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牛冬痢的诊断与防治

冬春两季黄牛常发生空肠弯杆菌病， 俗称

为牛冬痢，其发病急、感染快，如得不到及时治

疗，就有死亡危险。

流行特点： 牛冬痢病多发生在冬季气候恶

劣的突变环境，不分年龄大小黄牛均可发病，但

成年牛病情较重，传染快，一夜之间可使牛群中

30%

的成年发病，突然出现腹泻。

临床症状：病牛出现腹痛症状，呻吟、反刍

减少，肠音强，且有气泡音，并排棕色腥臭水样

稀便，有的混有血液，有的几乎全是血液和血凝

块，在发病前期一周无症状，采食正常，随着病

情的加重，腹泻加重，而后期有脱水症状，有的

继发败血而死亡。

治疗：清热解毒、利湿行气止痛，口服加味

郁金散治疗。 处方为：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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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一天一剂，水煎灌服，连服三剂为一

个疗程。

预防：发病期间，同群疑似健康牛，也要投

喂加味郁金散，可有效控制该病的扩散。 冬季，

可在饲料中加喂益生素来改善瘤胃内环境，另

外要搞好牛舍的卫生，经常消毒，保持空气的清

新以防控该病。 （南洲）

冬油菜促弱控旺保安全

越冬技术意见

2024

年秋冬种以来，长江流域油菜主产区

气温比常年偏高

2-3℃

，墒情较好，一类苗比例

明显高于上年， 但部分早播和密度过大田块出

现旺长，部分旱地直播油菜因伏秋连旱、气温偏

高导致出苗推迟

10-20

天， 造成今年苗情旺弱

并存、两极分化。 小雪到冬至，是长江流域冬油

菜实现秋发壮苗的关键时期。 各地要提前做好

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 把控旺长促壮苗作为当

前油菜生产的重点工作来抓， 切实加强分类管

理，促进苗情转化，确保壮苗越冬。

（一）防控旺长。 油菜防控旺长的有效手段

是化学调节， 每亩可用

15%

多效唑

40-60

克或

5%

烯效唑

30-45

克，严格按照说明书用量兑水

均匀喷雾，可以有效控制地上部分生长速度，促

进根系发育，降低株高，提高分枝和抗倒性。 同

时，减少冬前追施尿素量，增加钾肥用量。 对已

经抽薹的旺长苗，可以按照“一菜两用”模式，在

薹高

40

厘米时摘薹

15-25

厘米，既能达到化控

效果 ，又能增加菜薹收益 ，而且不影响油菜

籽产量。

（二）促弱转壮。部分田块因干旱推迟播期，

出苗晚、长势弱，要抓住越冬前管理窗口期，加

强肥水运筹，促进苗情转化。 及时中耕追肥，可

亩增施

5-10

公斤尿素提苗，促进早发壮苗。 也

可喷施胺鲜酯、 芸苔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

促进油菜生长，加快苗情转化。 明显缺苗地块，

可以在出苗较好的田块及时匀苗间苗 、移栽

补苗。

（三）防冻越冬。 入冬前，通过施用腊肥、喷

施制剂等， 可有效提高油菜抵御低温冻害的能

力。 正常油菜，冬至前每亩追施尿素

5

公斤和

3

公斤氯化钾，或增施农家肥，结合中耕培土，可

增强植株细胞持水力和土壤中的盐分浓度，提

高根系抗冻能力。在低温来临前

10-15

天，喷施

植物生长调节剂、氨基酸水溶肥、新美洲星等抗

逆剂，可起到一定的促生长防冻害效果。

（四）防病治虫。 冬油菜主产区总体气温偏

高， 有利于病虫草害高发， 要及时指导科学防

治、推进专业化防治，最大限度减少病虫草害损

失。 对根肿病，及时清理病株，或结合蚜虫、菜青

虫的防治， 用氟啶胺、 生根粉加吡虫啉叶面喷

施， 发病初期可用氟啶胺溶液灌根处理。 对虫

害，可用噻虫嗪防治蚜虫，用溴氰菊酯或阿维菌

素防治菜青虫。 对草害，可用盖草能或烯草酮防

除禾本科杂草，或进行浅中耕锄草，抑制杂草生

长。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做好防寒管理

让大棚蔬菜“安心”生长

冬季，我国多数地区气候寒

冷，温度较低，还常常出现大风、

降温 、降雪等天气，对农业生产

影响较大。 做好防寒保温工作，

使蔬菜避免受到低温伤害，是冬

季大棚蔬菜管理的关键。 近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泾阳实验站

站长张明科 ，从环境调控 、水肥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给出意

见建议，帮助菜农做好棚室蔬菜

的管理工作。

冬季大棚常缺“光”，要怎

么补？

光照是限制大棚蔬菜产量与

效益的重要因素。 光照不足时，

不仅影响蔬菜的正常生长，还会

直接影响大棚内的温度、 湿度

等。 那么大棚该如何补光呢？

张明科说， 要选择透光性好

的薄膜，并保持薄膜的清洁和完

整。 同时，可以通过在棚内后墙

处设置反光幕、覆盖银灰色地膜

等方式，增加光照强度。

在冬季日照光照时间短的情

况下，可以采用早晚人工补光各

2

小时的方式延长光照时间。 一

般来说，每天的光照时间应保持

在

10

—

12

小时以上， 以满足蔬

菜生长的基本需求。

如何调控大棚湿度？

冬季， 大棚长期处于密闭环

境，浇水施肥后，高温情况下水

分蒸发易造成棚内湿度过大，而

高温高湿为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在大棚

蔬菜种植中，湿度管理也尤为

重要。

张明科建议， 可采用滴灌技

术合理灌溉， 保持土壤湿润，避

免水分过多导致土壤氧气不足，

令根系呼吸受阻。 同时，冬季蔬

菜浇水要做到“三浇三不浇”，即

晴天浇水、阴天不浇，午前浇水、

午后不浇，浇小水、不浇大水。

此外， 可以通过通风换气，

降低棚内湿度；也可以通过水肥

耦合施用， 提高水肥利用率，增

加作物产量。

如何预防棚内病虫害？

张明科说， 冬季棚内病虫害

的防治以病害防控为主，虫害防

控为辅 ，并要采取综合技术措

施。

首先， 通过调控环境， 预防

病害发生。 多数真菌性蔬菜病害

（除白粉病外） 发病的最适气温

为

15℃

—

25℃

，最适空气相对湿

度为

90%

以上，持续时间

4

小时

利于发病，每天低于

2

小时发病

较少。 因此，建议种植户合理控

制大棚温度、湿度 ，降低病害发

生几率。

其次，定植前应加强大棚的

清洁 、消毒工作 ，减少病虫害的

源头，可以采用农业防治 、物理

防治 、 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相

结合的方法来控制病虫害 。 在

选择化学农药时， 要注意选择

低毒 、高效 、环保的农药品种，

并 严 格 按 照 用 药 说 明 进 行 使

用 ， 以避免对蔬菜和环境造成

污染。

最后， 在栽培过程中， 要注

意定期监测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确保蔬菜

的健康生长。

（谷幸 李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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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

为直观准确地了解棚内温

度的变化， 不管是拱棚还是温室

大棚，都需要悬挂温度计。许多种

植户棚室温度计悬挂方式与位

置，五花八门。但是棚室温度计并

不是随便挂上就行了， 挂在什么

位置、挂多少个都是有讲究的。否

则，温度计悬挂不合理，其显示的

温度就不准确，例如，将温度计悬

挂在放风口下， 外界冷空气进入

后，冷暖交汇，温度变化频繁，温

度计显示的温度并不是棚内的正

常温度， 这样很容易误导菜农进

行不恰当的农事管理， 从而影响

植株的正常生长。那么，棚室温度

计应该如何悬挂呢？

当前，大多数菜农对于棚室

温度的监测主要依靠悬挂在钢

丝上的温度计，而温度计悬挂的

位置和高度不是随意的，更不是

固定不变的，建议以能够反映出

蔬菜主要功能叶片的温度为最

佳监测温度。

那么，不同高度的蔬菜其功

能叶片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随

着植株的生长， 温度的监测位置

也会发生变化。 蔬菜主要的功能

叶片区是指上部三片幼叶以下、

下部三片老叶以上的叶片区域，

该区域叶片发育成熟， 光合能力

最强， 是有机营养主要的合成场

所， 因此控制好这片区域的温度

才能让蔬菜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棚室温度计悬挂建议：

一是不能高于植株生长点，

也不能在放风口之下，而要悬挂在

棚室靠近中间的位置（南北向），百

米以下的棚室建议悬挂

3

个，百米

以上的棚室悬挂

4

—

5

个。

二是温度计悬挂的高度，建

议随着植株的生长而不断上移，

在幼苗时， 温度计可悬挂在植株

的上部； 当植株生长到

40

厘米

后， 温度计要悬挂在植株中上部

位置，随着植株的生长，温度计不

断提高， 保证让温度计的位置在

植株中部或中上部功能叶片区

域。 这样的温度监测才是准确的

三是温度计最好悬挂在种

植行内， 或者也可以紧贴种植

行，若是在操作行，温度计受阳

光暴晒可能导致一定的误差出

现。 特别是在高温天气下，温度

计暴晒于日光下，不能准确地反

映出棚室内的温度，因此要对温

度计进行适当的遮挡，温度计遮

挡的方法有多种：一是将温度计

悬挂于行间，即植株中部叶片的

位置，蔬菜叶片既能够遮挡温度

计，又可准确反映出中部效率最

强的叶片所需要的温度。 二是在

温度计上方遮光。 可采取铺设报

纸等方式，只对下方的温度计进

行遮光即可。 三是在温度计上挂

简易遮光物体。 如可在温度计头

上套上一纸杯，用于遮挡强光对

温度计造成的影响。

（据《北方蔬菜报》）

棚室温度计悬挂不当误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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