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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棚室放风
建议“三看”

冬季大棚虽然保暖，但室内
外温差较大，通风仍然是个大
问题，不少种植户往往在给棚
室通风时犯些小错误。从总体
上来说，冬季棚室蔬菜放风管
理的重点应当围绕调控温度、
降低湿度、排出有害气体为核
心。

看天气
冬季大棚通风，天气是非常

重要的，种植户应选择晴天来
进行通风，遵循“晚通风、早
盖棚”的原则进行，早上把棚
拉开后，1个小时后将上风口掀
开 3 厘米左右，一般是在上午
10点半到11点左右，排出棚里
的湿气，并补充二氧化碳，为
光合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当遇到连续阴雨天气时，很
多种植户都会选择不通风，但
这样会导致大棚内的湿度过
高，进而引发各种病害。在温
度允许的情况下，种植户还是
要及时通风，将棚内的湿气和
有害气体排出来。不过阴天时
通风不能过早，最好是在 12
点-14点之间，以防棚内温度过
低。放风口大概在 6-8 厘米，
10-15分钟后关闭，半小时后再
打开一次，如此进行两三次就
可将湿气和有毒气体排净了，
对蔬菜的生长也没有什么妨碍。

看温度
若 棚 内 温 度 二 次 提 高 到

28℃以上时，就要准备第二次
通风了，将风口敞开 8-10 厘
米，对温度要求比较高的蔬菜
可敞开 6-8厘米即可。注意东
西两侧的放风口大小要根据风
向及时调节，温度高的地方早
一点通风，温度低的地方晚一
点通风，确保棚内温度一致。

看放风口
建议种植户在放风口下面设

置缓冲膜，来防止棚外的杂
草、尘土进入到棚内，也能避
免冷空气直接吹到放风口下面
的蔬菜，使蔬菜发生干边、破
皮的现象。安装了缓冲膜后，
棚内的冷空气会先挡到后墙
上，让冷空气和棚内的热空气
有个对流时间。

同时，大棚的入口处也可以
说是个大的通风口，在人进入
大棚时就会有冷风进入，导致
入口处的蔬菜低矮，甚至发生
冷害，所以种植户在棚口也要
设置棚膜，以作缓冲通道。

□北方蔬菜报记者姜文丽报道

为直观准确地了解棚内温度的变
化，不管是拱棚还是温室大棚，都需
要悬挂温度计。

近日，记者下乡采访时，发现许
多种植户棚室温度计悬挂方式与位
置，五花八门。根据经验，棚室温度
计并不是随便挂上就行了，挂在什么
位置、挂多少个都是有讲究的。否
则，温度计悬挂不合理，其显示的
温度就不准确，例如，将温度计悬
挂在放风口下，外界冷空气进入
后，冷暖交汇，温度变化频繁，温
度计显示的温度并不是棚内的正常
温度，这样很容易误导菜农进行不
恰当的农事管理，从而影响植株的
正常生长。那么，棚室温度计应该
如何悬挂呢？

当前，大多数菜农对于棚室温度
的监测主要依靠悬挂在钢丝上的温度
计，而温度计悬挂的位置和高度不是

随意的，更不是固定不变的，建议以
能够反映出蔬菜主要功能叶片的温度
为最佳监测温度。

那么，不同高度的蔬菜其功能叶
片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随着植株的
生长，温度的监测位置也会发生变
化。蔬菜主要的功能叶片区是指上部
三片幼叶以下、下部三片老叶以上的
叶片区域，该区域叶片发育成熟，光
合能力最强，是有机营养主要的合成
场所，因此控制好这片区域的温度才
能让蔬菜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棚室温度计悬挂建议：
一是不能高于植株生长点，也不

能在放风口之下，而要悬挂在棚室靠
近中间的位置 （南北向），百米以下
的棚室建议悬挂3个，百米以上的棚
室悬挂4个-5个。

二是温度计悬挂的高度，建议随
着植株的生长而不断上移，在幼苗
时，温度计可悬挂在植株的上部；当
植株生长到 40厘米后，温度计要悬

挂在植株中上部位置，随着植株的
生长，温度计不断提高，保证让温
度计的位置在植株中部或中上部功
能叶片区域。这样的温度监测才是
准确的。

三是温度计最好悬挂在种植行
内，或者也可以紧贴种植行，若是在
操作行，温度计受阳光暴晒可能导致
一定的误差出现。特别是在高温天气
下，温度计暴晒于日光下，不能准确
地反映出棚室内的温度，因此要对温
度计进行适当的遮挡，温度计遮挡的
方法有多种：一是将温度计悬挂于行
间，即植株中部叶片的位置，蔬菜叶
片既能够遮挡温度计，又可准确反映
出中部效率最强的叶片所需要的温
度。二是在温度计上方遮光。可采取
铺设报纸等方式，只对下方的温度计
进行遮光即可。三是在温度计上挂简
易遮光物体。如可在温度计头上套上
一纸杯，用于遮挡强光对温度计造成
的影响。

□北京日报报道

劳动效率为传统设施3倍的工厂
化番茄栽培技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25%的智能温室机器人、节省水肥超
10%的水肥管理技术……这是在北京
市海淀区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里的
场景。

智慧农业是发展趋势。海淀区
2021年实施了北京市第一个高效设施
农业试点，在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
建起10万平方米智能连栋温室，为京
津冀单体最大。目前该创新工场智能
温室面积已达21万平方米。

智能连栋温室里种什么？工厂化
种植番茄。据创新工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实践中集成创新了关键栽培技
术，让劳动效率达到传统设施的 3
倍，还创新了夏季多头苗、双头苗等
不同苗龄番茄嫁接育苗技术，种苗成
本降低30%以上，采收期延长30天以
上。水肥管理技术则在无土栽培环境

下节省水肥超过10%。目前温室内大
番茄产量每平方米超过42公斤，樱桃
番茄产量每平方米超过17公斤。

智能温室里谁来种地？有专用机
器人。针对大型连栋温室运营人力成
本高的问题，创新工场打造了设施农
业全产业链无人化或少人化的机器人

作业模式，开发了多传感器融合的机
器人导航定位系统、设施番茄花朵和
果实识别定位系统，番茄采收机器
人、喷雾机器人和自适应授粉机器人
大大节约了劳动力，还减少了25%的
化学农药使用，形成国内首个设施番
茄少人化蔬菜工厂。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供稿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
所滨海盐碱地生物资源评价利用创新
团队和烟草功能成分与生物合成创新
团队发现了新型山梨素类天然产物除
草先导化合物，为天然除草剂的开发
提供了分子模板和靶标基础，相关成
果发表在 《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
try）》。

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学除草

剂会导致环境污染和杂草抗性，开发
新型微生物天然产物除草剂成为新的
研究热点。相较于细菌而言，真菌能
够产生丰富的植物毒素，是天然除草
活性化合物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开发
新型微生物天然产物除草剂的重要来
源。

该团队筛选到一株对多种单子叶
和双子叶杂草具有显著除草活性的棘
孢曲霉TE-65L，从其发酵产物中获
得了5个新型山梨素类化合物。通过
波谱分析光谱计算，确定了该类化合

物的化学结构，并首次发现了其对杂
草的除草活性，其中2个化合物能够
显著抑制牛筋草胚芽和胚根的伸长，
其活性均强于阳性药草甘膦。

研究表明，该类化合物能够诱导
木质素生物合成途径，导致木质素积
累，并引起杂草种子细胞壁增厚，抑
制杂草的生长。该研究获得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天然除草剂分子模板，
扩展了天然产物除草剂的结构类型，
拓宽了山梨素类化合物的农业应用途
径。

棚室温度计悬挂不当误农事
核心提示：悬挂棚室中间位置，根据植株生长适时调整高度

能管理会采收 机器人当起种菜“一把手”

新型天然除草剂被首次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