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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浪县日光温室葡萄面积逐年增加， 但白粉病、 灰霉病、 霜霉病等病害频发。 通过对白粉病、 灰霉
病、 霜霉病等病害的发病症状、 发病规律进行调查分析， 提出了古浪县秋延后日光温室红提葡萄主要病害综合防
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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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 乌鞘岭北麓， 腾
格里沙漠南缘， 土地面积广阔， 光热资源丰富。
境内地势南高北低， 山地、 川地、 沙地各占 1/3，
平均海拔 2�500�m， 年均气温 5.57�℃， 年降水量
250�mm 左右， 蒸发量 2�500�mm 以上， 年日照时数
2�663～2�852�h， 气温日较差大于 14�℃［1～4�］， 适宜
红提葡萄日光温室栽培。 红提葡萄果实粒大， 肉
质硬脆， 色泽艳丽，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 18%～
21% ［5�］。 近年来， 古浪县充分利用丰富的阳光和
冷凉气候资源， 在海拔 1�700�m 以上的地区积极发
展秋延后日光温室红提葡萄产业， 通过人为控制

温室内环境因子， 将高寒冷凉区传统农业的劣势
条件， 转化为生产高档葡萄的优势资源， 发展日
光温室葡萄特色产业， 使红提葡萄在“元旦”、“春
节”采收上市，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全县种植面积
达到 350�hm2。 但由于葡萄白粉病、 灰霉病、 霜霉
病等病害给日光温室红提葡萄生产带来严重危害，
导致葡萄品质下降。 古浪县园艺技术工作站科技
人员针对日光温室葡萄主要病害的发病症状和发
病规律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 提出了具体的防
治措施， 以期为古浪县日光温室葡萄生产提供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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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现象。
8.1.3����割蔓再生 头茬瓜采收后， 在离根部 30�cm
处剪掉衰败的老秧， 利用基部的隐芽萌发后结果。
割蔓后 3～5�d 可长出新蔓， 10�d 左右可坐果， 膨
果快， 瓜较大而整齐， 比主、 副蔓持续伸展结果
的方式产量增加 4� 500～7� 500� kg/hm2。 要选择
10：00时后、 17：00时前， 棚内温度高、 空气湿度
小时割蔓， 以利伤口快速愈合。 剪老秧要求随收
随剪， 清出田间。
8.2 配套技术

选择早熟品种、 早熟栽培、 土壤肥沃、 管理规
范条件可实施多次结果， 每株 1次只留 1 瓜。 及时
防治病虫害， 特别是白粉病、 蔓枯病、 病毒病及蚜
虫。 清除杂草及腐烂果实和病株残体， 合理施肥浇
水。 前瓜收后立即结合浇水施尿素 15～20�g/株， 促
进新蔓形成。 当 70％～80％坐住瓜， 幼瓜核桃大小
时， 追施尿素 75～150�kg/hm2、 磷酸二铵 375～450�

kg/hm2、 硫酸钾 300～450�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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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秋延后日光温室红提葡萄主要病害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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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粉病
1.1 发病症状

初果期开始发病， 主要危害葡萄的果粒、 叶
片及新梢等绿色幼嫩组织。 叶片发病， 最初叶面
上产生细小、 淡白色的病斑， 随后逐渐扩大呈灰
白色粉末状， 严重时布满整个叶片， 叶背面呈褐
色花斑。 幼果发病， 病斑褪绿， 呈黑色星芒状花
纹并长出白粉， 严重时呈畸形， 果小味酸， 不易
成熟［6�］。
1.2 发病规律

病菌以菌丝体在葡萄枝条组织内越冬， 在葡
萄生长季节可进行多次侵染。 一般在 6 月下旬日
光温室棚内温度达到 25～28�℃、 湿度 60%以下时
开始发病， 7 月中旬随着空气湿度的降低逐渐进入
流行期， 葡萄栽植过密， 枝叶过多， 棚内干旱闷
热、 通风不良时有利于白粉病发生。
1.3 防治方法

一是加强棚内管理。 6�—8 月份避免棚内高温
干旱， 及时摘心绑蔓， 创造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
二是积极预防， 杀灭越冬菌丝。 冬季葡萄采收后，
将病叶、 病果、 病枝彻底清除出棚， 进行集中烧
毁或深埋； 葡萄落叶后及萌芽前 10�d， 在棚内对
葡萄植株、 前后屋面、 地面及棚内附属设施全面
喷施波美 4～5 度石硫合剂 2 次。 三是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可采用生物农药 2.3%奥力克—速净水剂
5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10�d 施药 1 次， 连喷 3
次； 病情较重时， 可采用 2.3%奥力克—速净水剂
300 倍与 25%嘧菌酯悬浮剂 800 倍混合液， 或
40%多硫悬浮剂 600 倍液交替喷雾， 每 7�d 用药 1
次， 连喷 5 次。
2���灰霉病
2.1 发病症状

花期和果实成熟期发病， 主要危害葡萄花穗
和果实。 花穗发病， 最初花序似被热水烫状， 呈
暗褐色， 表面密生灰色霉层， 花序逐渐萎蔫。 果
实发病， 先产生淡褐色凹陷病斑， 很快蔓延全果，
使果实腐烂［7�］。
2.2 发病规律

病菌以菌核、 分生孢子及菌丝体随葡萄病残
枝叶和僵果在土壤中越冬。 当棚内温度低于 18�
℃， 相对湿度达到 85%以上， 通风不良， 昼夜温
差大， 偏施氮肥时易发病。 古浪县日光温室葡萄
灰霉病每年有 2 次发病期， 第 1 次发病期在 6 月

上旬的开花期， 此时如遇低温多雨、 棚内空气湿
度大， 造成花序大量被侵染， 灰霉病将发生流行；
第 2 次发病期是在 9 月底至 10 月中旬果实着色
期， 此时降水较多， 土壤水分饱和， 引起裂果后，
病菌从伤口侵入， 导致果粒大量染病。
2.3 防治方法

一是加强棚内管理， 合理灌水施肥。 果实着
色期减少氮肥施用， 增施磷、 钾肥和叶面肥， 增
强植株抗性， 控制病菌扩散和侵染。 二是在花期
及时剪除多余的副梢枝叶， 创造良好的通风透光
条件； 在冬季落叶后和冬剪时， 彻底清扫枯枝病
叶， 集中烧毁。 三是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可选用
微生物农药 50%木霉菌粉剂 8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10�d 用药 1 次， 连施 3 次， 也可用 50%木霉
菌粉剂 30�kg/hm2+600�kg 米糠充分混匀后在地面均
匀撒施， 降低棚内湿度， 减少病源菌。 发病后期
可选用 40%嘧霉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和
50%木霉菌粉剂 500 倍液交替喷雾防治， 每隔 7�d
用药 1 次。
3���霜霉病
3.1 发病症状

该病主要危害葡萄叶片， 也能侵染嫩梢、 叶
柄、 花穗梗、 幼果等幼嫩组织。 叶片发病， 叶面
上产生半透明、 水渍状、 边缘不清晰的小斑点，
随后逐渐扩大为淡黄色至黄褐色多角形病斑， 病
叶易提早脱落。 嫩梢、 叶柄、 花穗梗发病， 病斑
初为半透明水渍状斑点， 后逐渐扩大， 病斑呈黄
褐色至褐色、 稍凹陷， 空气湿度大时， 病斑上产
生较稀疏的白色霉状物， 病梢生长停止， 扭曲，
严重时枯死。 幼果发病， 病斑近圆形、 呈灰绿色，
表面生有白色霉状物， 后皱缩脱落， 果粒长大后
发病， 一般不形成霉状物［8�］。
3.2 发病规律

病菌主要以卵孢子在葡萄残体或土壤中越冬。
我县日光温室葡萄霜霉病一般在 9 月初开始发生，
随着降水量增加， 棚内温度较低， 通风不良时易
发病。 若萌芽后偏施氮肥， 造成枝叶繁茂， 夏季
修剪时未及时摘心和整枝不彻底， 病菌容易流行
蔓延。
3.3 防治方法

一是加强棚内管理， 及时夏剪， 改善架面通
风透光条件。 注意除草、 排水， 降低地面湿度，
结果期增施磷、 钾肥， 提高植株抗病能力。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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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菌源。 结合冬季修剪进行彻底的清棚， 剪除
病、 弱枝， 清扫枯枝落叶， 集中烧毁或深埋。 冬
季深翻并增施有机肥， 在植株和地面喷波美 4～5
度的石硫合剂 1 次， 可杀灭大量越冬菌源， 减少
侵染源。 三是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可用波美 0.3 度
石硫合剂 + 硫酸铜 200 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 15�d
喷 1 次， 连喷 3 次； 发病后期用 72％霜脲·锰锌悬
浮剂 800 倍液， 或 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 200 倍
液喷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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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种植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瓜州
县大力发展高产、 优质、 高效农业， 甘草、 孜然
种植开始逐步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目前已成为瓜
州县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甘草与孜然混作套种
玉米是瓜州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科技人员近年来
示范推广的一项适于瓜州县冷凉灌区的高效栽培
新模式， 截至 2014 年该技术在瓜州县示范推广面
积达 133.3� hm2， 三年生甘草平均产量 22� 500�
kg/hm2， 孜然平均产量 900～1�050�kg/hm2�， 玉米平
均产量 7� 500～9� 000� kg/hm2， 平均经济效益达
54�450 元 /hm2。 现将甘草孜然混作套种玉米高效
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选择地块及茬口

选择土壤耕层深厚， 土地平整， 灌溉方便，
土壤结构适宜、 理化性状良好， 地力中上， 耕层

松软、 秋季深翻的地块。 要求 pH 在 8.0 以下。 前
茬除豆科作物外均可， 以小麦、 玉米茬最适宜。
2���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2.1 品种选择

甘草选用抗病能力强的品种乌拉尔甘草。 孜
然品种选择新疆的药用孜然。 玉米选择株型紧凑、
适合密植、 不早衰、 不易倒伏、 抗逆性强、 产量
高的中晚熟品种， 如酒 125、 农大 120 或郑单 958
等。
2.2 种子处理

选用千粒重在 14�g 左右、 纯度 98%以上的乌
拉尔甘草种子。 播前将甘草种子按大小分级后，
用碾米机分别碾磨至种皮呈黄白色时即可。 也可 1�
kg 乌拉尔甘草种子加 80％浓硫酸 30�mL 置于陶瓷
罐内， 用光滑木棒反复搅拌， 在 20�℃下处理 7�h

瓜州县甘草与孜然混作套种玉米高效栽培技术
张彩云

（甘肃省瓜州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甘肃 瓜州 736100）

摘要： 从选择地块及茬口、 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整地施肥、 播种、 田间管理、 采收等方面总结了瓜州县甘草
与孜然混作套种玉米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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