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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管家 棚师傅

拱棚蔬菜管理以壮棵为主

由于受今春恶劣天气的影响，拱棚蔬菜大都
从小就长势弱、不健壮。以至于直到现在，也没有
形成壮棵。显然，长期这样下去是拿不出高产量
的。因此，当前拱棚蔬菜管理还应以壮棵为主线，
以确保最终高产稳产。

1、少留果。
留果多少应根据植株长势情况而定，植株长

势强则多留，弱则少留。然而，记者在下乡时却发
现，菜农对于怎样留果，留几个果已形成了一种
固定的模式，不论棵子大小强弱，以前留几个仍
留几个，这显然是不行的。蔬菜棵子本来就弱，若
留果过多，必将影响蔬菜的精品果率。甚至还会
因此出现畸形果和空心果，瓜类蔬菜则出现化瓜
和花打顶现象。因此，针对当前拱棚蔬菜“身子”
较弱的现状，应适当少留果，以促进植株加快营
养生长，尽快形成壮果，为以后的高产打下基础。

2、重养根。
蔬菜棵子弱，根系必然差。因此，要想让棵子

健壮起来，养根是一项重要的措施。现在天气已
转暖，菜农可以用优质的腐熟鸡粪配合生物菌肥
随水冲施，养根效果较好。也可采用优质全水溶
冲施肥，每亩每次10—15公斤，养根效果也很不
错。比较好的产品还有傻根、963养根素等，菜农
朋友可放心选用。

3、注意防病虫。
因为今年拱棚蔬菜从小就“体弱多病”，因

此，对当前拱棚蔬菜的病害预防工作，菜农朋友
要高度重视。平时要细心观察，早防疫情。可用百
清菌、甲基托布津等广谱性杀菌剂提前喷洒预
防，以防患于未然。从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当前
茄果类蔬菜主要发生的病害是叶霉病，瓜类蔬菜
主要发生的病害是霜霉病、蔓枯病和细菌性病
害。希望菜农在防治时要做到心中有数，有得放
矢。另外，防虫工作也不可忽视，拱棚蔬菜当前常
发生的虫害是白粉虱、蓟马和红蜘蛛，防治方法
一是在棚口设好防虫网，二是及时用蚜虱无忧、
蓟马速溶等产品防治。

拱棚撤膜应分次进行

为增强拱棚蔬菜的保温效果，近年来菜农大都采用
了多膜覆盖，这为拱棚蔬菜生长前期低温阶段的正常生
长提供了保证。可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棚内的气温越
来越高，这些薄膜须一一撤去。可对于撤膜的时机，菜农
掌握得大都不是很好，在什么温度下该撤掉拱棚内的小
拱棚，什么温度下该撤二膜或三膜，不少菜农还摸不清
头绪。很多人仅凭主观意识，认为棚内的温度很高了就
武断地进行撤膜，结果常因为撤膜时间不合适，致使蔬
菜遭受高温危害或低温冻伤。那么，多膜覆盖的拱棚应
如何撤膜才合理呢？记者认为，须掌握以下原则：

要想弄明白蔬菜应该什么时候撤膜，首先应弄清楚
蔬菜各个生长期所需要的温度条件。以拱棚西瓜为例：
西瓜定植后的缓苗期最适宜的温度白天为30℃—32℃，
夜间为16℃—18℃；缓苗后白天的适温为26℃—30℃，
夜间为15℃—16℃；开花坐果期白天为25℃—30℃，夜
间为 14℃—15℃；膨瓜期白天为 30℃—32℃，夜间为
15℃—16℃。知道了西瓜各个生长时期对温度的要求，
在西瓜刚定植后的缓苗期，要及时盖好每层薄膜，保温
保湿，使棚内的温度不能低于以上标准。当西瓜缓苗后，
中午温度高时可揭开小拱棚放小风。进入发棵期后，此
时棚内白天温度常高于32℃，可逐渐打开小拱棚和二膜
的放风口通风降温，晚上为保温再关闭放风口，当棚内
小拱棚的夜温维持在15℃以上时可撤去小拱棚。后随着
气温的逐渐升高，当棚内二膜上的温度稳定在14℃以上
时，可将二膜打开拉到拱棚的两边，但不要去除，以应对
春季倒春寒。进入开花坐瓜期后，白天气温越来越高，可
拉开顶膜通风，绝对不能让温度高于35℃，以免造成开
花授粉不良，坐不住瓜。进入膨瓜期时棚外温度已很高，
要根据以上温度加强通风，必须时可放夜风降温。

当然，春季拱棚种植蔬菜种类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而撤膜必须根据每种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外界温度变
化逐渐分次进行，撤膜前要仔细观察温度表，不能“估摸
着温度已经很高了”就盲目撤膜。另外，需特别注意的
是，春季天气多变，高温和倒春寒常交替发生。菜农一定
要提前收看天气预报，做好应对异常天气的准备，这几
层膜该撤的撤，该盖的盖，以保证拱棚蔬菜安全地度过
春季低温阶段。

春季拱棚要加强防风

春季天气变化大，容易出现大风天气，造成风
灾，轻者棚膜被吹破，重者甚至整个拱棚都被刮倒。
所以，在春季加强拱棚的防风工作也是重点。

1、要增设置压膜绳
春季风大，要增设压膜绳，尤其是拱棚附近如

果存在较高的物体，如房屋、树木等等，大风会因这
些物体的阻挡而形成气旋或乱流，特别是这些物体
在拱棚正南方向时，回旋的气流被阻挡后下降，通
过棚南侧风口进入棚内，造成棚内气压不一致，可
能会将棚膜鼓破。建议拱棚附近有高大物体的菜
农，增加压膜绳的数量，把拱棚出入口封堵严密，阻
止气流进入。

2、要加强固定棚体
春季风大时，一定要提前加固棚体，尤其是拱

棚的棚面角度小且两边较高的拱棚，对风的阻挡较
大，若通风口不严，气流通过棚面时容易造成棚内
外压力不一，棚膜上下鼓动，将棚膜鼓破，严重的可
能会导致整个拱棚坍塌。因此，这样的拱棚一是要
改造拱棚结构，降低两侧立柱高度，加强两侧立柱
的承受能力，增加棚面拱度，二是增加棚面压膜绳
的数量，关严通风口处，提高棚体的抗风能力。

3、两侧添加防风膜
拱棚的东西两侧底部各设置一块防风膜，防风

膜的宽度要能从拱棚一侧的地下到最上部的放风
口为宜，例如刮西风时，菜农将西侧的防风膜遮起，
这样就能避免大风从拱棚西侧的放风口进入棚中，
防止风大刮破棚膜。如果风力超过6级，拱棚还要将
背风一侧的放风口打开，保证棚内气流的排出，这
样防风效果更好。

对于东西方向的拱棚，要注意加强两侧棚膜的抗
风能力，一是要将进出口封堵严密，二是在两侧棚膜
上多设置压膜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棚室两侧棚膜
有一定倾斜角度，使用压膜绳不好固定，可采用5厘
米左右的宽布条，与棚膜成垂直角度斜拉在地锚上。

4、及时修补棚膜裂口
拱棚棚膜上出现的各种裂口要及时粘补，避免

风大时棚膜从此处撕裂。 本报记者 马云星

今年春季，气温忽高忽低，给蔬菜管理增加了难度，尤其是拱棚蔬菜，受温度影响最大，在管理方面让菜
农大伤脑筋。为此，记者对今春拱棚蔬菜的应对措施做了梳理，给菜农朋友一些借鉴。

拱棚种蔬菜 今春这样管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大棚蔬菜发展的30多年间，田间地
头涌现出了无数位种植能手、种菜
状元，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

高手在民间。作为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推广应用平台，北方蔬
菜报技术服务中心全面整合资源，

搭建技术分享平台，深入挖掘蔬菜
种植能手，分享蔬菜生产中的经
验，帮助菜农朋友走出管理误区，
共同提升种植水平，生产安全、优
质、高产蔬菜，助力蔬菜产业发展
提质增效。

如果您是种植高手，如果您有
一技之长，请扫码进群。进群后，

可分享蔬菜种植过程中的小妙招，
可咨询生产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可
提供蔬菜种植或新闻信息，欢迎投
稿。北方蔬菜报将优先选择部分种
植高手加入特约通讯员团队，种植
高手也可优先参与北方蔬菜报组织
的各类活动。
咨询电话：13854490829（微信）

快乐向前冲，有“招”你就来！
欢迎菜农朋友加入北方蔬菜报技术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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