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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后，连阴天、雾霾
天、寒潮降温、雨雪等不良天气
频繁出现，棚室放风时间短，大
部分棚室湿度大，很容易诱发病
害发生。为了预防病害，菜农用
药频率很高，可是一旦药剂使用
不当，又很容易导致药害发生。
对此，建议菜农早用药，合理混
配药剂，提高病害防治效果。

早用药
——提前用药 防重于治

蔬菜生长过程中，难免会发
生病害。但是不管感染了哪种病
害，在病原孢子萌发期，即发病
前或发病初期用药，往往防治效
果更好。如果病害已经蔓延成
灾，即使用再好的药剂也难取得
理想的效果，而且还加大了成本
投入。以番茄晚疫病为例，病原
菌从气孔或表皮侵入以后，形成
病株，病菌的营养丝在寄主细胞
间或细胞内扩展蔓延，经过 3
天-4天潜育，病部长出菌丝和
孢子囊，借助风、浇水等传播进
行再侵染，所以 3天-4天的潜
育期就是用药的最佳时间，错过
以后，病部就会产生大量繁殖
体，再经风、雨等向四周扩展，
很容易造成病害的大面积发生，
从而增加防治难度。因此，建议
菜农在病害发生前或发生初期就
开始用药，以取得最佳的防治效
果。

记者建议
说起提前预防病害，大部分

菜农都知道。但是需要提醒菜农，
这里所说的提前用药，并不是不
管有没有病，隔几天就打一次药
的用药方式，而是指抓住用药时
机及时用药。例如，菜农平时进棚
管理时，要养成随时查看棚内植
株长势的习惯，尤其是棚室的前
脸处、放风口下、门口附近等位置
要仔细观察，看看叶片上、果实上
或茎秆上有没有病斑，有没有出
现霉、毛或异味等现象，因为这些

地方温度相对低、湿度较大，往往
是病害的高发地带。若发现了上
述现象，此时及时用药，将病害扼
杀在萌芽状态，对避免病害暴发
流行非常关键，也减少了不必要
的用药次数，降低了成本投入。

混好药
——药剂合理混配很重要

设施蔬菜栽培中，病害往往
不是单一发生，大部分是混合发
生，因此，药剂防治时菜农一般
是将多种药剂混用。正常情况
下，科学地进行农药混用，不但
能够提高防治效果和防治领域，
还能够延缓病害产生抗药性，但
是混用不合理，则很容易导致农
药失效或产生药害。

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
县的刘师傅就因药剂混配不合理
导致番茄出现了药害。据刘师傅
介绍，他棚内的番茄刚进入开花
坐果期，但近期灰霉病比较严
重，而且有的植株还出现了烂秆
子现象。为了快速将病害控制，
他将防治灰霉病的氟啶胺、异菌
脲、啶酰菌胺、腐霉利以及防治
细菌性病害的喹啉铜混配在一起
喷施。没想到用药第二天就出现
叶片卷曲、叶缘干枯现象，还有
的叶片萎蔫下垂，对植株正常生
长造成了很大影响。这是典型的
药剂混配不当出现药害的案例。
在刘师傅混配的药剂中，异菌脲
是二甲酰亚胺类广谱、触杀型杀
菌剂，不能与腐霉利等作用方式
相同的杀菌剂混用或轮用，而刘
师傅在混配时，没有留意每种药
剂的有效成分及作用方式，从而
产生了药害。

记者建议
与其他季节相比，冬季不良

天气多，植株光合能力弱，有机营
养供应不足，植株生长慢，因此，
为避免影响蔬菜生长，菜农用药
时尽量不要混配太多。一般情况
下，药剂混用种类不要超过 5 种，
最好 3 种左右为宜，并且混用后
先进行少量试验，确定无异常现
象后再大面积使用，以达到良好
的防治效果。

在药剂选择方面，茄子、豆类
蔬菜应慎用菌核净，否则容易使
叶片受害。此外，茄子上用药应适
当减少使用氢氧化铜，这是因为用
药后会降低果皮亮度，品质变差；
代森锰锌和嘧霉胺易导致茄子叶
片发黄，也要慎重使用。而氟啶胺
一般不能用于瓜类蔬菜，以防产生
药害。对于长势偏弱的植株，用药
时尽量不用唑类药剂，因为唑类药
剂有抑制植株生长的作用，使用不
慎，会让原本就弱的植株“雪上加
霜”。 本报记者 果志华

与 棚 室 其 他 地 方 相
比 ，大 棚 前 脸 见 光 时 间
短，而且棚膜上的水滴会
顺着钢管或竹竿滴落在
此处，因此，前脸很容易
形成低温高湿弱光的小
环境。特别是在阴雨雪天
气比较多的冬季，前脸处
成为很多低温高湿型病
害的“始发地”。为了改善
前脸小环境，山东省寿光
市稻田镇董效武在棚内
前脸处铺设了一层宽度 1
米左右的毛毡，一边紧贴
前脸棚膜，反面留一部分
用土压实，另一边自然下
垂。利用毛毡吸收棚膜滴
下的水滴，降低了前脸湿
度，而且覆盖毛毡后，前
脸处不长杂草，也在一定
程度上稳定了地温，一举
多得。

本报记者 果志华

据中国气象局预计，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12月15日－17日，中东部大部将
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并伴有持续
降温，最低气温0℃线将南压到湖北中
部至苏皖北部一带，华北、黄淮、东北中
南部、西北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
地大到暴雪，华北黄淮强降雪落区重叠，
降雪量有一定极端性，将给冬季农业生
产安全和农产品稳价保供带来不利影
响。对此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紧急部署
防范工作，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立足
抗灾夺丰收，主动作为，科学应对，确保
冬季农业生产发展稳定。

强化责任落实

此次天气过程覆盖范围广、降温幅
度大、局地雨雪量大，可能造成部分旺
长、晚播弱苗冬小麦和冬油菜受冻，局部
老旧设施大棚受损，设施蔬菜、幼仔畜、
水产品生长受到影响，鲜活农产品运输
受阻。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务必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责任担当，紧盯可能出现的灾害，分区分
类施策，精准精细指导，切实减轻灾害影
响。

加强监测预警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与水利、应
急管理、气象等部门沟通会商，分析研判
雨雪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提出防范
的具体措施。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
微信等多种方式，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
和应对措施通知到生产主体，主动避灾、
科学防灾。强化灾情监测调度，及早发
现、准确评估，及时报送灾情信息和抗灾
工作进展。

科学有效应对

组织专家制定完善科学防冻抗寒技术
方案，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和专家小分队，
深入生产一线指导落实防寒抗冻措施。北
方地区要加强冬小麦分类管理，对旺长、整
地质量差的田块及时机械镇压，晚播弱苗
要分级分类冬灌，缓冲降温影响。要加固蔬
菜大棚、畜禽圈舍和水产养殖大棚（池塘）
等设施，及时清除积雪，科学调控温度；搞
好设施蔬菜肥水运筹和病虫害防控；落实
畜禽保育、饮水系统防冻，适当增加能量饲
料配比；对因灾死亡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
处理；提高养殖池塘水位，将不耐寒养殖品
种转移至温棚（室）。南方地区要落实油菜、
露地蔬菜和果树防渍防冻措施，加强中耕
培土，叶面喷施抗冷诱导剂、磷酸二氢钾；
及时清沟理墒、排涝降湿，减轻渍害影响。
加强救灾种子、化肥、饲草料、疫苗等生产
资料调剂调运。

抓好产销衔接

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及时发布供求信
息，指导农民适时采收成熟农产品，保障市
场供应。对于存在滞销卖难风险的蔬菜品
种，做好产销对接服务，确保收得上、存得
住、销得出。对于可能因降雪导致运输受阻
地区，要适当增加“菜篮子”产品储备品种、
数量，大中城市完善应急保供生产、运销主
体名录，提前做好供需对接、运力储备，制
定应急通行办法、设计应急运输线路等，做
好速生叶菜、芽苗菜等短生育期蔬菜种子
调剂调运，提早安排应急保供蔬菜生产，确
保蔬菜稳定供应。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
畅通“绿色通道”，确保蔬菜等鲜活农产品
不断档不脱销，确保农产品市场价格基本
平稳。 文章来源：农业农村部

农业农村部紧急部署安排

强降雪和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工作

药剂混配

药好更须用好 效果才会更好

前脸“盖被子” 降湿又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