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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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陈立宏. 古浪县日光温室番茄晚疫病的发生与防治

［J］. 甘肃农业科技， 2013（4）： 63-64.
［2］ 郭吉林. 古浪县日光温室红提葡萄越冬管理技术要点

［J］. 甘肃农业科技， 2013（6）： 68-69.

［3］ 李兰辉. 古浪县冷凉灌区蒜薹丰产栽培技术［J］. 甘肃
农业科技， 2013（12）： 65-66.

［4］ 李兰辉， 康 乐. 古浪县沙漠沿线全钢架日光温室及
早春茬西瓜栽培技术要点［J］. 甘肃农业科技， 2014
（6）： 64-65.

［5］ 费 贇， 杨江山. 天祝县红地球葡萄设施延后栽培技
术［J］. 甘肃农业科技， 2011（6）： 74-76.

［6］ 樊 勇， 陈国华， 何凯文. 葡萄白粉病防治技术［J］.
农村科技， 2013（8）： 41-42.

［7］ 吕 兴， 王 松， 李 进， 等. 北京地区有机酿酒葡
萄园主要病虫害发生调查［J］. 中国果树， 2013（4）：
82-84.

［8］ 王 博. 葡萄霜霉病和白粉病的识别与防治［J］. 植物
医生， 2013， 26（6）： 11-12.

（本文责编： 郑立龙）

!!!!!!!!!!!!!!!!!!!!!!!!!!!!!!!!!!!!!!!!!!!!!!!!!!!!!

收稿日期： 2015-01-13
作者简介： 张彩云（1967—）， 男， 甘肃瓜州人， 农艺师， 主要从事农作物栽培、 病虫害综合防治研究、 土壤分析及改

良、 设施蔬菜试验、 示范及推广研究工作。 联系电话：（0）1389371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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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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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清水多次冲洗后晾干备用［1～4�］。 孜然种子用
50�℃温水浸泡并不停搅拌 15�min， 然后在 20�℃下
浸泡 12�h， 捞出晾干后待播［5�］。 玉米选用精选包
衣种子。
3���整地施肥

秋季深耕土地， 然后平整土地并施足基肥。
一般基施农家肥 30～45�m3/hm2、 磷酸二铵 30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600�kg/hm2。
4���播种

采用一体化套种方式， 同期播种。 将甘草和
孜然按 2∶1 的比例混合， 采用 1.45�m 宽的农膜进
行机械半膜覆盖混合穴播， 玉米人工点播。 总带
幅 1.50�m， 其中甘草与孜然混播带 1.20�m， 按行
距 15�cm、 株距 10�cm 混播 8 行， 甘草播量 45.0～
60.0�kg/hm2， 孜然播量 22.5～30.0�kg/hm2； 玉米带
0.3�m， 种 1 行， 株距 30�cm， 点播在每幅地膜的边
上， 播量 22.5�kg/hm2。 当地 5�cm 土层温度稳定在
10�℃以上时即可播种（一般在 4 月下旬至 5 月上
旬）， 甘草与孜然播种深度不得超过 2～3�cm， 每
穴 3～5 粒， 播后覆砂压实。
5���田间管理
5.1 间苗定苗

甘草幼苗长到 4 片真叶时开始间苗， 按株距
6～10�cm 定苗， 如遇缺苗， 应带土补植。 玉米播
后 7～10�d 即可出苗， 出苗后要及时放苗， 并用湿
土将地膜口压严， 缺苗少苗处可就近多留苗或催
芽补种。
5.2 中耕除草

当甘草幼苗长到 7�cm 左右时（6～8片叶）进行
第 1 次人工中耕锄草， 除草要除早、 除净。 播种
当年锄草 3～4 次。 甘草出现根茎后停止中耕锄
草， 以免伤根影响甘草正常生长。
5.3 合理调配水肥
5.3.1����追肥 播种当年结合灌水共追肥 4 次， 分
别在 6 月中旬追施尿素 150�kg/hm2， 7 月中旬追施
磷酸二铵 150�kg/hm2， 7 月下旬追施尿素 375～450�
kg/hm2， 8 月上旬追施磷酸二铵 300�kg/hm2。 甘草
生长第 2 年、 第 3 年均在 7 月下旬追施尿素 375～
450�kg/hm2。
5.3.2����灌水 播种当年需灌水 6 次， 分别在 5 月
中旬、 6月上旬、 6月中旬、 7 月中旬、 7 月下旬、
8 月上旬灌水， 每次灌水量 2�700�m3/hm2。 甘草生
长第 2 年、 第 3 年均在 7 月下旬灌水 1 次， 每次

灌水量 2�700�m3/hm2。 灌水不宜过深， 要及时排水
以防止死苗。
5.4 病虫害防治

甘草病害主要有锈病、 白粉病， 虫害主要为
红蜘蛛。 甘草锈病发病初期喷施 70%粉锈宁可湿
性粉剂 2�000 倍液， 间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白粉病发生时可喷施 25%粉锈宁可湿性
粉剂 1�500 倍液， 或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防治。 红蜘蛛发生时可喷施 40%
乐果乳油 2�000 倍液， 或 20%三氯杀螨虫乳油
1�500～2�000 倍液防治。 孜然主要病害为立枯病和
枯萎病， 虫害主要是蚜虫。 立枯病和枯萎病发生
时可用 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喷雾
防治， 间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蚜虫
发生时可用 40%乐果乳油 1�200 倍液喷雾防治。 玉
米病害主要为锈病， 虫害主要为玉米红蜘蛛。 玉
米锈病发病初期可用 40%多硫悬浮剂 600 倍液，
或 12.5%速保利可湿性粉剂 3�000 倍液， 或 25%敌
力脱乳油 4�000 倍液交替施用进行防治， 隔 10�d
左右喷 1 次， 连喷 2～3 次。 玉米红蜘蛛发生时可
用 15％扫螨净乳油 3�000 倍液， 或 20％扫利乳油
2�000 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 7�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6���采收

6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当孜然茎秆呈淡绿色、 籽
粒呈青黄色时， 即为最佳收获时期。 玉米苞叶发
黄， 籽粒变硬后及时采收。 甘草生长到第 3 年开
始采收， 分春季采收和秋季采收， 但以秋季采收
为好［4�］。 春季采收应在甘草未发芽前， 秋季采收
应在 10 月下旬。 采收后去掉泥土及残茎， 切除芦
头和侧根、 须根， 遮荫晾干， 打成小捆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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