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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菜农反映，在冬季时，辣
椒容易出现易落花、坐果少、畸形
果多等问题。辣椒难坐果与冬季的
天气因素密切相关。

辣椒难坐果的原因
冬季辣椒难坐果，主要有以下

两个原因：一是冬季低温寡照、连
续雨雪天气多，易使辣椒花芽分化
不良，造成坐果不良；二是冬季地
温低，辣椒根系发育不良，开花前

后受不良条件的限制，花芽分化所
需的营养供应不足，导致坐果不
良。

应对措施
在冬季的管理中，菜农一定要

注意做好棚室温度的调节。辣椒进
入开花坐果期后，对温度变化比较
敏感，不适宜的温度直接导致花芽
分化不良、授粉受精差，花芽分化
不良，自然就会出现畸形果。另

外，要做好根系养护。浇水时要浇
小水，并随水冲施德农超市“壮
有”养根护根。

低温寡照天气下，菜农还要及
时补充叶面肥，尤其是要勤用功能
型促花产品。菜农可在辣椒开花之
前及幼果坐住后及时喷施硼肥、钙
肥等保花保果叶面肥，连续喷施2
次-3次，促进花芽分化良好，减
少畸形果的出现。
青州德农超市技术委员会 李萍

根据果农描述，树干上出现的
“黑珍珠”是流胶病。

流胶病种类
流胶病分为侵染性流胶病和非

侵染性流胶病两种。通常认为具备
侵染传播特性的属于侵染性流胶
病，否则就是非侵染性流胶病，这
类病害多由伤口过多、水肥管理不
当、病虫防治不及时、低温冻害、
冰雹侵袭等因素引起，尤其忽旱忽
涝、久旱突然下雨更会加重流胶病
发生与危害。侵染性桃流胶系由真
菌侵染引起，即由葡萄座腔菌和桃
囊孢菌(属子囊菌亚门真菌)侵染所
致，病原菌以菌丝体和分生孢子器
在树干、树枝的染病组织中越冬，
第二年在桃花萌芽前后产生大量分
生孢子，借风雨传播，并且从伤口
或皮孔侵入，以后可继续再侵入。

流胶病发病症状
流胶病主要发生在枝干上，也

可危害果实。一年生枝染病，初时
以皮孔为中心产生疣状小突起，后
扩大成瘤状突起物，上散生针头状

黑色小粒点，翌年5月病斑扩大开
裂，溢出半透明状黏性软胶，后变
茶褐色，质地变硬，吸水膨胀成胨
状胶体，严重时枝条枯死。多年生
枝受害产生水泡状隆起，并有树胶
流出，受害处变褐坏死，严重者枝
干枯死，树势明显衰弱。果实染
病，初呈褐色腐烂状，后逐渐密生
粒点状物，湿度大时粒点口溢出白
色胶状物。观察发现，流胶病主要
发生在核果类树种上，其他树种如

香椿、国槐、栾树、松柏树也有流
胶病发生。

药物防治措施
发病后可用2%春雷霉素水剂

500倍并加入40%链霉素可湿粉剂
10000倍进行田间喷雾，严重发病
部位刮除病斑后，涂抹100倍硫酸
铜稀释液消毒，或300倍 2%春雷
霉素水剂配合链霉素，具有有很好
的治愈效果。

进入冬季，寒潮降雪等不良天气多。受低
温影响，对于食用菌栽培，菇农们大多想的是
如何给菇棚进行保温升温。但在实际生产中，
却往往因为过于强调对菇棚的保温升温，从
而发生了病害或生长异常现象。例如，本来是
病害不易滋生的低温季节，却发生了很多细
菌性或真菌性病害；本来栽培的是平菇，却长
出了类似于真姬菇模样的子实体；本来接种
的是深色菌株，但是却产出了浅色甚至近白
色的蘑菇，等等，不一而足。

通风与保温的矛盾
冬季出菇，大多是将出菇场所的保温升

温列为第一要素，笔者也不会例外。食用菌出
菇阶段的要素有五个，它们依次是营养、温
度、水分、空气、pH值，冬季的温度就是主要
问题，所以，该季节的生产，大家自然都会在
保温升温方面下力气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
是，因为过度的保温升温，而忽视了通风，也
就是顾此失彼，故而引发了一些本不该发生
的现象，甚至造成损失。所以，本文就将强化
通风视为“秘诀”以待之，以显示其重要性，而
不是调侃。

冬季管理中的通风，确实与保温是有严
重冲突的，如菇棚温度能够控制在 12℃-
20℃范围，很适合低温型平菇子实体的生
长，一旦通风，棚温会很快下降至10℃甚至
更低，如该阶段恰有幼蕾，轻则生长停滞、长
速缓慢、发生畸形菇如瘤盖菇等，重则冻死，
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冬季通风原则
强化通风
冬季食用菌生产中，笔者建议宁可因通

风降低产量，也不要因过度保温发生病害。意
思很清楚，在此不再进行过多阐述。

把握通风时间
根据气候状态，寻找最佳通风时段。晴好

天气时，笔者建议在上午8︰00—9︰00卷起
保温层，在10︰00后开始进行通风。初始应打
开上方棚膜一条缝，使湿气自然排出，待棚膜
上不再有水滴后，及时关严棚膜。然后将南面
的接地棚膜打开10cm左右，一则排出二氧
化碳，二则排出冷空气。下午14︰00-15︰00
重新封好接地棚膜，并盖好保温层。

不良天气加强内循环
遇到阴雨雪等不良天气时，建议采取内

循环措施，比如，打开补光灯的同时，在菇棚
的一端使用风扇朝向北墙壁吹风，即可使棚
内空气进行小幅度流动，在基本上不影响棚
温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细菌性病
害发生。

建议习惯冬季给菇棚过度保温的菇农试
一试上述通风方法，看是否还有过多的病害
发生。 本报特聘专家 曹德宾

桃树流胶及虫害防治
强化通风
冬季蘑菇管理秘诀

平菇生长

梨小食心虫为害症状（资料图）

近期，很多果农打电话反映桃树树干上出现很多“黑珍珠”，且桃树顶梢萎蔫枯死，劈开后发现里面有小
虫。那么，果农所说的“黑珍珠”及小虫究竟是什么病害、虫害呢？本期，笔者给大家进行详细分析。

导致桃树顶梢萎蔫枯死的不起
眼的小幼虫学名叫梨小食心虫。在
昆虫分类学中属于鳞翅目、卷蛾
科，在山东主要为害梨、桃、梅、
杏、樱桃、樱花，有的年份还可见
到苹果、枣树新梢受害。

侵染症状
从危害新梢时，该虫多从新梢

顶端叶片的叶柄基部蛀入髓部，由
上向下蛀食，被害新梢的叶片逐渐
凋萎下垂，最后枯死。当桃树上的
梨小食心虫为害果实时，幼虫蛀入
果肉纵横蛀食，常使果肉变质腐
败，不堪食用。

侵染循环
梨小食心虫一年发生4代，以

老熟幼虫在老翘皮下、根颈部、剪
锯口、石缝中等处结茧越冬。越冬

幼虫于第二年春季4月上旬开始化
蛹，4月中、下旬越冬蛹羽化，出
现第一代成虫，羽化盛期为5月上
旬。此后茎干上每32天-36天发
生一代，6月中旬、7月中旬、8月
中旬产生三、四代成虫。在桃树
上，1 代-2 代主要蛀食桃梢，3
代-4代主要蛀食果实。

防治措施
梨小食心虫在防治上应采用物

理防治、生物防治、人工防治、化
学防治相结合的措施。作为药物防
治，应从 5 月初开始进行喷药防
治，重点预防第一代幼虫，推荐药
物为高效氯氢菊酯混加灭幼脲三
号。积极推广梨小成虫发生时期进
行糖醋诱杀、黑光灯诱杀、性诱激
素诱杀等防治措施。

本报特聘专家 刘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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