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冬来临，经常会遇

到寒潮天气的袭击。降温

过后，会导致蔬菜生产发

生冻害，为使大棚菜的损

失降到最低，应从以下三

个方面抓好管理：

在寒潮来临前加固
大棚

雨雪天、连阴天、寒

潮是冬季大棚菜的三大

气象灾害。它们可使塑料

大 棚 遭 受 毁 棚 之 灾 ，因

此，入冬以后，菜农要注

意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要

及时收听收看当地的天

气预报，防止棚的损坏。

1.要经常检查压膜线

的松紧度。压膜线南端固

定在地锚上，北端绑一沙

袋戳在北墙外，能随时调

节压膜线松紧，有很好的

防风作用。

2.修补大棚膜。用透

明胶带随时修补棚膜破

损部位，防止强风吹入，

臌坏棚膜。

3.准备相关材料。备

好一定数量的粗 10厘米、

长 1 米左右的沙袋，放在

后坡，当有风吹棚膜上下

摆 动 时 ，及 时 压 在 棚 膜

上，有很好的防风作用。

加强寒潮期间大棚
的适时管理

1.透光。在阴雨雪的

白天无光照时，必须揭开

部分草苫，让透进散射光，

菜秧仍可进行微弱的光合

作用，维持缓慢生长发育

需要。万不可整天不揭草

苫，让菜秧在黑暗中度过

白天，这十分不利菜秧生

长，也极易引发各种病害。

超过两天不揭草苫，就会

造成菜苗的萎蔫和死亡。

2.适时揭盖清理蒲苫。

在降雨雪天气温不太低时，

若白天开始下雪或下雨时，

要立即揭起蒲苫，停雪后清

扫棚膜上的积雪；若遇夜间

下雪，早晨扫完苫上雪后也

要立即揭起蒲苫；若是连续

数日下雪和雨，连续清扫，

只揭半苫或半苫的花苫，切

记不可不揭。有连续两天以

上的连阴天，晴天后万不可

一次全部揭开草苫，防止刚

度过灾害性天气的瘦弱秧

苗突见强光，加之棚内温度

骤增，使秧苗加大水分蒸

发，而土壤温度低，根系吸

水又极其缓慢，造成体内水

分失调而成临时性萎蔫。这

时应尽快放下部分草苫遮

光降温，等菜秧恢复生长

后，再揭开，反复两三次后，

菜秧就能正常生长。

3.保证棚内低温极限。

阴雨雪天棚内气温只要在

最低极限以上就不用加温，

对于茄果类（茄子、辣椒、西

红柿）或瓜类（黄瓜、西瓜、

甜瓜、茭瓜、南瓜）或豆类

（梅豆）的蔬菜品种，在育苗

和生长时期，对温棚温度要

求的最低极限不低于 5℃，

旬均最低温不低于 10℃；

温 棚 光 照 强 度 不 低 于

50Klux,因此在灾害性天气

的管理中,温光应按以上最

低标准去做,让菜秧在低温

下度过灾害性天气，减少体

内营养消耗，有利于晴天后

的恢复生长。否则将会出现

不良的结果。

寒潮影响大棚菜后
应采取的措施

1.剪去受冻的茎叶，

提高棚温。

剪去受伤的茎叶，以

免发霉病变，诱发病害。

提高大棚温度。一是

在温棚内临时性生火炉或

火盆，但一定要有烟囱，预

防植株体CO中毒，已冻植

株体叶片瘦黄或萎蔫。可提

高棚室温度 3℃-5℃。二是

有电源的温棚：在每畦的沟

两边铺地热线，提高地温和

棚温；用热风炉鼓热风，提

高室内温度；在棚室内挂浴

霸；点200瓦的大灯泡或40
瓦的日光灯管等。可提高棚

室温度 5℃-7℃。三是在温

棚外前立窗加立一层蒲苫；

在温棚内用 8号铁丝作支

持架，再盖一层棚膜；若植

株定植不久或才定植苗床，

即可在其上搭小拱棚，形成

双层覆盖，也可在蒲苫上盖

保温幕。这项措施可提高室

温3℃-5℃。

2.及时浇水，提升土

壤热容量。浇水能增加土

壤热容量，稳定地表及棚

内温度，抑制地温下降，有

效减轻和控制冻害发展。

水分管理的关键在于协调

好浇水与提高地温、降低

棚内湿度的关系，既要保

证蔬菜对土壤水分和养分

的正常需求，又要保持适

宜的土壤温度，还要尽量

减少棚内的湿度。刘子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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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玉米上市以来价格先扬后抑，抑后又

扬，引发了一波不错的行情，加工企业利润丰

厚任性收购叠加，华北玉米质量的衰落，造成

全国的玉米收购主体都涌向了东北大肆“抢

粮”，一时间东北玉米市场火爆异常，新玉米价

格更是不断攀升。为了掌握市场粮源，部分收

购主体甚至一天提价 50 元/吨，市场热情可见

一斑，牛市的“高潮”似乎还未退却，越来越多

的 农 户 也 在 “ 翘 首 以

盼”，但仿佛在突然之间

东北的个别收购主体已

开始小幅下调玉米的收

购价，持续升温的玉米价

格终于出现松动。未来

玉米上涨的行情是否还

将持续？恐怕已有不少

业内人士开始思考，但毋

庸置疑的是随着新粮源

的采购、备库达到一定阶

段，后市价格上升必然将

面临一些阻力，此轮行情

是否临近拐点，不妨从以

下几个方面予以思考。

优 质 玉 米 的 市 场 价

值效应显现。本轮玉米

行情走俏固然离不开深

加工的发力以及华北、黄淮玉米品质问题带来

的利多，除此以外，东北玉米“优质优价”的商

品特质也是因由之一。有消息称，2017 年黑

龙江玉米单产、品质为近年来最优，部分区域

有 95%以上玉米等级超过二等，部分收储企业

入库的玉米质量标准远高于国家收购指标。

优质玉米市场紧俏，有较高升值空间，新玉米

上市后，品质和价格优势立刻得到了市场确

认，一时间吸引了各类主体和贸易商云集东

北，加上一些天气因素和农户心理影响，阶段

性供需紧张造就了“抢粮”潮，玉米价格自然芝

麻开花节节高，但假设今年东北地区玉米的品

质状况没有这么优秀，玉米行情还能这么红火

吗？或许值得探讨。从消费来看，对玉米品质

要求最高的要数饲料群体，春节临近，肉蛋类

需求提振，促使饲料企业有较大的原料备货需

求，随着采购进行，库存充盈，未来采购心态必

将更为理性。当前国内养殖行业仍未全面复

苏，盈利状况一般，原粮价格对成本有很大影

响，继续魔性地提价收粮，恐怕压力较大，包括

一些对粮源品质要求较高的收储企业，随着在

东北地区采购轮换库存逐渐完成，恐怕也将慢

慢退出“抢粮”的舞台，何况现在东北玉米价格

已然不低，叠加近期物流费用上升和运输压力

大，东北粮源在关内的竞争力已经开始打折。

丰厚的利润水平引发的“任性”收购。对于

淀粉、酒精等深加工企业而言，不断上调收购价

格的动力主要来自丰厚的利润水平而引发的

“任性”，能够稳定粮源，确保开机正常运转是当

务之急。据了解，从华北到东北，在无补贴的前

提下淀粉加工利润从每吨 100多元到每吨几百

元，甚至到酒精企业每吨近千元盈利，2017年

确实是难得的好年景。近日有业内专业人士谏

言取消深加工补贴，恐怕一定程度也折射出了

政策制定部门的意图，在有利可图的现状下不

太可能通过增加财政负担来进一步烘托玉米市

场，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仍从玉米品质

的角度看，深加工企业对玉米的质量要求相对

较低，如果现阶段临储开拍，拍卖玉米的价格水

平恐怕对加工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更不用说酒

精企业对玉米的品质需求了，想来华北黄淮一

带还有相当数量的超标玉米有待消化处理，如

果未来这部分品质相对难堪的玉米进入“专项

消化”进程中，可能会有部分加工主体减弱或退

出优质玉米的争夺战，届时玉米行情恐怕也将

面临压力。更何况目前国内淀粉深加工库存不

断充实，但价格已经开始明显下调，企业利润有

所减弱，对加工企业来说后期制订的采购计划

也必然更为理性，再大手笔地上调收购价格并

不符合企业实际利益。

控 制 好 贸 易 成 本 便 于 未 来 找 到“ 接 盘

者”。目前南北玉米价格已经出现小幅“倒

挂”现象，国内玉米的牛市也给了进口玉米

“可趁之机”，虽说 700多万吨的配额进口量对

国内玉米市场的冲击有限，但高粱、大麦等替

代品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对于贸易商而言，

前期趁价格尚未暴涨可大肆囤货，现阶段收购

玉米免不得要精打细算，贸然跟风提价必然会

造成利润挤压缩水，也免不了要理性地做好收

购成本这方面内容。

大棚黄瓜目前正值结瓜期，但笔者调查

发现，有的黄瓜发生了萎蔫现象，严重的整株

死亡，令菜农很着急。分析萎蔫的原因主要

有枯萎病、细菌性枯萎病、根腐病、蔓枯病等

的危害，以及施肥不当导致的肥害所致。专

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菜农可酌情

参考使用。

1.枯萎病
病株先从下部叶开始凋萎，早晚尚能恢

复，最后全株枯萎。病株从近根部的茎上溢

出琥珀色胶状物，有的长出白霉，病茎的基部

缢缩，有纵裂，纵切病茎可见维管束变为褐

色。

防治方法：采用黑籽南瓜或南砧 1 号作

砧木嫁接。发病初期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

性粉剂 800倍液、农抗 120杀菌剂 100倍液灌

根，7-10天灌 1次，连灌 2-3次。或用多菌灵、

甲基托布津稍加水，制成糊状涂抹在病部，7-
10天涂抹 1次，连续涂抹 2-3次。

2.细菌性枯萎病
发病初期，叶片及茎部出现暗绿色水渍

状病斑，茎部变细，两端呈水渍状，病部以上

的蔓、叶先出现枯萎。进一步发展，整株迅速

枯萎死亡。发病后症状类似疫病，但喷杀真

菌的药物没有效果，剖开茎部用手挤压，从维

管束流出白色的菌脓，此点有别于疫病。维

管束不变色，有别于真菌性枯萎病。

防治方法：加强田间管理，增施有机肥，

勿偏施氮肥。及时防治黄瓜甲虫虫害，减少

传染途径。发病初期，喷施 72%农用链霉素

可溶性粉剂 4000 倍液、14%络氨铜水剂 300
倍液或 50%甲霜铜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7-
10天喷 1次，连喷 3-4次。

3.根腐病
发病初期病部呈水渍状，后呈浅褐色至

深褐色腐烂，病部不缢缩，维管束变褐色，但

不向上扩展，可与枯

萎病相区别，后期病

部组织破碎，仅留下

丝状维管束。植株生

长缓慢，中午叶片萎蔫，早晚恢复，逐渐枯死。

防治方法：发病初期，用甲基托布津 70%
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77%可杀得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喷雾。发病严重时，用 50%扑海因可湿性粉

剂 1000 倍 液 加 70% 代 森 锰 锌 可 湿 性 粉 剂

1000倍液灌根。

4.蔓枯病
主要发生在茎蔓上，叶和果实也可受害，

叶片病斑呈圆形或半圆形，茎部病斑呈椭圆

形、淡褐色，多着生在茎节上，病部溢出琥珀

色胶状物，干燥后为红褐色，纵裂后呈乱麻

状。

防治方法：发病初期，用 70%甲基托布津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 500倍液或 97%恶霉灵可湿性粉剂 3000倍

液喷雾防治，或利用上述药物灌根，或做成膏

状涂在病部。

5.肥害
部分棚基施化肥量过大，盲目冲施化肥，

使土壤溶液浓度过大，造成不发新根，根系吸

收的水分和养分不能满足黄瓜生长发育的要

求而导致瓜秧死亡。

防治方法：因肥害造成萎蔫的应视情况

浇 1-3次清水，采用水压肥的方式减轻肥害，

同时加大追肥间隔时间，减少追肥次数，缓秧

后追施一些含腐植酸的速溶肥料。 赵雪枫

随着冷空气入侵和降雪天气的出现，加

上运输和储存成本的增加，冬季蔬菜价格往

往会出现上涨，然而，今年洋葱却唱起了“反

调”，价格不涨反降，部分品种相对去年同期

甚至价格折半。

笔者走访北京新发地市场发现，今年黄

皮洋葱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下滑了两三成，但

还是卖不动。不光北京，放眼全国来看，各地

洋葱行情普遍低迷。卓创资讯提供的数据显

示，当前，黄皮洋葱的价格为 0.70-0.80 元/公
斤 ，去 年 同 期 为 1.0- 1.1 元/公 斤 ，同 比 下 滑

23%；而红皮和紫皮洋葱的价格，则从去年的

1.6-2.0 元/公斤下滑到 0.8-1.1 元/公斤，下滑

48.65%。导致近期洋葱行情低迷的原因涉及

库存和市场信心等多个方面。第一，货源充

足，国内市场受白菜、萝卜等低价菜冲击，洋

葱走货慢，价格难起，国内出口加工厂考虑目

前黄葱好货要价高，拿货量偏低。第二，冷空

气来袭，种植户出货积极。目前产地气温已

低至-10℃，不让货源过冬的储户出货积极，

看货定价，买方压价采购，行情显乱。第三，

从买卖双方心态来看，买方考虑目前产地货

源充足，且价格高，观望心态浓。

据了解，今年秋季，从甘肃、内蒙古到河

北北部，洋葱普遍获得大丰收。今年洋葱的

质量上乘，耐储性、适储性都很好，使得储存

商大量收购存储。因此，今年秋季洋葱丰收

以后，价格并没有出现季节性下降，甚至一度

略高于常年同期。

分析师谢磊表示，由于洋葱储存量过大，

其他品种的蔬菜价格比较低，洋葱的销售又

一直比较平稳，目前洋葱的库存量处于近几

年同期的高位，所以洋葱的价格从秋季开始

就一直稳定少动，以至于目前市场上的销售

价格与储存商秋季地头的收购价持平，储存

的费用、损耗的费用都需要储存商承担。

高库存使得洋葱市场承受较大的销售压

力，价格上涨乏力。与此同时，来年春天上市

的洋葱产量有望进一步增加。新季即将到

来，库存洋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纵观

全年，洋葱市场的行情悲喜交加，波动较大。

卓创资讯市场分析师贺坦预计，后期洋葱价

格受成本提高影响会出现小幅回暖，但上涨

有限。在此提醒种植户们要认清目前洋葱市

场的供需格局，尤其是

存储黄葱的货主们不要

过度盲目惜售，建议抓

住机会，积极出货。

纪翔

养殖户惜售情绪渐浓

“猪肉消费旺季即将到来，价格会稳中有

升，但春节前涨幅有限。”农业部市场预警分

析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国际

情报研究室副研究员朱增勇说。进入 12 月

份，随着全国大范围降温，运输难度增加，南

方制作腊肉的消费需求逐步开启，一定程度

上带动了猪肉消费回暖。由于养殖户惜售情

绪渐浓，二次育肥客户也看涨冬至前后行情，

生猪出栏周期延后，屠宰企业收购难度有所

加大，市场进入了周期性的供小于求的局面。

春节前，猪肉价格将有一波小幅上涨。

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

理刘通认为，近期猪肉价格比上个月同期有

比较明显的涨幅，除了受到肉价拉动以外，也

与生猪存栏时间加长有关。因为天气转冷以

后，许多消费人群对大体型白条猪的喜好程

度在增加，肥肉也比较畅销。大体型生猪的收

购价格超过标猪的价格，促使养殖场把生猪

养大，增加存栏时间，造成短时间内生猪供应

有所趋紧。

生猪产能正温和恢复

为何猪肉价格春节前虽有上升但涨幅有限

呢？业内专家认为，主要是因为生猪供给充足。

“ 规 模 企 业 快 速 扩

张，生猪产能正温和恢

复 。”朱 增 勇 如 是 说 。

2017年我国能繁母猪存

栏 量 整 体 处 于 下 降 趋

势。然而，受养殖技术效率提高的影响，全国

平均每头能繁母猪能够提供的有效仔猪数由

2013年的 15头左右提高至 20头，一些规模养

殖户和养殖企业每头能繁母猪能够提供的有

效仔猪数已经提高至 25头左右，虽然能繁母

猪存栏下降，但生产性能的提高促进了生猪

产能的恢复。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屠宰场在前

期一直压量抬价。他们把价格抬上去以后，其他

屠宰场上市量增加，导致周前期价格下滑。”刘

通认为，这种价格走势表明，生猪供应仍然是充

足的，只要价格有利可图，屠宰厂就会增加上市

量，少数厂家人为拉动价格，不会持久。

“综合供给端和需求端情况，近期猪肉价

格上涨纯属季节性的，生猪价格进入下降通道

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朱增勇建议小规模养

殖户根据自身情况掌握好出栏和压栏的灵活

性，切勿过度压栏。虽然猪肉价格在春节前期

能保持涨势，但是需要考虑近期饲料价格的行

情，过度育肥将导致饲料成本大幅增加。经日

玉米行情涨跌互现 优质优价效应显现

春节前猪价涨幅有限洋葱价格同比下降五成

1、园土消毒 每平方米床土用 3-5 克多

菌灵或溴化甲烷处理，以杀灭土壤中的病原

菌，防止土传病害的发生。

2、双层覆盖 在大棚内覆盖地膜或增设

小拱棚。覆盖地膜可使地表土壤温度提高

2℃，增设小拱棚可使蔬菜生长环境的气温保

持在 15℃以上。

3、设置反光幕在棚室后墙设置反光幕，下

端垂直地面，能增强弱光区的光照，提高地温。

4、改进架膜方式 用铁丝代替竹竿、竹片

架膜，用塑料绳代替竹竿为攀附物，能减少遮

光度，提高光合效益。

5、改进灌水方式 采用滴灌或膜下暗灌

的方式代替传统的大水漫灌，可使棚内空气

的相对湿度降低 10%以上。

6、撒草木灰 在大棚内经常撒草木灰，可

抑制猝倒病、立枯病等病害的发生，促使蔬菜

健壮生长。

7、增施二氧化碳 在棚内燃烧沼气，既提

高了棚温，又增补了二氧化碳气体。

8、巧妙施药 采用粉尘、烟雾等施药方

法，既没有喷雾施药法湿度加大的缺陷，又简

便易行，且药效稳定持久。

9、施用生长调节剂正确使用

外源性植物生长激素，可促进植株

生长，防止落花落果。 王贵仁

选种
选择抗病、高产、优质、外观形状好的西

葫芦品种。

整地施肥
西葫芦喜微酸性土壤，适宜的 pH 值为

5.5-6.8。西葫芦吸肥力很强，施用氮肥过多，

容易引起茎叶徒长，导致落花落果及病害发

生，施肥时应氮、磷、钾配合。一般情况下，每

收获 1000 千克果实，需吸收氮 3.92 千克，磷

2.13千克，钾 7.29千克。

播种育苗
无论是采用苗床育苗还是营养钵育苗，

都要先配制好营养土，这是培育壮苗的关

键。取 3份肥沃的、4年之内没有种过瓜类的

园田土，一份腐熟的圈肥，再加入少量柴草灰

和锯末，混合均匀、过筛，然后造畦或装营养

钵，准备好后即可播种，上覆土厚度 2 厘米。

完成此道工序以后，应在畦面撒少量拌有甲

胺膦的麸皮，防除地下害虫。之后，用小拱棚

薄膜封闭保湿，直至出苗。

西葫芦适龄壮苗的标准为 30天左右，具

有 3-4 片真叶，株高 10 厘米左右，茎粗在 0.5
厘米，叶柄长度与叶片长度相等，叶色浓绿，

子叶完好，根系发达。

幼苗期的温度管理
白天气温保持在 20℃-25℃，超过 25℃时

要通风降温。夜间气温保持在 10℃-15℃，最

低不要低于 6℃。这个时期，要适当控制水

分，出现明显的缺水症状可浇小水，浇水后要

注意通风，降低空气温度，预防病害发生。为

防止发生立枯病、枯萎病等病害，可兑上少量

的万枯一灌灵灌根 2 次；为预防叶片发生病

害，可每隔 7 天用甲基托布津或百菌清叶面

喷洒一次；为防除温室白粉虱、蚜虫、菜青虫、

斑潜蝇对幼苗的危害，可每隔 5-7 天喷施一

次针对性药物杀虫。 王惠平

结瓜期 大棚黄瓜萎蔫咋回事西葫芦冬季育苗法

棚菜丰产九招可用

本版图片摄影郭炳中

寒潮降温条件下 棚菜如何管理

主持人：大家好，这

里是山西省农村科技函

授大学 《农村微课堂》。

今天我们请来了大家的

老朋友，山西省农科院饲

料兽药研究所研究员宋

献艺。宋老师是养殖方

面的专家，以前的节目中

宋老师给我们讲解了猪

的营养与饲养技术。从

今天开始宋老师要给大

家介绍肉牛的营养与育

肥方面的知识。这期首

先给大家讲的是我省肉

牛养殖现状及问题。

宋老师：我省肉牛养

殖的现状不是十分令人

满意，还存在一些问题有

待改进。（1）发展速度相

对慢，水平不高；具体表

现是：牛的生产周期长，

出栏率低，出栏牛的屠宰

体重小，个体产肉量少。

（2）生产水平低，牛肉质

量差；其直接影响牛肉的

市场销售及价格，造成生

产效益差、产品竞争力不

强。（3）营养不足、饲料

不平衡；养殖肉牛需供给

充足平衡的饲料。要生产

牛肉，必须在牛日食入营

养物质超过维持自身需

求后有所剩余时才能实

现，而这部分需以平衡的

精料来提供。秸秆所供应

给牛的营养物质，仅能达

到维持或部分长肉之用。

而要生产高档牛肉呢？还

需必要的营养调控技术。

（4）“种、养、加、销”各个

环节相互脱节；（5）养牛

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科学养牛知识普及率低，

远比不上鸡和猪。

肉牛的营养与育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