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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旺药千千万 到底是个啥？

目前市面上的控旺药剂，成分
多为助壮素、矮壮素，其作用机理
是通过抑制植株体内赤霉素的合成
来抑制作物生长。过量使用控旺药
剂，能够减少体内赤霉素含量，从
而减少体内生长素的含量，影响乙
烯的合成，使果实转色受影响。除
了对果实转色产生影响，生长素的
合成受阻，会对植株根系、果实等
生长产生严重影响，从而影响作物
产量。

滥用控旺药 影响有哪些？

除了上面提到延后上市时间、
影响产量等一系列影响，樱桃西红
柿生长春季普遍发生的“小叶”问
题，绝大多数也跟过度使用控旺药
剂脱不了干系。“小叶”表现症状
为，植株顶部叶片向上卷曲僵硬，
叶脉较粗重、叶色浓绿，这是典型
的激素中毒现象，而为什么樱桃西
红柿激素中毒现象如此严重呢？

首先，樱桃西红柿果实数量
多，点花时每个果实都点，如果浓
度或者用量控制不好，很容易出现
过量的情况。而且目前点花多用防
落素，随着果实数量的增加，体内
积累的防落素含量也逐渐增多，到
一定含量则会抑制植株生长出现小
叶的情况。

其次，就是频繁过量使用控旺
药剂，容易加重激素中毒。

植株出现旺长 如何正确管理？

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很多菜
农反映，不用控旺药剂会导致植株
徒长严重，坐果数量减少的情况，
尤其出现连阴天的情况下。那么应
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么？记者认
为，控旺药剂可以适当使用，但是
更重要的还是靠其他配套管理措施
来解决这一问题。

1.注意苗期长势调节
一个是定植时注意菌剂使用，

生物菌能够通过代谢产物调整植株

长势。再一个是把握好前三水，调
整好地上部与地下部的生长平衡。
第一水定植水，如果深冬低温季节
最好要提前造墒；第二水缓苗水把
握好浇水时间与水量。之所以称之
为缓苗水，就是因为植株缓过苗来
就要浇，现在很多菜农在定植十几
天后再浇缓苗水是非常不可取的，
不利于根系生长，建议第二水随水
冲施生根剂、甲壳素等养根促根的
产品。缓苗水要浇透，但水量不宜
过大，到苗坨即可；第三水要尽量
增长间隔时间，期间进行3次划锄。

2.控旺药剂合理使用
建议若连续阴天出现植株徒

长，可叶面喷施助壮素750倍液，喷
药时采取盖顶喷施的方式。一般一
亩地1-2桶即可，7天一次，连续两
次。

3.温度控制是重中之重
拉大昼夜温差能够控制植株徒

长，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绝大多
数菜农在温度控制上不得法，很多
菜农随大流，放风、盖棚都是按时
间来，很少看棚内温度。

作为樱桃西红柿，温度控制可
以分三个时期，一个是开花坐果
前，为促进植株生长，增加积温，
尽量提前上市，白天温度可控制在
30-32℃，夜间温度 15-17℃左右；
开花坐果期，为不影响坐果，白天
温度不宜过高，一般26-28℃，夜间
温度不低于12℃即可；果实进入转
色期，要尽量提高白天棚内温度，
拉大昼夜温差，白天温度控制在
30-32℃，夜间温度13-15℃，增加
作物有机物积累量。

4.严格控制点花药用量
现在很多地区种植樱桃西红柿

采取喷花的方式授粉，记者建议改
为点花。在点花时则要严格控制在
果梗上涂抹点花药的长度，不要过
长。另外，可采取其他授粉措施代替
点花，目前来看，能够替代点花药的
主要是电动授粉器跟熊蜂授粉，熊蜂
授粉成功率要比电动授粉器高，对环
境湿度的要求相对较低，且熊蜂授粉
能够提高果实口感及单果重，从而
起到提质增产的效果。

近日，记者在山东省寿光市古城
街道几个大棚内，发现有些植株茎秆
处发黑，劈开茎秆，里面呈腐烂状，喷
洒多种药剂后，效果均不明显。

典型症状：
4月5日，记者进棚后，从上部植

株长势来看不错，但在棚室北部水渠
内蹲下往南看，发现不少茎秆外面发
黑的，也有许多茎秆处已经生出不定
根的，从不定根处劈开后，茎秆内部
有不少脓状物，闻上去有很浓烈的臭
味，从全棚症状来看，这是典型的细
菌性髓部坏死。

原因分析：
通过观察，凡是出现细菌性髓部

坏死的植株，大部分是从打叶留下的
伤口处开始的。而且前几天连续阴
天，有些菜农没有停止农事操作，仍
然每天进行打叶工作，导致了细菌性
病害棚内爆发的结果。

细菌入侵蔬菜，伤口是最重要的
入侵点，因为摘叶造成的伤口多，茎

秆上留下很多的伤口都是细菌入侵
的大门。对此，防治细菌性病害，菜农
就要采取措施减少伤口，保护伤口。
记者建议，菜农做足以下措施：一是
尽量减少人为的伤口，所以不能盲目
摘叶去枝。二是有必要摘叶去枝时，
工作要选在晴天进行，选温度较高棚
室干燥时进行，这种环境有利于伤口
很快形成愈伤组织，阻挡病原菌入
侵；另外，在整枝打杈后紧跟喷洒一
遍防治细菌性药剂，保护伤口。

防治措施：
对于棚室内已经出现细菌性髓

部坏死的植株，建议分三步防治。
第一步：用春雷·王铜+生根剂

灌根防治，每棵植株半斤水左右。
第二步：用劈开植株茎秆，用铜

大师+好迪施混成糊状涂抹发病部
位。

第三步：全棚喷洒好迪施+净果
精或宝果精。5天-7天喷洒一次，连
喷2次-3次。

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

控旺过度
番茄果小膨果慢

近日，记者在山东省寿光市田柳镇几个番茄棚内，菜农普遍反映今春番茄

膨果慢，而且果型偏小。记者在这几个棚内，发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全棚植株

普遍较矮，叶色黑绿，叶片厚，棵子拔节太短。与几个菜农交流，这些棚室普遍喷

洒控旺药剂过多。

控棵，是棚室管理的“老大难”，很多菜农会选择使用控药来进行控棵，用量

也是随意配比，药剂量不够时控不住，剂量过大又会造成激素中毒，长时间不能

反棵，影响产量和上市时间。

番茄摘叶后
重防细菌性髓部坏死

“细菌病病害，一旦发生，防治很困难。”棚内一旦发生细菌性病害，不少菜
农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细菌性病害发病快且严重，比防治真菌病害更加困难。
因为细菌不少种类容易入侵维管束，而药物尤其是铜制剂是很多难进入的，所
以有时喷用农药很难迅速见效。而细菌却能沿着维管束、茎秆、枝蔓，叶脉中向
其它部位移动传播为害。

再是细菌性病害在维管束中容易把维管束堵塞起来，使蔬菜上部迅速干
枯，对染病植株用药很难达到效果。另外，有些细菌病一旦发生是难以根除的，
如青枯病菌，可以多年在土壤中存活，引起年年发病。 本报记者 姜文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