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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性粉剂1 000～1 500倍液交替喷雾，间隔7～10 d
喷1次，连喷2～3次。
6 及时采收
西葫芦果实间养分争夺十分激烈，早期的果实

若不及时采收，导致后期结瓜难以有充足养分，极

易化瓜。为避免化瓜和防止早衰，当根瓜重达100～
300 g时应及时采收。前、中期结瓜达400 g左右时适
期早收，以促进植株生长；后期结瓜数量减少，为
提高产量可适当晚收，一般在500 g左右时采收。

（本文责编：王 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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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荒山荒坡非耕地发展日光温室果蔬生产，
是近年来贫困山区提高土地利用率、缓解人多地
少矛盾的主要措施之一。但荒山荒坡土壤本身贫
瘠、有机质贫乏、土性冷凉、熟化程度低、粘重
僵板、耕性差。在日光温室建造中，由于机械作
业的过度碾压，造成土壤僵硬，使原有的土壤结
构和性状遭到破坏而造成土层浅薄，土体结构低
劣，通透性减弱，适种性变差，俗称“死土地”，
难以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的需要。日光温室果蔬
生产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
需要土层深厚、土壤肥沃、产能高的土壤。针对
荒山荒坡非耕地日光温室土壤状况特点，经过多
年生产实践，现提出如下相应土壤改良技术措施。
1 清理沙石及换土
在非耕地日光温室建造过程中，由于采用机

械作业，使深层大量砂石翻于地表，造成砂石与
土壤掺合，改变了土壤性质，降低了土壤质量。
应结合深耕彻底清除石块、砂砾等影响土壤质量
的杂物。对于砂石较多的地方要将砂石移除棚外，
并将温室外土壤移入温室内进行客土改良，以形
成深厚疏松的土层。
2 深耕曝晒、洗盐
荒山荒坡非耕地土壤由于长期闲置，未经过

深翻曝晒，致使土性冷凉、熟化程度低。为加快
新建非耕地日光温室土壤熟化速度，首先要在耕
种前深耕土壤2～3次，增加通透性和孔隙度，形
成深厚的耕作层，有利于作物根系下扎扩张；其
次在阳光最强烈的7～8月份，对深耕土壤曝晒30

d，然后浇水扣棚高温闷棚，既活化土壤，提高土
壤中有效养分含量，又可杀死土壤中的虫卵和病
菌。同时通过大量浇水，可冲淋土壤中的盐分，
降低土壤盐分浓度。
3 增施有机肥
新建日光温室土壤首要的问题是要增加土壤

的有机质含量。结合深耕，每年基施充分腐熟的
堆肥、畜粪等有机肥120～150 t/hm2 （禁生粪上
地）；或者翻压作物秸秆1.5万kg/hm2以上（粉碎成
10～20 cm的小段），然后浇足水，扣棚高温闷棚
曝晒。经过连续3～4 a的土壤改良，可形成良好的
蔬菜种植田。化肥施用量根据不同作物需肥规律
按测土配方施肥，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4 应用生物菌肥
微生物菌肥中有益活菌物质及多种天然发酵

活性物质，能在根部土壤繁殖形成有利于作物生
长的微生物优势菌群，调节根部的营养环境，恢
复土壤微生态平衡，而且在其生命活动过程中还
能产生各类植物生长激素，具有活化养分、改良
土壤、抑病菌、抗病害、刺激根系生长的作用。
结合深耕，将 EM固体菌肥300 kg/hm2与一定量有
机肥混合拌匀撒施 ,或用土壤多菌宝液体菌肥
15.0～22.5 kg/hm2对水适量喷施土壤，通过增加土
壤有益微生物群体，不断活化土壤，减轻土壤板
结，在培肥地力、提高化肥利用率，抑制农作物
对硝态氮、重金属、农药的吸收及净化和修复土
壤，降低病害发生及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良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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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土壤调理剂
使用土壤调理剂，既可促进土壤水稳性团粒

结构的形成，改善土壤内部孔隙空间关系，提高
土壤的总孔隙度，增加通气性孔隙度，协调土壤
中固、液、气三相比例，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提高土壤的生物学活性，增加土壤养分释放，还
能使土壤有适宜的坚实度、酸碱度。在非耕地土
壤中施用腐殖酸土壤调理剂，既可作为基肥施用，
又可作为追肥施用，做基肥时以穴施、沟施或撒施
为主，施入后耕翻土壤，用量为1 500～3 000 kg/hm2。
6 种植绿肥和叶菜
翻压绿肥对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

微生物活性、降低土壤容重等效果明显。同时可
大幅度提高土壤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和腐殖
质的含量。新建非耕地日光温室初茬最好种植绿
肥等改良土壤的豆科作物和一些对水肥条件要求
较低的蔬菜，如豆类蔬菜、小油菜、小白菜、小
芹菜等，种植一茬后可使土壤熟化程度提高，水、
肥、气、热逐步协调，理化性状好转后，再种植
对土壤肥力要求较高的果菜类蔬菜。如种植箭筈
豌豆，用种量90～105 kg/hm2，可产鲜草1.5万～
3.0万kg/hm2，最高达4.5万kg/hm2，以获得显著的改
良效果。

(本文责编：王 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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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二十八星瓢虫［Henosepilachna viginti原
octomaculata（Motschulsky）］属鞘翅目，瓢甲科，是
典型的有害瓢虫，以为害茄子和马铃薯为主。从
2007年在庄浪县水洛镇王庄村首次发现，近几年
持续向周边迁移，发生范围不断扩大，为害程度
加重，2013已在庄浪县普遍发生，对马铃薯产业发
展构成了一定威胁。我们于2007—2013年连续7 a
对其发生规律进行了调查研究，并结合生产实践，
提出了一套适合庄浪县实际的防治技术，取得了
很好的防治效果。
1 发生情况
二十八星瓢虫主要以成、幼虫啃食叶片，被害

叶片仅残留表皮，出现许多不规则近乎平行的半透
明弧状凹陷细纹，呈“天窗”状；或将叶片蛀成穿孔
仅留叶脉，危害严重时整株叶子被食而干枯死亡。
随着近几年庄浪县马铃薯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和降水
量增加，马铃薯二十八星瓢虫由2007年零星发生到
2013年普遍发生，发生范围、面积、为害程度逐年
加剧，其中2008—2010年在全县局部地区轻度发
生，发生面积分别占当年马铃薯播种面积的0.45%、
3.03%、4.97%，2011—2013年呈中度至偏重发生，
发生面积分别占播种面积的 12.13%、18.32%、
86.00%，特别是2013年5—8月降水量达590.8 mm，

为二十八星瓢虫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导致
虫害大面积发生，据8月中旬调查，全县发生面积
达到1.89万hm2，平均虫田率82.8%，虫株率68.3%，
百株虫量71头，其中在二十八星瓢虫始发地（水洛
镇王庄村）邻近的乡镇南坪、水洛、朱店、良邑等
地虫田率达到100%，虫株率90%以上，百株虫量
200头以上，危害程度不亚于马铃薯晚疫病。
2 发生规律
马铃薯二十八星瓢虫在庄浪县1 a发生2代，以

成虫群集在温暖向阳的墙缝、土层，或麦田、杂
草丛中越冬。5月中、下旬出蜇活动，先在附近杂
草上栖息。5月下旬开始产卵，6月上、中旬为产
卵盛期；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为第1代幼虫为害盛
期，7月中下旬为化蛹盛期，7月底8月初为第1代
成虫羽化盛期；8月中旬为第2代幼虫为害盛期，8
月下旬开始化蛹，成虫9月中旬开始寻求越冬场
所，10月上旬开始越冬。越冬代成虫寿命可达250
d左右。成虫多产卵于马铃薯苗基部叶背，10～50
粒纵立成块聚集，每头雌虫总产卵约在300粒左
右，最多的可达900粒。第1代成虫寿命一般45 d左
右，产卵期长达1～2个月，因此7—8月田间可同
时看到两代的不同虫态，2个世代相互重叠，此期
的危害也特别严重。幼虫共4龄，1龄幼虫多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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