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生产过程中，增施微
生物菌剂可以提高农产产量
和品质、减少化肥用量、降
低成本、改良土壤、保护生
态环境。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菜农也意识到微生物菌剂
的重要性，注重往土壤中补
充微生物菌剂。当下，正值
秋延迟茬口蔬菜的定植高峰
期，而幼苗定植前后也恰是
补充微生物菌剂的重要时
期。

该茬幼苗定植前，大多
数的棚室经历了高温闷棚。
在闷棚过程中，不耐高温的
有益菌会被杀死，使得土壤
中的菌群失衡，特别是选择
化学闷棚的棚室，所有的菌
几乎全军覆没，土壤微生态
被破坏。幼苗定植后，相比而
言，有害菌会先行传入，快速
繁殖，进而危害蔬菜的正常
生长。这也是连年闷棚后，病
害不减反增的主要原因。由
此，幼苗定植前进行有益菌
的补充是十分有必要的。这
样一来，有益菌能提前占据
土壤空间，快速繁殖、代谢，
达到优化土壤环境，抑制病
原菌增殖并巩固闷棚的效
果。

大家都知道，土壤中有益
菌的种类是不计其数的。那
么，菜农在补菌时，应选择
含有益菌种类丰富的复合菌
产品施入土壤中。但产品剂
型不同、施用时间不同，用
法也有所区别。对于定植前

还需施肥、翻地的棚室，菜
农可选择粉剂型的微生物菌
剂，均匀撒施在土壤中，然
后进行翻地。定植前，也可
穴施该类型的微生物菌剂，
注意保持有益菌的活性及安
全性。对此，可在定植的前
一天傍晚进行穴施微生物菌
剂，不能与防治细菌性病害
的药剂一同使用，并注意与
土拌匀，这样既可以避免紫
外线直射及药剂影响降低其
活性，还能保持幼苗不受其
害。当幼苗定植缓苗后，菜
农还可以选择液体的微生物
菌剂进行随水冲施。

幼苗定植前后补充的微生
物菌剂的作用有三：一是提
高肥料的利用率。微生物菌
剂中的有益活性菌能促进土
壤中有机质的分解，并具有
固氮、解钾、溶磷的功能，
提高其利用率。二是增强作
物的抗逆性能。微生物菌在
代谢过程中，分泌的抗生素
类物质和多种活性酶，能抑
制或杀死致病菌，降低病害
发生及增强作物的抗逆性。
三是促进根系发育。微生物
菌在代谢过程中还能分泌赤
霉素、细胞分裂素、生长素
等活性物质，刺激、调节、
促进幼苗的生长发育，有利
于培养健壮根系和壮棵。此
外，全程施用微生物菌剂还
能起到改良土壤，提高蔬菜
的产量和品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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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气影响，越夏茬小黄瓜种植难度
大，使其产量和品质无法保证，由此也促成
了小黄瓜的好行情。那么，如何获得小黄瓜
的好收益呢？显然，促结精品瓜是十分关键
的。

近期，记者在一些小黄瓜棚区采访时，
经常遇到前来收购畸形小黄瓜的，个别棚室
的畸形瓜量比较大，一下子能出四五大袋，
只能低价销售用于腌咸菜。据介绍连阴雨天
过后，几乎所有的小黄瓜棚内畸形瓜的量都
会增多。这是为什么呢？植株上畸形瓜多，不
仅浪费营养，降低经济效益，而且还会影响
植株整体的长势。

留好瓜。由于小黄瓜行情较好，加之小
黄瓜全雌的品种特性，植株节节有花，一
旦不能及时疏除，则会留瓜较多。植株自
下而上留有满满的一串瓜，个头大小不
一。从表面上看，琳琅满目的幼瓜十分喜
人；但细细观察后，记者发现其中不乏留
有一些畸形瓜。如此之多的瓜同步生长，
先坐住的瓜吸收营养的能力强，而后来者
很容易因营养供应不足而形成畸形瓜。相
对于植株来说，营养会优先供应瓜条，那
么，留瓜过多还会减少植株自身的营养供
应，削弱植株长势，缩短结瓜期。从整体
来看，经济效益也是受损的。由此来看，
过多留瓜是弊大于利的。那么，菜农在留
瓜时，应有所取舍，优先保留瓜条顺直、
生长势强的幼瓜，及早疏除畸形瓜或过多
的幼瓜。

注意留瓜时间。记者采访时，正值连
续阴雨天期间，棚内小黄瓜中上部的叶片
整体薄而黄，植株长势稍弱，若此时留瓜
较多，瓜条形成畸形瓜的几率会更大。对此，
菜农留瓜时，还应结合天气、植株长势等综
合情况进行取舍。一般来说，阴雨天过程中，
植株长势弱时，应适当减少留瓜数量；相反，
晴好天气下，植株长势良好时，可适当多留

一两个，不可过多。同时，小黄瓜连续留取四
五支瓜后，可适当空两三片后，再继续留瓜。
这可以给植株预留一个缓冲、恢复的时间。

加强营养供应。小黄瓜进入结瓜期后，
营养供应充足是必须的，这是保证产量和品
质的基础。浇水时，可随水冲施平衡型水溶
肥，每亩用量5千克—10千克，促进瓜条快
速膨大；并间隔冲施或喷施硼钙等中微量元
素肥，确保营养均衡，瓜条顺直、色泽鲜亮。
同时，还应做好叶片和根系的养护工作，选
用功能型产品，如海藻酸、氨基酸、甲壳素、
微生物菌剂等，喷施、冲施结合，起到养根、
护叶，提高其抗逆性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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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流胶一直是低温季节的
常发病害，特别是细菌性流胶，
多在冬季或早春季节频发。然而
近日，记者在山东省寿光市孙家
集街道采访时发现，一些正处结
瓜期的棚室黄瓜发生了流胶病，
表现为茎秆水浸状，有白色菌脓
流出，严重的茎秆软烂中空。那
么，为何夏季黄瓜也会发生流胶
病呢？

管理不当 黄瓜茎秆流胶
通过观察了解，发生流胶的

棚室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棚内湿
度都偏大，7、8月份是北方的雨
季，降雨较多，土壤含水量增大，
棚内整体湿度增加，这是诱发该
病害的一个主要因素。二是植株
间郁闭，特别是中下部叶片丛
生，大量老叶、黄叶聚集在地表，
不仅会消耗植株不必要的养分，
更重要的是大量叶片堆叠在一
起影响了植株的通风透光性，使
植株下部的湿度更大，极易造成
细菌性病害的发生。夏季黄瓜植

株生长速度快，落蔓、摘瓜等操
作相对频繁，也容易在植株上留
下伤口，于是病原细菌就从伤口
开始侵入，从而造成病害逐渐蔓
延开来。

物化结合 防住流胶病
及时摘叶，减少伤口：菜农

在进行落蔓、摘瓜等操作时，要
选择晴好天气进行，利于伤口愈
合，同时及时喷洒杀菌剂，避免
细菌从伤口侵入。建议植株落蔓
后，将下部的病叶、老叶、黄叶及
残花等一并疏除，并带出棚外销
毁，以减少菌源和传播。

控制好棚内湿度：细菌性流
胶病在高湿环境下发病重，因
此，菜农一定要尽可能的降低棚
内湿度。通常菜农们习惯通过拉
大放风口、覆盖遮阳网或喷洒降
温剂的方法进行降温降湿。其
实，在操作行铺设稻壳或者碎秸
秆等有机物，也是降低棚室湿度
非常有效的方法。这是因为这些
有机物具有很强的吸湿作用，可

降低因频繁浇水而增加棚内湿
度的风险，同时也减少了土壤水
分的蒸发量。此外，操作行里的
稻壳、秸秆还能避免阳光直射地
面，有效减少了土壤吸热量，对
棚室降温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药剂防治：细菌性流胶病可
选用叶枯唑、噻唑锌、氢氧化铜、
喹啉铜等药剂，根据发病程度，
对于较为严重的流胶，可选用中
生菌素+氧化亚铜；氧化亚铜+春
雷霉素；多抗·喹啉铜+叶枯唑；
春雷·王桐等配方或复配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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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有度 促结精品小黄瓜 幼苗定植前后补菌作用多

植株郁闭湿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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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瓜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