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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秆细长 及时控旺

处于生长前期的植株，因底肥充足，
当幼苗缓苗后，为促进其开花坐果，有的菜
农又喜欢频频追施化学肥料，这样很容易导
致生长前期的植株出现徒长现象，表现为茎
秆细、拔节长、开花坐果少。因此，蔬菜生长
前期合理的控旺促壮是夺取高产的必备之
法。

适度控水控肥
根系具有向水向肥性，想要避免植株前

期徒长，缓苗后就要适当控水，有利于促进
根系深扎，形成强大的根群。建议菜农当看
到地表干燥再浇水，最好浇小水，并配合促
根的功能型肥料，如甲壳素类、海藻酸类生
根剂，可增加根系数量，延长根系长度，为控
旺促根加上“双保险”。同时，少施用高氮型
水溶肥，可叶面喷洒磷酸二氢钾、螯合态钙，
调整植株体内养分均衡，缓解徒长情况。适
当控水控肥也是避免茎叶发生“头重脚轻”
的重要措施。

压蔓控旺
为了防止植株徒长，很多菜农采用压蔓

的方式进行控旺。以番茄为例，具体的做法
是：在苗子长至吊蔓前，先让植株“跪”着长。
一般来说，一个种植行上有两个小行，当植
株第一穗花开花前，将第一行植株由北向南
统一朝西南方向“卧倒”，到了尽头后，转向
另一行再由南向北依次向东北方向“卧倒”，
这样每个种植行上两行“卧倒”的植株就会
呈现井然有序的交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植株的顶端优势（纵向生长势），抑制了
植株的营养生长，以促进植株的生殖生长，
利于开花坐果，为培育健壮植株打下良好的
基础。

喷洒控旺药剂
当幼苗徒长较为严重，通过控水控肥及

压蔓等物理措施难以控制时，可适当喷洒控
旺药剂，平衡植株的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
常用的控旺药剂有矮壮素、助壮素、叶绿素
等，但是提醒菜农朋友，控旺药剂最好单独
喷施，切忌混用，以防产生药害，并且喷药时
只喷植株顶部，浓度不要过大，且不要连续
喷施，以免控过了头。此外，喷洒控旺药剂还
要结合天气情况及植株长势，因地制宜，灵
活调整浓度，避免影响苗子的正常生长。

根系弱 别忽视地温

深冬季节气温低，地温也低，若低地温
持续时间过长，对根系生长极为不利。对于
早春茬蔬菜来说，幼苗缓苗后，地温低，根
系活力下降，营养供应不足，必然会影响幼
苗的长势，所以养根一定要注意提升地温，
从而提高根系活性。

地温是指地表5厘米以下土壤的温度，
地温不仅直接影响根系的发育，而且影响作
物根系吸收水分、养分的能力。蔬菜对地温
的要求比较严格，根系的适宜地温范围较
窄。通常地温保持在20℃-22℃是适宜根系
生长的温度。一般来说，对气温要求高的蔬
菜，对地温要求也高。以黄瓜为例，地温降
到12℃时，根系停止生长，地温降到8℃以
下时，须根开始枯死，叶片变黄。

冬季提地温方法
提高棚内气温。在冬季寒冷天气下，通

过提高棚温，可促进地温的提升与夜间地温
的保持。低温季节，常见的提高棚室气温的
措施很多，如适当晚拉早放保温被、合理放
风、白天增加棚内光照促进热量积累、悬挂
多层膜或设置棚中棚等，有条件的菜农可在
棚室内安装增温设备。

合理浇水施肥。浇水施肥也是导致地温
变化剧烈的重要原因，因而在低温季节浇水
施肥务必要合理。为避免地温下降，浇水要
选择在晴好天气的上午，地温与水温相近，
不会造成炸根现象。若是在冬季换茬，则建
议先浇水闭棚提升地温，而后再定植，利于
缓苗。地温低时，根系弱，追肥时就要特别
注意，建议多施用腐植酸类、氨基酸类功能
型肥料，改善土壤通透性，提高根系功能。

铺设透明地膜。有些菜农图省事，习惯
全棚覆盖黑色地膜，黑色底膜虽然有预防杂
草的作用，但是在冬季不利于地温的提升。
而铺设透明地膜后，光线可以穿透地膜，能
有效提高土壤温度，对地温的提升效果优于
黑地膜。若棚内杂草较多，想要兼具除草
功效，则可选择黑白条带地膜，提温防草两
不误。但不管选择那种地膜，覆盖时也不能
全棚贴地，以免影响土壤透气性，建议种植
行使用透明地膜，并起拱覆盖，操作行铺设
稻壳或碎稻草等有机物，既能够保持地温，
又能降低空气湿度，增加土壤有机质，一举
多得。

编者按 早春茬蔬菜生长前期健壮与否，对中后期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影响较大。然而受深冬季节不良
天气影响，早春茬蔬菜容易出现根系弱、黄叶、烂秆、斑点等各种生理性及侵染性病害，给植株健壮生长
埋下隐患。《北方蔬菜报》特别策划了“关注早春茬蔬菜种植管理”专题报道，本期从生长前期多发的生
理性病害和侵染性病害入手，通过加强管理，提前预防病害发生，为蔬菜高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幼苗勇闯病害关 苗旺根牢蹭蹭长
核心提示：提前预防黄叶、根弱、茎秆细长等生理性病害

叶片发黄 养护要先行

叶片是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深冬季节，很多菜农反映蔬菜还
没坐果，叶片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黄叶现象。

症状表现
菜农所说的黄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上部叶片发黄。一般是

顶叶发黄，嫩叶失绿黄化，也就是菜农常说的“黄头”现象；第二类
是中下部叶片发黄，表现为叶片从中下部开始变黄，逐步向上发
展，首先是大叶脉间出现淡黄色斑块，后整片叶全部褪绿变黄。

顶叶发黄一般是微量元素供应不足所致，特别是锌元素、铁元
素。例如，铁是多种酶的组成成分和活化剂，它参与叶绿素的合成，
在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中都有重要的意义。铁是不易重复利
用的元素，因而缺铁最先表现在顶端幼嫩部分，叶片脉间出现失绿
症状，在叶片上明显可见叶脉深绿、脉间黄化，黄绿相间很明显，而
下部叶片仍为绿色。当脉间失绿的现象下移时，幼叶已变成黄叶并
进一步枯化。缺铁时，根的伸长也受抑。

中下部叶片发黄，主要是植株缺氮、缺镁或者缺钾造成的，但
是按菜农的用肥习惯来说，这些元素缺乏并不是肥料用量不足，而
是过量施肥，导致元素间产生了拮抗作用，从而出现叶片发黄现
象。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黄叶，一旦叶片出现黄化，制造有机营养的
能力减弱，棵子就会逐渐衰弱，进而影响果实的膨大与转色。

预防措施
改善顶部新叶黄化，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叶片喷施富含锌、铁

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例如，叶面喷施螯合态锌铁叶面肥，迅速改
善心叶发黄的情况。叶面补肥治标不治本，关键还要加强根系养
护，增强根系的吸收能力。冬季地温低，根系的生存活力和更新能
力也将降低，直接影响微量元素吸收，因此，养好根系非常重要。建
议菜农浇水时，可冲施功能型养根产品，如甲壳素、海藻类、腐殖酸
类，起到生根、养根的作用。

由于中下部叶片发黄多是因菜农习惯偏施肥料所致，特别是
偏施大量元素肥料，过量的氮、钾会与中微量元素产生拮抗作用，
影响根叶对营养元素地吸和利用，从而使植株表现黄叶现象。想要
避免黄叶现象发生，平衡施肥很重要，例如平时管理过程中，通过
大量元素水溶肥与功能型肥料交替冲施，既保证养分供应，防止缺
素症引发黄叶现象，又能养护根系，促进养分吸收及运转。也可根
据植株长势将平衡型与高钾型、高氮型水溶肥交替使用，并结合叶
面喷洒全元素叶面肥，有效缓解黄叶现象。

□北方蔬菜报记者果志华报道

根系弱、叶片发黄或卷曲、茎秆细长等生理性病害，一直是
早春茬蔬菜幼苗期壮棵生长必过的一道“难关”。那么，幼苗初
期发生的生理性病害应该如何预防呢？

关注早春茬蔬菜种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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