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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果

症状表现
空洞果是指果皮与果肉胶状物之间有

空洞的果实。主要表现为果实表面有棱，外
形不饱满，果皮和果肉分离，果实出现空心；
有的果实表面虽没有明显的棱，但剖开后发
现果肉和胎座之间有空腔，商品性大大降
低，也影响了产量。

发病原因
空洞果的发生原因很多，一是在早春季

节遇到阴雨雪天气，光照不足，光合产物减
少，果实内部供应的养分不足，容易产生空
洞果。二是在茄果类蔬菜开花坐果期间，若
棚室保温过度，特别是棚温过高（超过36℃
且持续时间长），花粉受精不良，果实发育中
果肉组织的细胞分裂和种子成长加快，与果
实生长速度不协调，就会形成空洞果。三是
在茄果类蔬菜坐果期，若肥水供应不足，植
株的营养状况不能满足果实膨大所需，从而
导致空洞果的形成。

防治措施
选择多心室的品种。正常情况下，心室

少的品种发生空洞果的几率远远高于多心
室品种，所以正确选择品种很重要。

棚内温度要适宜。近年来，随着大棚设
施的逐年改进，大部分棚室的保温性越来越
好。在晴朗天气下，棚内温度较高，如果菜农
温度调控不当，很容易导致棚室的夜间温度
偏高，使得植株出现徒长，减少养分流向果
实，进而产生空洞果。建议结果盛期棚内的
夜温最好不超过15℃，可以通过调整保温
被的下放时间进行调整。

合理施肥，改善植株无机营养供应。茄
果类蔬菜进入开花坐果期后，对氮肥的需求
量保持同一速度，至结果盛期达到吸收高
峰。钾肥需求量则逐渐加大，其中，钾对糖的
合成、运输及增大细胞液浓度、加大细胞的
吸水量，促使养分往果实中运输作用明显。
所以，此期菜农要适当增加钾肥的用量。以
番茄为例，当番茄果实直径超过3厘米时，
重点冲施钾肥，每亩冲施10千克-15千克，
不仅可以增加果实的重量，还可使得果实口
味好、色泽鲜艳。

减少激素用量。追肥时，菜农要选择正
规的肥料产品，特别是大量元素水溶肥和功
能型肥料，选用不含激素的产品。因为含激
素的肥料施用过多，往往造成果实生长过
快，而植株营养不足，就容易导致空洞果的
产生。

病果诱因有多个 可防可治有章法
核心提示：空洞果、脐腐果、筋腐果、茶色果等问题找准病因有效防治

脐腐果

症状表现
脐腐果通常在果实膨大期发病较多，发

病初期果实顶部呈水浸状暗绿色或深灰色，
随后变为暗褐色，病部果肉失水，顶部凹
陷，一般不腐烂。

发生原因
缺钙是引起脐腐果发生的主要原因，钙

是细胞壁和细胞间层的组成部分，能使相邻
的细胞相互联结，增大细胞的坚韧性，当果
实缺钙时，果肉细胞紊乱，失去控制水分的
能力，从而引起脐腐病的发生。另外水分供
应失调，如控水严重，蒸腾作用大，果实中
原有的水分被叶片带走，造成果实顶部细胞
失水，从而导致脐腐病的发生。

防治措施
改善土壤环境。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肥

料，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有利于植株
根系发育，从而增强植株吸收矿质元素的能
力。良好的土壤中水溶性钙含量高，利于植
株对钙的吸收和利用。钙主要通过根系吸
收，所以要冲、喷结合，以冲施为主。

均衡供应肥水。根系吸收钙元素是伴随
着吸收水分进行的，所以要保证土壤湿度合
理，过干或者过湿都不利于植株根系对钙元
素的吸收，一般土壤湿度适宜在60%左右。
同时还要注意平衡施肥，避免一次性施入过
多的氮肥和钾肥，土壤中过量的铵态氮和钾
离子会抑制根系对钙离子的吸收。

选择合适的钙肥。补钙时要选择好的钙
肥产品。如螯合态钙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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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选择矿物分子钙，具有不易被固
定，易于吸收，吸收利用率高，不受土壤、
天气逆境的影响，其中还含有硼及其他微量
元素，进一步促进钙元素的吸收。

茶色果

症状表现
茶色果是果实转色不良的一种表现，主

要症状为果实黄绿色，不全部转红。
发生原因
茶色果的诱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化学肥料施用过量，导致土壤盐溶液浓度过
高。另一个是温度过高或过低，茄红素无法
合成或被分解，即使使用乙烯利催熟，果实
也无法转红。

防治措施
创造适宜的棚室环境。当蔬菜进入膨大

转色期，要注意创造适宜的棚室环境，根据
天气变化放风，防止棚温过高或过低，并及
时擦拭棚膜和整枝疏叶，持棚膜干净，增加
光照，提高植株件间的通风透光性，有利于
果实转色均匀。

合理供应肥水。根据所种植蔬菜的需肥
规律来用肥，生长前期要注重氮肥的施用，
结果后则要注重钾肥的施用。也就是说不同
的生育期要变换不同比例的肥料。根据蔬菜
的需求来施肥，不但可以满足植株生长所
需，减少肥料用量，而且肥料的利用率也大
大提高，不会打破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平
衡。同时在蔬菜开花坐果前后及时叶面喷洒
中微量元素叶面肥，促进花芽分化，利于果
实生长和转色。

筋腐果

症状表现
筋腐果番茄果实上重要的生理性病害之一，一般发生在

果实膨大至成熟期，发病初期，病果外形完好，隐约可见表
皮下组织部分呈暗褐色，病害由果内向外发展，后期病部颜
色加深，切开后有黑筋。

发生原因
筋腐果主要是植株体内碳水化合物与氮素的比例下降失

调所致。通常植株体内的C/N适宜范围为（25-30）/1，如果碳
氮比值小于25/1，甚至20/1，则发生筋腐果的几率大增。

当菜农偏施氮肥，钾肥、硼肥不足，尤其是铵态氮过多时，
会引起碳水化合物与氮的比值下降，造成植株新陈代谢失常，
导致维管束木质化，而诱发筋腐病；冬季及早春季节根系生长
不良，根系担负着营养物质、水分的吸收，其中也包含对钾元素
的吸收，同时根系还能产生细胞分裂素向生长点部位输送，所
以根系生长不良也是导致筋腐果产生的原因之一。

防治措施
对于已经产生的筋腐果，无法挽回，只能及时摘除，避

免不必要的养分消耗。此外，菜农还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
管理，预防筋腐病的再发生。

一是减氮增钾。减少氮肥，特别是铵态氮肥料的施用。
早春季节地温低，铵态氮过量不仅容易出现铵中毒现象，影
响根系生长，而且还会抑制钾元素的吸收。因此，冲施水溶
肥时应选用硝态氮含量高的水溶肥。

二是叶面补硼和钾。可以通过叶面喷施液体硼和磷酸二
氢钾进行补充，减少或避免后续筋腐果的发生。

三是加强浇水管理。早春季节浇水应注意浇小水，避免
大水漫灌，土壤含水量大时，氧气含量降低，根系活力受到
严重的影响，进而影响营养元素的吸收和运输，也容易引发
筋腐果。

四是增强土壤透气性。地膜不要紧贴地面，也不要全棚
覆盖。换茬之前对于粘重的土壤可以增施有机肥，及时补充
微生物菌剂，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增加透气性。

□北方蔬菜报记者果志华报道

受春节期间的大量留果及深冬早春季节
不良天气影响，正值结果期的早春茬茄果类
蔬菜很容易出现空洞果、脐腐果、筋腐果、
茶色果等生理性问题，给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造成很大影响。建议菜农从果实生理病害的
发生原因入手，采取有效手段加强管理，防
治果实生理性病害。

一 学 就 会 一 用 就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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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早春茬蔬菜种植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