲丰蔬

菜种植科普基地、河南农鼎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及西华县俊旗农业种

植家庭农场进行了调研，发现生产

基地在新品种引进、品牌运营、工厂

化育苗等方面有强烈的技术需求。

现场考察结束后，体系专家与县农

业农村局领导进行了座谈。

体系成员在虞城县调研了永旺

种植农场，该农场有 400亩的规模，

辐射周边 1000 多亩大棚。专家考

察发现，虽然该合作社目前经济效

益可观，但由于连续耕作，复种指数

过高，土壤已出现次生盐渍化现象，

影响到产量和果实商品性，以后存

在很大的隐患。体系专家通过把脉

问诊，提出了土壤改良、品种优化、

病虫害防控等多项改善措施，以保

证合作社健康可持续运营。

体系专家考察了兰考县王善人

庄、何二庄村、贺村等生产基地。当

地老百姓有较高的果品质量意识，

再加上当地政府强有力的扶持和推

动，兰考县甜瓜从无到有快速发展，

2021年种植面积已达 5万亩，创立

了“兰考蜜瓜”这一公共品牌。考

察中专家们发现当地种植品种多，

缺乏主栽品种，没有形成拳头产

品；土壤盐渍化程度高、连作障碍

等栽培技术问题比较突出，这将是

体系今后开展工作的方向。如何

做大做强“兰考蜜瓜”这一自主品

牌，进一步提高兰考甜瓜在全国市

场的影响力，是当地亟须解决的一

个难题。

7月 12日，河南省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大宗蔬菜体系露地蔬菜

岗位专家梁芳芳、郑州综合试验站

站长周建华及其团队成员等一行，

先后到开封市万隆乡、通许县孙营

乡等胡萝卜主要生产基地进行调研

并指导胡萝卜定量精播编绳、备播

工作。

梁芳芳、周建华一行先后到开

封市祥符区成恩农作物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开封市祥符区源惠种植

家庭农场察看胡萝卜种子编绳情

况，对正在开展编绳备播工作的技

术员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对胡萝卜

备播前的土地整理、抢种造墒等工

作给予安排指导，对 2022年秋播胡

萝卜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工作进

行安排落实。

胡萝卜定量精播编绳技术是胡

萝卜全程机械化技术的首要环节，

胡萝卜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是河

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十四

五期间重点推广的一项技术，该技

术通过农机农艺的深度融合，全程

机械化作业，可以节省种子 60%以

上 ，节 水 50% 以 上 ，节 约 用 工

70%，达到省种、省工、节水、增产

增效、增品质的目的，胡萝卜的商

品率由原来的 60%提高到 90%以

上。

7月 8日，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肉牛体系首席专家闫祥

洲、推广副首席专家刘贤一行赶赴

泌阳县，与省肉牛体系驻马店综合

试验站站长李静一起在当地展开了

技术指导，并就肉牛养殖“25512”模

式进行了重点调研。

泌阳县肉牛养殖基础好、产业

链全、发展模式突出。体系专家一

致认为，“25512”模式规模适宜、便

于管理、投资相对较少、效益明显，

符合肉牛产业绿色高效发展理念，

可作为乡村振兴产业模式在中原农

区进行推广。

中 原 农 区 适 度 规 模 养 殖

“25512”模式为：夫妇2人，5亩养殖

用地，50头牛，投资 100万元，年利

润 20万元。该模式以家庭为单元，

不雇用外来劳动力，能够把养牛作

为一项事业而不是副业，集中精力

专心致志。有三个优点：一是可以

利用闲置的土地资源，二是可以利

用当地丰富的秸秆资源，三是可以

有效消纳粪污资源。该模式的特点

是：“一高、一低、一稳定”。一高即

犊牛成活率高，犊牛成活率都在

95%以上，个别场户甚至达到了

100%；一低即牛群发病率低；一稳

定即养殖人员稳定、收入稳定及养

殖稳定，对扩大规模有强烈的愿望

并愿意继续长期从事肉牛养殖。

驻马店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

刘心灵、驻马店市畜牧技术推广站站

长李军平、泌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

广礼、泌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任节栓成、泌阳县夏南牛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祁兴磊和肉牛体系

相关专家等陪同调研。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大宗蔬菜体系专家赴开封

推广胡萝卜机械化种植技术

肉牛体系专家在泌阳县

调研肉牛养殖“25512”模式

大宗水果体系专家赴信阳

调研指导草莓生产

送技术到基层灾后玉米叶面施肥预案

大豆田分类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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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供稿

葡萄园该如何应对洪涝灾害葡萄园该如何应对洪涝灾害？？

均为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供稿

高温雨季肉牛饲养管理要点高温雨季肉牛饲养管理要点
时至盛夏，温度增高，雨水增加，

高温高湿环境容易给肉牛生产带来

诸多不利影响。湿热环境下，肉牛容

易产生热应激反应，当环境温度升到

30℃以上时，肉牛的采食量急剧下

降，当环境温度达到40℃时，肉牛的

采食量仅为适温时采食量的20%~

40%。肉牛热应激反应主要表现为

呼吸加快、体温升高、食欲不振、生产

性能下降等。因此，加强饲养管理，

做好防暑降温很有必要。

一一、、降低温度降低温度
一是加强通风。在牛舍内安装

风扇，增加空气流通，加快牛体散

热。二是安装喷淋设施，冷水雾化后

喷淋到牛体表面，达到降温的目的。

每天喷淋的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会导

致圈舍内湿度过大，粪污水分难以蒸

发，滋生微生物，影响牛只健康。

二二、、增加饮水增加饮水
肉牛可以通过增加饮水量来

降低体温，因此要给肉牛提供充足

且清凉的饮水。定期检查牛场饮

水设施，保证设施的正常使用，保

持水槽的清洁卫生。可在饮水中

添加 0.1%的人工盐或电解多维，

有助于调节肉牛体内电解质平衡，

减少热应激发生。

三三、、加强营养加强营养
高温条件下，肉牛食欲下降，

采食量减少，而且肉牛通过增加新

陈代谢散发体内热量，能量消耗

大，为保证肉牛的生长发育，应当

增加日粮中的营养成分，提高蛋白

质和能量的摄入。尽可能增加青

绿多汁饲料的饲喂，以减少热量的

消耗。由于排汗量增加，应适量补

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四四、、控制时间控制时间
一是控制饲喂时间。应选择

早晨或傍晚饲喂，避免在一天中

最炎热的时段饲喂，可以把 60%~

70%的日粮在晚上 8 点到第二天

上午 8点期间饲喂。可以增加每

天的饲喂次数，从饲喂 3次改为 4

次，夜间可进行一次补饲。二是

控制配种时间。高温条件下，母

牛繁殖性能下降。应当合理安排

生产，避开最炎热的月份进行配

种和分娩。

五五、、预防疾病预防疾病
夏季容易滋生蚊蝇，传播疾

病。可用气雾杀虫剂定期喷洒，杀

灭蚊蝇。及时清理粪便，保持牛舍

及运动场清洁干燥，勤消毒，杀灭

病原微生物及虫卵，减少肢体病、

皮肤病等疾病发生。

每年盛夏是暴雨多发的季节，

频繁的雨水，会导致许多葡萄园遭

受不同程度的涝害，损失惨重。葡

萄从业者应该高度重视洪涝灾害

带来的危害，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补

救措施。

雨前预防雨前预防，，提前应对提前应对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连续阴

雨或暴雨天气来临之前，及时做好

排水防涝等应对措施。如修整沟

渠、疏通排水沟，确保果园雨后尽

快排水。如在葡萄行间铺设防水

塑料布，防止雨水大量渗入土壤，

起到一定保护作用。提前准备排

污泵，雨后及时排水。临近成熟葡

萄，暴雨前根据情况分批采摘，提

前销售，减少经济损失。

开沟排水开沟排水，，中耕松土中耕松土
受涝园区要尽快清理疏通排

水沟渠，排干渍水，必要时使用水

泵等排出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清

除地面淤泥，雨过天晴后，及时中

耕松土，增加土壤通透性，防止根

系缺氧，烂根死根。受灾较重的果

园，将树盘周围的土壤扒开晾晒、

散墒，但也要防止葡萄根系长时间

暴露在外。

揭除地膜揭除地膜，，土壤消毒土壤消毒
水淹后的果园土壤板结，会造

成根系缺氧。淹水且铺有地膜、防

草布的葡萄园应尽快揭开（但用于

防裂果使用的沟膜不去），以增加

土壤的透气性；如果根系已霉变发

黑、半月内未能成熟的品种，用

70%甲基硫菌灵 600 倍液或 15%

恶霉灵（土菌消）水剂 500倍液浇

施进行消毒，酸性较重可用生石灰

撒施，每亩50公斤左右。

养根护根养根护根，，促发新根促发新根
涝害会使葡萄根系受到损伤，

吸肥能力减弱，等土壤湿度降低后

可使用低浓度、促进生根的有机类

肥料促生新根，恢复树势。如对水

淹后的土壤浇施或滴灌一次海藻

肥、腐殖酸、氨基酸等有机类肥料，

促进根系恢复和生长。使用松土

养根套餐“易申松+果不胜收+苗

根旺”组合，起到快速促进土壤团

粒结构形成，增加土壤透气性，快

速生根养根壮根的作用。

合理疏果合理疏果，，减负保树减负保树
水淹后的葡萄园容易出现大

量落果的现象，要根据品种、树龄、

砧木和受淹时间，适当剪掉果穗以

减轻负载量。摘除残枝病叶，剪去

尚未转色成熟的结果枝或过细、过

粗扁的徒长枝，对副梢、主梢进行

合理摘心，减少养分消耗和水分蒸

发，确保树体成活。

叶面追肥叶面追肥，，促进复壮促进复壮
涝害之后不宜土壤施肥，可及

时叶面追肥2~3次，以促进养分吸

收，增强抗病，促进树体复壮。如

使用 0.2%的磷酸二氢钾、氨基酸

肥、海藻肥、碧护等进行混配喷施。

杀菌消毒杀菌消毒，，防治病虫防治病虫
遭暴雨袭击后，葡萄霜霉病、

炭疽病、白腐病、酸腐病、灰霉病、

溃疡病等病害易暴发，大量出现气

灼、裂果等生理病，因此灾后的病

虫害防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对正在成熟销售的葡萄品种，

可用多抗霉素、苦参碱等生物农药

或植物源农药防治灰霉病、白腐

病、霜霉病。用黄色粘板诱杀叶

蝉、红蜘蛛等病虫害，蓝色粘板诱

杀蓟马和醋蝇，糖醋液诱杀夜蛾、

金龟子等。

对尚未成熟的中晚熟品种可

用化学农药防治，且喷药要均匀周

到，确保防治效果。霜霉病一定要

及时防治，用精甲霜灵、烯酰吗啉、

霜脲氰、霜霉威或银法利等防治；

灰霉病用啶酰菌胺、抑霉唑、腐霉

利等，炭疽病、白腐病和房枯病等

可用咪鲜胺、腈菌唑、苯醚甲环唑、

丙环唑、氟喹唑、戊唑醇等防治。

红蜘蛛、茶黄螨等螨类可用联苯肼

酯、阿维哒螨灵等除螨剂，天蛾用

联苯菊酯、辛硫磷等防治。

由于暴雨后持续高温，以及葡

萄根系受损，会造成果实气灼病大

暴发，可通过加强园区通风，吹散

湿热空气，保持果园生草来减轻危

害。出现裂果的园区，要及时去

袋，摘除裂果和病果，并对果穗进

行喷药处理，防治病菌继续浸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