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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的主根不下扎，像弹簧一样盘
着生长，俗称“弹簧根”。黄瓜的主根成
为“弹簧根”后，由于主根不发达，严重
影响侧根的生长发育，进而毛细根总量
减少很多。这样的根系会影响黄瓜的连
续坐果能力，特别是到了中后期，营养
吸收受限，从而引起“花打顶”“瓜打
顶”、叶片黄化等现象，大大降低黄瓜的
整体产量。

黄瓜生长过程中，导致根系形成
“弹簧根”的原因很多，但最常见的原因
有以下三个：

一是育苗影响。
育苗盘空间有限，每株苗的基质体

积小，尤其是苗龄较大时，会引起早期
萌发的根系卷曲生长，当苗定植后土壤

状况不好，就很容易形成“弹簧根”。建
议育黄瓜苗选用穴孔大的育苗盘，并且
苗龄适宜时要及时定植。

二是土壤板结。
当棚室土壤黏重、透气性差时，会

影响根系下扎，容易形成“弹簧根”。建
议这样的棚室适当多施有机肥和稻壳
肥，增加土壤透气性，改善土壤性状。对
于有机肥，当前很多菜农还是习惯于选
用鸡粪做底肥，若鸡粪没有彻底腐熟或
购买了掺有消毒剂的鸡粪，会严重影响
黄瓜根系的生长发育。那么，底施有机
肥时，推荐选用优质生物有机肥代替鸡
粪等动物粪肥。

土壤旋耕是温室土壤常用的耕地
方法，旋耕有两个缺点，一是深度浅，一

般为15厘米-20厘米，而黄瓜生长需
要耕作层厚度在20厘米-30厘米。二
是旋耕后表层土非常细，浇水后土壤易
板结不透气，表层土底部有坚硬的犁底
层，并且逐年增厚，使根系难以下扎，甚
至浇大水时渗水都有困难，土壤中的水
溶性养分，特别是盐分淋洗能力大打折
扣，加剧了盐分的积累，水分以及盐分
的积累也造成了土传病害的频繁发生。
建议温室土壤用大犁深耕或隔年用铁
锨深翻一次，彻底打破犁底层，活化土
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

三是土壤盐渍化。
有些温室浇水后，土壤呈现绿苔、

红苔现象，还有的土壤表层泛白碱，这
些都是土壤盐渍化的表现。发生盐渍化

后，土壤溶液浓度增加，严重影响黄瓜
根系的生长和吸收能力，造成黄瓜根系
生长不良，从而出现“弹簧根”。

造成土壤盐渍化的原因一般有两
个方面：一是有的菜农为了追求高产，
肥料的投入量大，超出了黄瓜对肥料的
需求量，致使肥料在土壤中累积，形成
盐渍化。二是有的菜农为了节省成本，
选用劣质肥料，导致肥料利用率偏低，
大量流失到土壤中。例如，有的劣质水
溶肥中的钾以氯化钾为原料，如果长期
施用，就会造成大量的氯离子等盐分在
土壤中积累，致使土壤物理性状恶化，
形成盐渍化。建议菜农选用优质水溶
肥，并且施肥时注意平衡施肥、配方施
肥。 本报特聘专家 文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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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土壤变红具体表现为浇水后
土壤长类似青苔物，土壤表面变干之
后，土壤表面混有红色物的结晶体。那
么，土壤为啥变红？变红后的土壤又该
如何改良呢？

土壤变红的原因
笔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多年

的实践经验分析认为，土壤变红的原因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土壤酸化：部分地区的初始土壤为
碱性土，长期施用化肥使土壤pH值降
低，导致土壤酸化，土壤中铁、锰、锌等
离子溶解汇集到土壤表面，土壤变干之
后，铁、锰等离子被氧化从而生成红色

斑状物。
土壤盐渍化：土壤底层或地下水的

盐分随毛管水上升到地表，水分蒸发
后，使盐分积累在表层土壤中。

土壤富营养化：土壤中的盐分离子
在土壤表面汇集，使得土壤表面养分过
高，适宜于一些藻类生存。当土壤表面
变干之后，藻类死亡，藻类残体表现出
红色。

缓解措施
为减轻和改变土壤表面发红的现

象，菜农可以采取以下四个措施：
降低土壤蒸发量：采用滴灌、打破

犁底层（即土壤深翻）或在夏季遮阳并

掀掉大棚薄膜降低蒸发量，减少土壤盐
分离子的溶解及蒸发，降低盐分离子向
土壤表面移动。

调节土壤酸碱度：合理使用土壤调
理剂来调节土壤酸碱度。

调节离子溶解度：通过增加一些螯
合剂，增加土壤离子的溶解度，在灌水
的情况下，盐分离子随水向土壤深处移
动，减少盐分离子在土壤表面的汇集。

合理施肥：配施有机肥、生物菌肥，
改善土壤理化环境。

德农超市在改良土壤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也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经
验，提醒菜农：

选用的改良剂尽量不要增加土壤
养分（主要为氮磷钾养分），并且含有能
够调节土壤酸碱平衡的物质，如“京阳”
土壤调理剂、“麦泰克”等。多选用有机
类物质，通过有机类物质的螯合作用，
增加土壤盐分离子的移动性，减少土壤
表面盐分离子的浓度，从本源上解决土壤
表面发红的现象。建议菜农采用滴灌浇水，
若采用漫灌，一定要注意改良土壤的通透
性，深翻土壤，打破犁底层。基肥一定要配
合施用有机肥，最好为生物有机肥或者生
物菌肥，如“茬必健”生物有机肥、“五大
料”“骨维康”、“保得”生物有机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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