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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果实颜色不均，果面上颜
色有黄有红，切开后，发黄的地方
有黑色纹路，有些严重的果皮果肉
硬化，果实内部变成褐色，失去了
商品价值，影响了产量。这是常见
的番茄筋腐果，主要表现就是果实
表皮局部出现青皮或黄皮，皮下果
肉中维管束组织变褐色，甚至连胎
座也变成褐色，对应的表皮位置不
转色或转色后不红，这是一种生理
性病害，在番茄果实膨大成熟期发
生较多。

造成这种生理性病害的原因
很多，如品种因素、施肥不均
衡、温湿度忽高忽低或昼夜温差
过大等，都可能引起筋腐病。

有效预防筋腐果的措施有以
下几方面：

——均衡施肥。控制氮肥使用
量，合理增加钾肥的用量。当番茄
果实进入转色期，植株体内的氮素
营养水平过高会影响茄红素的形
成，导致果实转色不均匀，形成筋
腐果。若此期施肥不注意，偏施氮
肥，产生筋腐果的几率较大。所以，
当番茄果实膨大期时，应结合植株
长势，适当增加高钾型水溶肥，减
少高氮型肥料的施用。

——合理调节棚室温度，控
制好昼夜温差。番茄果实变红是
因为果实进入转色期时能产生番
茄红素，但温度过低番茄红素的
合成大大减少，在管理中建议最
好将棚室温度白天控制在 25℃-
30℃，夜间控制在 14℃-16℃。
适度浇水，不可为预防裂果而过
度控水，尽量保持地表湿润，不
要忽干忽湿而伤害根系影响钾元
素的吸收。

——合理整枝打杈，增加植
株光照。番茄果实转色期，建议
将果实周围的老叶、病叶或稠密
叶适当疏除，增加果实的通风透
光性，利于转色，减少筋腐果的
发生。

当然，不同棚室的导致筋腐
果发生的原因不同，建议结合
日常管理，分析原因，然后对
症防治，才能有效预防筋腐果
的发生。

冬春季节
番茄易发筋腐果

筋腐病

每年五一前后，高
温强光天气增多，在辣
椒、彩椒棚内，经常看
到整棚辣椒果实发生日
灼的情况。果实上出现
日灼以后，病斑初期与
脐腐病类似，若后期被
有害病菌感染，就容易
与侵染性病害混淆。而
日灼病的发生部位与脐
腐病不同，日灼多发生
在果实的向光面，发生
初期病健交界不明显，
病 部 褪 绿 。 发 生 中 后
期，病部革质，白色透
明。日灼病主要依靠预
防，一旦发生将难以纠
正。高温和强光是导致
日灼病发生的主因，在
管理当中应着重避免棚
内高温和强光的出现。

避免棚内高温和强
光，常规操作是：覆盖
遮 阳 网 ， 根 据 天 气 情
况，合理拉放，确保蔬
菜得到适量的光照。加
强通风，随时有效降低
棚内温度，当然还可配
合浇水、喷水等措施。

同时，减少果实发
生日灼，还可利用蔬菜
自 身 枝 叶 对 其 进 行 遮
挡 。 蔬 菜 在 整 枝 打 叶
时，建议综合考虑植株
长势及果实位置，及时
疏除拥挤的内膛枝，保
留外围叶片，减少果实
被阳光直射。还有整枝
打杈最好避开中午高温
强光时段，选择在下午
3 点后操作比较合适。
或在定植越夏茬口时，
适当进行密植也是可以
的；或在棚内套种蔓生
作物，如在彩椒棚内套
种豆角，利用豆角爬蔓
后，对彩椒进行遮阳。

日灼病的发生，与
钙元素的缺乏有直接关
系。建议越夏茬蔬菜更
应注重钙肥的补充及有
效吸收，这就需要结合
植株长势及土壤墒情，
合理浇水，补充钙、硼
等中微量营养元素，或
喷、冲结合，增强果皮
韧性，提高抗性，减少
日灼病的发生。

编者按 蔬菜生产中发生的各类病害情况复杂，实在让种植户头痛，想方设法寻找解决防治病害的办法。近年来，生
理性病害又成为大棚蔬菜生产中常见的一种，因为每个棚的环境、管理等不同，所以生理性病害发生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防治解决办法也会不一样。《北方蔬菜报》特别策划了“关注茄果类生理性病害”报道，以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生理性病害
发生的原因及防治办法。

本报特别策划

关注茄果类生理性病害

蔬菜生理性“顽疾”如何祛除
核心提示：找准病害原因，正确对症施药，强化日常管理

□北方蔬菜报记者姜文丽报道

在番茄、辣椒、甜椒和长茄果实烂果
问题上，脐腐病占比例较重，无论是什么
作物，它们有一个共性：腐烂部位都出现
在果实脐部，病斑褐变，果肉皱缩、凹
陷。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

脐腐病高发。脐腐病是缺钙导致的，
发病初期，果实脐部出现暗绿色的水渍状
斑点，后迅速扩大，呈不规则长条形，有
时可扩展至近半个果实。果实染病皱缩，
表面凹陷，但较坚实，病部被腐生菌或弱
寄生菌寄生后常变黑色。钙在作物体内是
随着蒸腾水流而运输的，在高温季节，土
壤水分蒸发快，土壤极易呈干旱缺水状
态，钙元素难以随着蒸腾作用进入果实，
从而出现脐腐病。

——蔬菜易缺钙。在生产中，菜农非
常关注钙的使用，每次换茬时都向土壤中
投入一定量的钙肥，但仍然出现脐腐、烂
头等症状表现。为何用足了钙，还会出现
缺乏症状？这就需要考虑钙素供应的两大
问题：

一是土壤钙素含量水平和钙肥产品的
有效性。一般来说，北方石灰性土壤中钙
的含量非常丰富，不会出现土壤缺钙的情
况。在一些酸性砂质土壤中发生缺钙的情
况比较普遍。例如酸性较强的南方土壤对
钙的淋溶作用明显，以及施肥不当出现酸
化的土壤，由于土壤盐分过高，抑制了水
分和钙的传导吸收。另外，钙肥产品的有
效性也是关键的一点，例如石灰在酸性条
件土壤中效果良好，而在本身就是石灰性
土壤上面使用效果不佳。

二是钙的移动和吸收问题。由于钙本
身移动性差，其吸收主要是靠蒸腾拉力，
所以影响蒸腾作用的因素都能够影响钙的
吸收。如温度过高或过低导致气孔关闭，
或土壤出现干旱时，根系对钙的吸收能力
大大降低，而频繁浇水或施肥不当导致根
系受损后更加不利于吸收。当出现施肥不
当或土壤恶化情况以后，对钙在土壤中的
移动和转化都有影响，如氮肥 （铵态氮）
施用过多,大量钙进入叶片,会导致叶片与
果实争钙,加剧了钙缺乏症。

——补钙要补在关键点上。缺钙是一
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旦发生不可挽回，因
此预防缺钙的发生需要提前来做，也就是
说，补钙要补在关键点上，方法和时期同
等重要。

根据不同土壤类型补钙。对于酸性或
酸化土壤，可通过底施碱性钙肥补钙，既
能够补充钙素，又能够调理酸碱度。对于
漏水漏肥的土壤，可在施足有机肥的基础
上，选择叶片喷施及冲施速效性钙肥的方
式。如硝酸钙、硝酸铵钙等溶解度较高，
可做水溶肥进行冲施或喷施。

叶面补钙要有重点。蔬菜幼嫩部位易
缺钙，因此在进行叶面补钙时要重点喷撒
植株的幼嫩部位。如叶面补钙时重点对茎
尖生长点以下30厘米的距离喷施，同时重
点喷施幼果。资料显示，萘乙酸能促进果
实的钙吸收，在使用时应先做小范围试
验。叶面补钙时要选择好的钙肥产品，螯
合态钙肥可以打破阻碍，在韧皮部传导，
进而提高钙的吸收效率。

合理浇水提高根系对钙肥的吸收率。
根系吸收钙元素是伴随着吸收水分进行
的，浇水过勤、过大或者控水过度等都会
导致植株缺钙。建议浇水时应均衡浇水，
不能突然大灌一水，又旱上好几天，应小
水勤浇，保持地面见干见湿。灌溉水中都
含有部分钙肥，合理浇水是减少缺钙症状
最主要的措施，尤其是在水质硬度高的地
区，有时仅靠浇水就能解决缺钙问题。另
外，建议注重根系的养护，确保根系健
壮、功能良好，才能把钙肥吸收上来。

多营养同步进行。叶面补钙时可同时
增加钾、锌、硼等养分，对钙的吸收有相
互促进的作用，提高养分利用率。

土壤缺钙 果实脐腐病高发

高温强光
椒类日灼病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