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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不少菜农反映棚
内结果盛期的黄瓜，发生了许多
生理性问题，导致产量低、品质
差。本期从黄瓜上容易出现的三
种生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希望
能引起大家重视。

黄瓜瓜打顶

症状表现
黄瓜“瓜打顶”，也有的是

“花打顶”，是一种生理性病害，
可见于不同生长阶段的黄瓜。当
植株长势弱、气温较低时，更容
易发生，如一大茬黄瓜在春节前
后容易出现该种异常。

具体表现为植株生长停滞，
生长点紧聚不舒展，生长点附近
的节间变短，当生长点处出现雌
雄杂合的花簇状，不能生成新
叶，呈现花抱头，即“花打顶”；如
顶端出现小瓜纽，形成一簇瓜
胎，则是“瓜打顶”。

该类植株的中下部叶片浓
绿，叶片不舒展、表面多皱缩和
突起，生长几乎停滞。如果不及
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缓解，黄瓜
结瓜能力会减弱，甚至会出现长
时间的歇茬现象。这既会影响黄
瓜的品质，又会造成严重减产，
需要菜农谨慎对待。

引发原因
在实际生产中，引发黄瓜

“瓜打顶”的原因很多，对此，菜
农应找准引发原因。

温度过低。近期，气温有时
降低，尤其是夜温偏低，昼夜温
差大，同时日照时间变短，这种
环境条件利于黄瓜花发育成雌
花。而过多形成的雌花会消耗大量

的有机营养，此时植株生殖生长分
得较多的营养，使得正常的营养生
长受到抑制，进而导致植株出现
了生长点异常的情况。

当植株矮小或长势偏弱时，
便会加速该种情况的发生。这也
是新定植黄瓜出现“瓜打顶”的主
要原因。如果前期留瓜较多，消耗
了过多的营养，植株负担较重，也
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根系功能不足。这可从多方
面来分析，首先是底施粪肥不当
伤根，如底施未经腐熟的粪肥，
或穴施药剂和肥料不当时，使得
黄瓜根系发育不良或受伤，吸收
能力弱，会形成苗期的“花打
顶”。其次是土壤环境差。如一次
性浇水过多，土壤湿度过大，环
境郁闭造成沤根现象，导致根系
吸收能力差；或是土壤板结，透
气性不良，根系活性下降；或者
是冲肥次数过频，用量偏大，使
得土壤盐溶液浓度过高，也会造
成伤根，这些都是加速黄瓜“瓜
打顶”的主要原因。

生长调节剂使用不当。当黄
瓜进入稳定结果期前，若管理不
当，很容易出现生长失衡、难坐
瓜的情况，此时，菜农会选择喷
施乙烯利、增瓜灵等，用以促进
雌花的形成，若一次性用量过大
或连续使用，使植株体内内源激
素过高，也会形成过多的雌花，
进而出现“花打顶”的情况。

肥害或药害。一次施肥过多
或喷药不当产生药害时，也会造
成“瓜打顶”的现象。

应对措施
了解引发黄瓜异常的原因

后，菜农可结合各自棚室的具体
情况，对症进行缓解，确保黄瓜
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首先是减轻植株负担。对于

结果期的植株来说，菜农应及早
摘除植株上的大部分瓜条及新萌
发的雌花、幼瓜等，并同步摘除中
下部的老叶、黄叶、病叶等，来减
少营养消耗以减轻植株负担。

其次做好环境调控工作。一
是保证适宜的温度，确保棚温在
13℃—30℃，昼夜温差保持在
15℃左右。夜温较正常管理稍
高，利于植株的营养生长，不利
于雌花的分化，以促进植株快速
恢复正常生长。二是确保土壤环
境良好，根系生长快，功能强大。
合理浇水，保持适宜的土壤湿
度，按需冲肥，不可过量，营造适
宜根系生长的土壤环境条件。

再是促进生长，补充营养。
此期植株营养生长不良，那么，
菜农可适当冲施或喷施平衡型
肥料，并配合施用功能型产品，
起到补充营养、优化土壤环境和
增强植株活性的作用。

最后是谨慎使用生长调节
剂。当前，大部分的黄瓜品种为强
雌品种，进入结果期后，瓜码密，
但此前受不良环境影响也会出现
难坐瓜的情况，对此，菜农在喷施
生长调节剂时，还应结合品种特
性、植株生长状态及天气情况，灵
活选择促雌产品及用量。或者是
定植缓苗后，连续使用功能型产
品，喷施、冲施结合，同样能保证
植株进入稳定结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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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果期生理病：一棚一策精心防治
核心提示：瓜打顶、皴皮瓜、畸形瓜等病害及早预防

编者按 冬春季节不良天气较多，蔬菜生长速度缓慢，但往往挂果量不减，一旦管理不当，瓜类
蔬菜就会出现瓜打顶、皴皮瓜、茄果类蔬菜畸形果、脐腐病、空洞果等问题，直接影响产量和效益。为
了避免蔬菜结果盛期出现生理性问题，《北方蔬菜报》特别策划了“早春茬蔬菜种植管理”专题报道，
从症状表现、引发原因、预防措施等方面作了梳理分析，以供种植户参考使用。

畸形瓜

症状表现
棚室中常见的畸形瓜有大

肚瓜、尖嘴瓜、蜂腰瓜以及弯瓜。
病因分析
尖嘴瓜主要是瓜条生长发

育前期营养不均衡引起，因此在
新蔓上出现的较多；大肚瓜是瓜
条生长中后期营养供应不足引
起的，因此主要出现在老蔓上；
蜂腰瓜主要是生长中期营养供
应出现不足或波动引起的；生产
中出现以下问题时会导致畸形

瓜的出现。
植株徒长：营养生长和生殖

生长不均衡，叶片制造的营养主
要供应顶端，往果实转移的少，这
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刚开始座瓜的
新蔓上，导致的尖嘴瓜较多。

植株衰弱：植株叶片制造
的营养无法满足植株正常生长
的需求，一般出现在结瓜后期，
长出现一些弯瓜或大肚瓜。

植株长势正常但坐瓜过
多，叶片制造的营养无法满足
瓜条的需求。

植株遇高温、连阴天等不
良天气，导致植株光合产物不
足。

应对措施
平衡植株营养供应。对于徒长

的植株可以通过控旺、冲高钾肥、
喷营养转移素的方法来缓解；而对
于营养不足引起的畸形，可以通过
适当疏果、喷叶面肥、冲平衡型肥
料的方法来缓解。

养根。要想植株高产稳产，强
壮的根系是关键，苗期注意蹲苗、
结瓜期常冲菌肥和生根剂，如海
藻酸、甲壳素等。

注意及时补充中微量元素，
保证营养的平衡供应。

加强棚中的温湿度和光照
管理，确保黄瓜有良好的生长环
境。

小黄瓜皴皮

症状表现
小黄瓜表皮上出现凹陷的白色长条状斑，有些

还流出少量白胶，严重的像长了一层皴。发生这种现
象的部位只是凹陷，但不腐烂，有的病斑上还有琥珀
色、小米粒大的胶粒。

病因分析
导致小黄瓜皴皮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通风、蘸

花药浓度、缺素、药害等等。
应对措施
一是合理控制温度变化，放风注意方法。出现皴

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温度变化过快，尤其是放风时
速度过快，导致棚内温度下降速度过快，果皮受冷收
缩过快，最终导致出现皴皮。

预防的办法就是放风时采取从小到大的方法，
一般先放小风15-30分钟后，让小黄瓜慢慢适应温
度，再把放风量加大到中量，半小时后逐步加大放风
量到最合适的放风量，这个过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
放风的节奏。大棚智能放风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
它的优点了，可以自动根据大棚里的实际温湿度，自
动进行放风。

二是根据天气变化调整管理措施。春季气温变化
剧烈，菜农应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大棚管理措
施。在高温时及时降低蘸花药浓度，做好分次通风；低
温时，避免浇大水增加棚内湿度，加强保温，适当通小
风。浇水时尽量小水勤浇，采取膜下浇水等方法。通过
不同的管理措施搭配，确保棚内温湿度较为稳定，减
少外界剧烈变化的气温对棚内小黄瓜的影响。

三是合理补钙增强果皮韧性。小黄瓜产量高，对
肥料的需求也大，菜农追肥大部分以氮磷钾全水溶
性肥料为主，普遍缺乏施用钙肥等中微量元素。对于
小黄瓜来说，对钙肥的需求量仅次于钾肥，略高于氮
肥。而菜农追肥时，过分追求氮磷钾，忽视了钙肥等
中微量元素的使用，造成缺钙和微量元素缺乏，影响
了小黄瓜的正常营养需求。

钙肥对于提高果皮强度，提高抗皴裂能力，增加
产量极为关键。建议菜农在底肥中增施钙肥，在缓苗
期和结瓜期，每月轮换冲施1-2次硝酸钙或者悬浮
钙等。也可以叶面喷施含钙叶面肥等，不但可以直接
补充钙肥，还可以促进老化叶片中钙肥向外转运，提
高钙肥的利用率，从而提高产量，减少皴皮发生。

四是药物防治病害要注意浓度和打药时间。小
黄瓜在生长过程中容易出现霜霉、角斑、炭疽、蔓枯、
靶斑等病害，在进行药物防治时，大部分人都会多重
药物一起混用，这就一定要注意药液的浓度，防止因
为药液浓度过高出现药害，造成皴皮。另外也要注意
喷药时间，切忌在太阳直射高温时用药，选择在下午
四点以后喷施，这个时候温度不会太高，放棚时药液
也能完全吸收。

通过以上措施搭配管理，就能够很好地预防小
黄瓜皴皮，一旦出现皴皮，对于没有商品价值的小黄
瓜，要及时摘除，防止浪费营养，并且要及时进行管
理措施改进，防止再次出现皴皮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