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是越冬果树逐渐进入旺

盛生长期和果树开花坐果的重要

时期，也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季

节。春季气象灾害较多，尤以低温

冻害和倒春寒最为突出。低温冻

害危害果树，严重影响果树的产

量和品质，为防止果树受到低温

冻害，保证丰收，广大果农应做到

以下具体的几点：

灌水或喷灌

:

寒流、霜冻来临

时进行喷灌，水遇到冷空气后冷

凝放出潜热 ，增高温度 ，减轻冻

害。当气温过低时，喷灌的水分会

在花和果上结一层冰，冰壳内温

度

0℃

以上， 可使花和幼果免遭

冻害。

萌芽开始时灌水或喷灌既可

增加空气湿度，缓冲温度降幅，又

可显著降低地温，延迟发芽。果园

灌水不仅使土壤含水量增大，土

壤的热容量和导热率也随之增

大， 白天温度降低， 夜间温度升

高， 接近地面的空气就不会暴冷

暴热， 对气温变化有极强的调控

作用。

补水施肥

:

霜冻往往使果树

的芽体、幼叶、花器和新梢等都遭

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为尽快恢复

树势，应加强肥水管理，补充树体

营养，提高果实的细胞液浓度，增

强树势的抗旱性和抗病力。 花前

花后追施有机、 无机生物肥或果

树专用肥等复合肥料， 配合喷施

斯德考普

6000

倍

＋

菲范

800

倍，

注意要连喷两遍，以恢复树势，提

高树体抗性。

熏烟

:

熏烟是预防冻害常用

的办法。一般每亩生烟

5～6

堆，均

匀分布在各个方位， 注意迎风方

向以密布为宜。烟雾剂配方是：锯

末

30％

， 细煤粉

35％

， 硝酸铵

25％

，柴油

10％

。堆草时一定要多

留几个透气孔，以保证熏烟效果。

然后将易燃物由洞孔置于草堆内

部，草堆外面覆一层湿草或湿泥，

这样烟量足且持续时间长。

(

辛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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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肥料配合施用技

术。有机肥、无机肥、生物肥料等

配合施用，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

作物产量和品质。有机肥与无机

肥配合施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以有机肥作基肥，化肥

作追肥或种肥施用；第二种是有

机肥与化肥直接混合施用。需要

注意的是二者不可以任意混合，

有些混合提高肥效，有些则降低

肥效，如硝态氮肥与未腐熟的有

机肥混在一起， 在厌氧条件下，

由于反硝化作用，易引起硝态氮

素转为气体散失。

大力推广化肥的深施技术 。

化肥深施是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和

土壤性质， 利用配方施肥技术和

肥料根际效应原理， 将化肥施人

耕层一定深度， 以利作物更好地

吸收，减少化肥挥发损失，提高化

肥利用率为目的的一种施肥方

法。 化肥机械化深施是在机械化

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等过程中，

同时完成化肥深施作业， 用机械

的方法控制施肥的深度、位置、数

量等技术指标。 由于化肥深施肥

料分布在作物有效根际范围，有

利于作物更好地吸收， 减少由于

表施或浅施化肥而造成的挥发损

失 。 氮素化肥平均利用率可由

30%

提高到

40%

， 磷钾肥深施可

减少风蚀的损失，促进吸收，延长

肥效，增产率一般可达

5%～15%

。

机械化深施还能避免烧种、 提高

功效、减轻污染。化肥深施可分三

类：

⑴

底肥深施。方法有两种：一

是先撒肥后耕翻； 二是边耕翻边

将化肥施于犁沟内， 以第二种方

法为好。要求施肥深度

6

厘米，肥

带宽度

3～5

厘米 ， 排肥均匀连

续。

⑵

种肥深施。要求种、肥间能

形成一定厚度，一般

3

厘米以上，

以满足作物苗期生长对养分需

求，可规避烧种、烧苗风险。

⑶

追

肥深施。 在距株行两侧的

10～20

厘米之间， 采取开小沟或打洞的

方法，深度应为

6～10

厘米，肥带

宽

3

厘米以上，施肥后注意覆土。

大力推广平衡施肥技术。平

衡施肥就是根据作物需肥规律、

土壤供肥性能与肥料效应， 在施

用有机肥的前提下， 提出氮磷钾

和微肥的适宜用量和比例以及相

应的施肥技术。“养分平衡” 在生

产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植物生长处于最佳的状态， 如根

系发达、秧苗健壮、正常开花、结

实，获得最高的产量和最佳品质。

二是植物具有最佳的抗逆性，如

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不易受到危

害。 达到养分平衡的施肥措施包

括四个方面： 一是充分了解土壤

和作物养分实况， 从而确定各种

肥料及配方的比例和数量， 为科

学施肥提供依据， 即测土配方施

肥。二是经试验、示范，摸索施肥

参数，找出最佳施肥方案。三是根

据作物需肥特点确定施肥量，即

根据高效施肥配方， 针对性地应

用作物专用肥、复合肥。四是贯彻

以最大限度提高施肥效益的方

针，确定追肥的最佳时期。推广平

衡施肥技术可提高肥料利用率

5%～10%

， 增产率达

8% ～10%

。

（胡启山）

提高肥料施用效果三大主要途径

�

众所周知 ， 绿色蔬菜施用

肥料和农药都有严格的要求， 就

是一般蔬菜地， 经常施用化肥也

有很多害处。 既影响蔬菜品质，

又会对土壤造成危害。 因此， 应

尽量减少化肥的用量， 做到与有

机肥料配合施用。

化肥污染蔬菜。 长期施用化

肥的蔬菜， 特别是过量施用氮肥

所生产的 “氮肥蔬菜”， 其茎叶

等可食部分， 均被硝酸盐严重污

染， 会使蔬菜中的硝酸盐含量成

倍增加， 硝酸盐在人体中容易被

还原为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是一

种剧毒物质， 它能引起人体的细

胞缺氧。

蔬菜难以保存。 全靠化肥生

产出来的鲜嫩蔬菜， 看起来茎嫩

叶肥， 不知情者以为质量上乘，

其实这种蔬菜硝酸盐含量严重超

标， 在堆放贮存过程中也容易发

霉变质， 提高有毒物的含量。 据

测定， 施用过氮肥的白菜比施农

家肥的白菜， 在冬春贮藏过程中

腐烂损坏率高

20%

以上， 硝酸盐

含量也成倍增加。 人畜食用变质

蔬菜中毒， 就是菜叶中硝酸盐危

害所致。

土壤结构会遭破坏。 蔬菜土

壤长期施用硫酸铵、 硫酸钾以及

含氯化肥， 会破坏土壤结构， 使

土壤板结， 失去柔性和弹性， 降

低通水透气性能 。 长期施用化

肥， 土壤胶体上的钙离子不断被

交换出来， 在雨水和灌溉水的淋

洗下， 硫酸铵、 氯化钙被淋洗到

土壤下层， 造成耕作层缺钙， 破

坏了土壤结构 ， 使土壤变得板

结， 肥力下降， 蔬菜长势差， 降

低产量。

造成土壤的酸化危害。 硫酸

铵、 氯化铵、 氯化钾、 过磷酸钙

等酸性化肥的连年大量施用蔬菜

地， 会使菜地土壤中残留大量的

酸类物质， 使中性土壤变酸， 酸

性土壤更加酸化， 既破坏了土壤

微生物区系， 又不宜于大多数蔬

菜的正常生长。

蔬菜地常施化肥害处多

□

湖南省沅江市农业局 李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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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早春低温如何防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