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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菌素灭虫有优势
正确使用效果更突出

草莓结果期易结畸形果
掌握其中病因及早预防

□记者果志华编写

山东省青岛市一种植户电话
咨询：我种植的草莓常结多头、扁
平等畸形果，严重影响草莓的商
品价值。请问草莓畸形果是哪些
原因导致的？应该如何避免？

答：草莓畸形果种类很多，如
鸡冠状果、扁平状果、多头果、乱
型果、青顶果、僵果、空洞果等，生
产中造成草莓果实畸形的原因有
多种。

畸形果的形成原因
——品种特性。有的畸形果

是由草莓品种本身特性造成的。
当草莓植株开花时，花粉粒中的
淀粉能提供养分，可供花粉管伸
长生长，使其完成受精而具有发
芽能力，被称为花粉稔性。如果品
种稔性偏低，畸形果发生率就会
提高。另外，花序级数过高、品种
抗病性差，也会导致草莓产生畸
形果。

——施肥不当。草莓开花期
养分需求量大，如果施肥不平衡，
特别是氮多硼少会提高畸形果的
发生几率。因为氮肥施用过多，植
株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失去平
衡，草莓果实生长膨大得不到足
够营养，就容易产生畸形果。此
外，偏施氮肥会导致枝叶徒长、植
株间郁闭，形成通风透光不良、湿
度过大的郁闭高温小环境，不利
于果实生长。缺硼会让花芽畸形，
形成大而扁的花蕾，导致草莓果
实畸形。

——传粉不良。大多数草莓
品种的花为完全花，自花结实力
强，通过自花授粉可获得产量。但
草莓也是虫媒花，异花授粉畸形
果发生率低。草莓花期如果遇到
持续阴雨天或棚内小环境湿度过
大，就会造成花药开裂受阻，使花
粉传播不良，最终会影响雌蕊柱
头受粉导致果实畸形。连续阴雨
天气还会导致棚室内出现弱光环
境，造成花粉发育不良和发芽率
较低，影响授粉受精和果实正常
发育，从而结出畸形果。

——病虫害影响。草莓栽培
过程中会发生多种病虫害，其中
灰霉病、白粉病、黄萎病会影响草
莓光合作用，导致养分代谢受阻
形成畸形果。部分害虫如螨虫、斜
纹夜蛾等造成果实或植株损伤，
也会导致果实畸形。

在防病治虫时，用药不当会
导致草莓植株产生毒副作用，使
花粉发育受损而导致花粉发芽率
下降，从而增加畸形果的发生几

率，尤其是药剂浓度过大及花期、初
果期用药不当最易导致果实畸形。

预防畸形果的措施
一是选择优良品种。在选择草莓

种植品种时，建议优先选取花芽分化
较早、容易打破休眠、采收期较长且
抗性强的大果形品种。

二是培育适龄优质壮苗。最好选
用生长3片-5片新叶、根茎的粗度在
0.8厘米-1.2厘米、叶柄较短粗且没
有病虫害的匍匐茎苗进行栽培。定植
时要带土进行移栽，对幼苗成活非常
有利，要选择晴天下午移栽或阴天移
栽，有利于幼苗快速缓苗。

三是调控好棚内环境。白天将温
度控制在25℃左右，夜间温度控制在
12℃-15℃。棚内白天湿度保持在
55%左右。遇到连续阴雨天气，要想
维持植株后期生长势，建议及时运用
补光灯或电照补光的形式来延长光
照时间。

四是及时疏花疏果。将次品花和
畸形果及时疏除，利于养分集中供应
正常果实，减少养分浪费。及时将植
株下部病叶、老叶、黄叶等非功能性
叶片摘除，使植株周围通透、增加光
照，利于光合作用，既降低畸形果发
生率，又提高果实产量和品质。

五是合理施肥。遵循“科学施肥，
配方施肥”的原则，将无机肥、有机肥
合理搭配施用，注意适当降低氮肥用
量，增加磷钾肥用量，并根据植株的
生长情况及时补充钙、硼等中微量元
素肥料。特别提醒，草莓花前30天左
右应少施或不施氮素肥料。

六是合理防控病虫害。病虫害防
治原则是“勤检查、早发现”，争取将
发病中心及时、有效控制在较大面积
扩展侵害之前。严格控制农药的使用
次数和用量，杜绝花期及小果期用
药。最好是在草莓开花前及时将病虫
害控制住，若开花后发现病虫害，应
及时拔除病株、摘除病叶及花序，并
带离棚室掩埋，以控制病害进一步蔓
延。

□记者果志华编写

山东省临沂市一菜农电话咨询：阿
维菌素是农业生产中常见的一种杀虫
剂，与其他杀虫剂相比，阿维菌素有哪
些优势？使用时该注意什么？

答：阿维菌素被称为农业害虫防治
领域的“多面手”，可防治果树、蔬菜、
花卉等多种农作物中的小菜蛾、斑潜
蝇、螨类、蚜虫、蓟马、菜青虫、棉铃虫、
梨黄木虱、烟蚜夜蛾、烟草天蛾、大豆
夜蛾等害虫。

阿维菌素主要借助胃毒和触杀两
种方式发挥作用。当害虫接触或啃食
含有阿维菌素的药剂后，有效成分迅
速通过害虫的口腔、足节窝和体壁等
器官渗透至其体内，致使神经元休止
电位超极化，正常动作电位无法顺利
释放而引发神经麻痹，肌肉细胞会逐
渐失去收缩能力，最终死亡。这种独特
且精准的作用机制，使阿维菌素直击
害虫要害，高效实现杀虫目标，为作物
成长筑牢防护壁垒。

至少杀灭84种害虫
阿维菌素是一种高效、广谱的抗生

素类杀虫剂，可杀灭蜱螨目、鞘翅目、
半翅目（原同翅目）、鳞翅目等至少84
种害虫，减少了针对不同害虫需使用
多种不同农药的繁琐操作。在农业生
产中，用一次阿维菌素能同时防治多
种害虫，为农户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提升了防治效率。

当阿维菌素喷于叶片上，能有效渗
入植物体内，并在植物体内维持有效
浓度达一定时间，具备长效性。通常情
况下，其对鳞翅目害虫的持效期可达
10天-15天，而对螨类的持效期长达
30天-40天。此外，阿维菌素还具有微
弱的熏蒸作用，能够对潜藏于叶片背
面或缝隙中的害虫产生一定的防治效
果。

与传统杀虫剂无互抗性
阿维菌素的作用机制与有机磷、氨

基甲酸酯和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存在
本质区别，所以与传统杀虫剂之间无
交互抗性。在害虫对传统杀虫剂逐渐
产生抗性的当下，阿维菌素的这种优
越特性显得尤为珍贵。当害虫对其他
类型杀虫剂产生抗性后，阿维菌素依
然能够保持良好的杀虫效果。

阿维菌素在土壤和水中较容易降
解，不会造成残留，与土壤的结合力
强，被土壤吸附后，不会发生移动或淋
溶现象，常会被土壤中的微生物分解，
在水体中12小时内即可被分解。有实
验表明，用阿维菌素24小时-48小时
后，对蜜蜂无明显毒性，当残留量小于
等于12mg/kg时，对鸟类也不会造成
危害。另外，阿维菌素不会在植物体内

残留，不会在昆虫体内发生浓缩现象，
不会对捕食昆虫的哺乳动物造成严重
影响，也不会在环境中发生蓄积或在
生物链中产生富集现象。

日常使用注意事项
一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推荐剂量用

药，避免过量使用。
二是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尽管阿

维菌素相对安全，但人在配制和喷洒
过程中应佩戴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

三是选择合适的用药时机。在早晨
或傍晚用药，避免阳光强烈的中午前
后，从而提高药效。选择无风天气用
药，有助于减少药剂流失。防治钻蛀性
和潜叶性害虫时，应在卵孵化初期用。

四是喷洒均匀。药剂喷洒时，确保
药液均匀喷洒到植株的各个部分，包
括叶片的正反面，这样药液能覆盖在
植株表面，防治效果更好。

五是轮换用药。因长期单一使用阿
维菌素可能导致害虫产生抗药性，因
此建议结合其他不同作用机制的杀虫
剂交替使用，以达到更好地防治效果。
混配药剂时，最好不与碱性物质混用，
防止药剂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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