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选瓜 和 吊瓜 留瓜 节位直 接影 响果 

实 的大小 、产量 的高低 。应选 留第 二或 第三 

朵雌花在 l 5～l 7节位上 坐的瓜 植株结果 

后 5～lO天 ，幼瓜 如鸡蛋大 时．应进行选 

瓜。每株 留 1个柄粗 、发育快 、无伤不畸形 

的瓜 ，主蔓优先 ，主 蔓上 留不住 时 ，可在侧 

蔓上 留瓜 ，其余未选 留的瓜应及时摘掉。 

当瓜长至重约 0．5千克 时．应及 时 吊 

瓜．以防幼瓜长大增重而坠落。在 果实下面 

用 草圈和 3根 吊绳把 瓜 吊起来 ．或用 8号 

铁 丝做成直径 l6-22厘米的圆圈，其上装 

网兜 ，用 4根塑料 绳把 该 圈栓 牢在 立 竿 

上。瓜盘要平 ．把西瓜置于盘上．瓜盘 可以 

用废纸板 等制成 。用塑料绳 吊秧 的．当瓜长 

到 2千克以上时，把绳解开．把瓜放在地 

面上 ．地面要平 ，最好用 草将瓜垫起或在瓜 

下铺 3-5厘 米厚的沙子 ．以免地面潮 湿瓜 

待烂 ．结瓜以上的茎蔓仍 然 吊起来。 

4．病虫害防治 

夏播西瓜 生长发育期正处于高温 多雨 

季节 ，各种病虫害极易发生和 蔓延。本 着预 

防为主 ，防重于治的原则，选用高效 、低毒 、 

低残 留的农 药。 

主要发 生的病害有 ：枯 萎病 、蔓枯 病 、 

炭疽病 、白粉病 等。枯 萎病 的防治主要应注 

意轮作。发病初期可用 7O名甲基托布津 

500-800倍 液 或 5O名代 森 铵 l OOO倍 

液 ．在 根部 周 围挖 穴浇 灌 ．每株 用 药量 

200-250毫升。也 可用 可杀得 lOl和农 

用 链霉 素 等份 配成 8O～lOO倍液 涂 于病 

株茎蔓基部，以杀菌治病。发病重的大棚栽 

培地应采用嫁接栽培。采用小拱棚覆盖后． 

炭疽 病 、蔓枯病较轻 ．若有发 生时 ．要及 时 

用 65茗代森锰锌 5OO偌液 、使百功 l OOO 

倍 液或 75茗多菌 灵 500N600倍 液 防治． 

7～lO天喷 1次 ，连 喷 3-4次。白粉病 可用 

白粉清 可湿性粉 剂 3 000倍 液或粉 锈 清 

2 5OO倍液 防治．每 7～lO天喷 1次。 

最严 重的虫害是蚜 虫和红蜘蛛 蚜 虫 

发 生初 期 可 用 5O名辟 蚜 雾 可湿 性 粉 剂 

2 000-3 000倍液喷洒。红蜘蛛可用一遍净 

5 OOO倍液或掌心雷乳油 l O00N1 500倍 

液 等杀 虫剂 防治 ，每 周 1次 ，直 至 杀灭 为 

止。 

5．采收 

夏播 西瓜 一般授粉 后 28～3O天就能 

成熟。采收时以上 午或傍 晚为好 。从瓜梗 与 

瓜蔓连接处用刀割下。就地供应 的应在九 

成至九成半熟 时采收。需运输 的可在八成 

熟 时采收。采收后 防 日晒雨淋 ，及 时出售。 

(云 南省双江县农业局 陈 丽 6773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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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浙江省各地在进行种植业结构 

调整 中．草莓种 植面积迅速 扩大 ．2004年 

全 省草 莓 面积 达 到 4．79公 顷 ．总 产 量 

9．62万吨，产值达 6亿 多元。但 品种单一 

化和越来越严重的草莓 病毒病．严 重制约 

着产业的发展和农 民增 产增 效。本研 究以 

静 冈 ll号 草莓为试材 ，从 降低脱毒种 苗 

快繁生产过 程 中的快繁术、试 管苗驯 化的 

生产成本为重点，研究并建立了一整套脱 

毒草莓组织培养及 种苗产业化生产的技术 

体 系。经 3年 的生产应用 ，取得 了明显的 

效益。 

1．结果与分析 

1．1不定芽的诱导 不同 BA浓度对诱导 

不定 芽的诱 导率差异不大。试验 中发现 草 

莓无菌苗的不定 芽诱 导相 比较容 易．但培 

养时 间对不定 芽的增殖 量有较大的决定 作 

用。继代周期 3O天 的草莓苗增殖 系数高 ． 

长势 旺盛．苗体健壮 ．而继代 时间超过 4O 

天后 ，草莓苗容 易徒长 ．苗体 细 弱、增殖 系 

数降低 、移栽成活率低。 

1．2蔗糖浓度和基本培养基对根和株高的 

影响 

表 l 表 明．不 同增殖培养基所继代 的 

苗在 生根 培养 基 中所表 现的生根 善和株高 

情况基本相 同。不 同生根培养基对株 高和 

根 系有着不 同的作用 ．培养基 Rl在 根系 

数量 、最 佳根 长 (2～6厘米 )和最 佳 株 高 

(4-6厘米 )等方 面比 R2培养 基好 ．说 明 

试管苗在 生根 阶段仍需要较高浓度 的碳巍 

提供 能量 ．维持培养 阶段的新陈代谢。培养 

基 R3在 最佳 根 长 和 最佳 株 高 等方 面 比 

Rl培养基好 ，说 明在试管苗 生根 阶段．确 

效的降低 无机盐 、维 生素浓度为试管 的穆 

栽即从异养 阶段到处养 阶段提供 了一个缓 

冲，有助于提高试管苗的移栽成 活率 。进行 

工厂 化生产 时．可用 R3培养基 作生根士窨 

养基 。 

1．3降低试管苗成本的研究 表 2表明． 

在草莓 的增殖 阶段 ．蔗糖 、食用糖和蒸馏 

水 、自来水增殖倍 数无明显差异 ．效果 基本 

相 同．而成本 降低 了4O名。 

1．4试管苗株高和驯化方式对移栽成活璋 

的影响 不同的驯化方式和试管苗的移教 

成活 率有着 密切关 系。在室温条件下打开 

试 管盖子放置 3天 ．然后 流水洗去根 系 

琼脂 ．移栽于拌 了草木灰 的沙壤基质 ．浇遥 

水，上盖遮阳，以防水分过度蒸发，移栽存 

活率(88％)比试 管苗直接水培 3天再移 ̂ 

基质成活 率(54％)高 。这 可能是 3天 的外 

表 l 蔗糖浓度和基本培养基对根系和株高的影响 

培养基 

MS+O．1毫克／升 BA+3％蔗糖+蒸馏水 

MS+O．1毫克／Yt-BA+3％蔗糖+自来水 

MS+O．1毫克／升 BA+3％食用糖+蒸馏水 

增殖系数(不定芽量／接种量) 

17．84(1 249／701 

20．10(462／23) 

16．10(161／1 01 

MS+O．1毫克／升 BA+3％食用糖+自来水 l7．20(1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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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菇作为大众化健康食品。越来越受 

城乡居民的喜爱．但一般秋冬和春季生产， 

夏季高温高湿易发生病虫害，很少有人栽 

培，而夏 季市场上鲜菇少 ，售价高。为此 ，进 

行了夏季平菇栽培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高 温品种平菇 的最 大特 点是速 生，从出 

菇到结束 ．时间不超过 45天．如在 7月份 

投料，至中秋节最后一批菇应结束，这样， 

不 仅在这 一 阶段获得很 高的经济 收入 。而 

且不影响秋菇的生产．充分地利用了时间 

和空 间。 

1．原 料处 理 主料 为 玉米 芯 ，要 求 无霉 

变，使用前先暴晒 2～3天。辅料：麦麸、磷 

肥、石灰、石膏。配方：①玉米芯9O茗，复合 

肥 2茗(氮 1 5茗，磷 15茗，钾 1 5茗)，麦麸 5茗， 

克霉灵 O．1茗．石灰 3茗(高温 季节加大 石 

灰用量可提高成功率。尤其是发酵料栽 

培)，石膏 2茗，水适 当；( 玉米芯 5O茗，阔叶 

木屑 4O茗，复合肥 2茗(3个 15)，麦麸 5茗， 

克霉灵 O．1茗。石灰 3茗。石膏 2茗，水适 当。 

2．菌种选 择 笔者 通过 几年 十几个高 温 

品种栽培 试验 ，其 中苏引 6号 、PO1耐高 

温程度优 于其它品种且菇形好 ．产量高 ．抗 

高温。菌种温型选 择不好，影响 当季 出菇 ， 

甚至不 出菇，直接 影响当季的经济效 益。 

3．栽培 方式 

培 时间一方面未能诱导 出新根 ．另外可能 

根系直接浸泡在水中．水体没流动．造成水 

中空气不足 ，氧气不够。使植株发育不 良， 

从而影响 了成活率 

试管苗 的株高和根 系也直接影响着移 

栽成活率 ，在移栽 时应控制试管苗的株高 

和根系，过长或过短的根系和株高都不利 

于试管苗的移栽。在组培苗生根阶段．试管 

苗株高在 4～6厘米 。具有 3～5条 2～6厘 

米长的根。移栽存活率达 93％．以后的大规 

模种植移栽中也证实了这一结论。移栽成 

活 的苗应该严格管理 。外罩防虫网．经验测 

脱去 了病毒 的苗可进行 下一代 活力测试 ， 

作为种苗繁育各级生产苗即商品苗 

1．5脱毒种苗应用及表现 2OO2—2004 

年，在浙江省草莓育苗中心(建德市)建立 

草莓脱毒原种 圃 6 667公 顷．繁育原种苗 

10．2万株 ：建 立一代繁 育苗 圃 4．33公 

顷，共繁育一代苗 148万株：建立生产苗 

繁育基地 96公顷。共繁育二代生产苗 16 

6O0万株：在建德市杨村桥梓溪畈和下涯 

镇 下 涯 畈 建 立 丰 香 脱 毒 苗 示 范 园 区 

1O7．33公顷。3年 累计推广应用脱 毒种 

苗 面积 1 412．33公 顷．实施 区平 均单产 

3．1．熟料栽培 栽培选用 22～24厘米X 

45厘米xO．003毫米的小规格袋 ，装料 

少，灭菌彻底 ，也有利 于发菌 ，一般 常规发 

酵 48小 时后装袋 ．绳扎 口．常压灭 菌 4；-6 

小时 ，出锅后待 料温 降到 30。C以下 时接 

种。 

3．2发酵料栽培 栽培选 25～26厘米X 

50~53厘 米×0．015毫米 的大 袋 ．按常规 

发酵将料充分发酵成熟．可先把麦麸和石 

灰粉拌匀，再加入料中，因麦麸属营养物 

质，与石灰粉混合后可有效 降低污染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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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50千 克／667米 ， 比对照增 产 310 

千克／667米 。增 产 21．8％．投入 产 出比 

达到 1：5．26。生产应用表 现为：种苗繁殖 

系数高，长势 强；花芽分 化早，前期产量高 ； 

抗病性提高，田间生长旺，增产增收明显。 

2．小结 

草莓产业化生产中试管苗继代培养应 

以 3O天为一个周期 ．防止 出现草莓 苗徒 

长 、细弱 、增殖 系数降低 、移栽 成活 率低 等 

问题。继代培养基中 BA的浓度对繁殖系 

数无较大影响。在工厂化生产中，继代培养 

基 中 BA浓度 交替使 用 (O．1毫克／升和 

0．6毫克／升 )，可提 高试管 苗的繁殖 系数 

和质量。 

在草莓的增殖阶段，蔗糖、食用糖和蒸 

馏水、自来水增殖倍数效果基本相同，成本 

可降低 4O茗：驯化方法 以在 室温条件下打 

开试管 盖放置 3天 ．然后用 流水洗 去根 系 

的琼脂，移栽于拌了草木灰的沙壤基质，浇 

透水，上盖遮阳网，移栽成活率高。在组培 

生根 阶段 ，试 管苗株 高在 4～6厘米 ，每 株 

3~5条根 ．根 长 3～6厘 米 ，存 活率 可达 

93茗以上 

(夏 波 魏秀永 毛碧增等) 

成功率。每次投料不低干3OO千克，这样 

可以加快发酵．提高发酵质量。发酵过程中 

一 定要注意通氧．避免厌氧发酵而造成料 

发黏发臭。料发酵好后，散堆降温 ，料温降 

到 30cC以下 时装袋接 种。采 用 3层 料 4 

层菌种 ．接种量要在 1O茗以上。 

4．发菌管理 发茵是夏季栽培平菇成败 

的关键阶段，由于此时气温较高，很容易引 

起烧菌现象，所以 发 菌过程 中有条件 的要 

尽量单层发菌，最 多摆两层，中间还要用竹 

竿隔开，注意遮光、通风，协调好通风与遮 

光的矛盾．料温超过 3O。C时立即采取降温 

措施 ．一般 1 5天左右 即发满袋。 

5．出菇管理 菌袋发好后．移入大棚或 

栽培室进行出菇管理。闯过了发菌关。栽培 

只成功 了一半。高温平菇的管理和常温平 

菇的管理有一定的区别：( 气温在 37。C以 

上时，菌棒只能平铺在地面出菇。棒间距 

2～3厘米 ，当 自然温度 降到 32。C以下 时． 

可以码 2～3层(中间隔竹片或木板)以提 

高空 间利用率 。棚顶用玉米秆或麦 秸覆 盖 

遮 阳。夜 闻打 开所 有通风 口进行通风 降温 ； 

( 当茵袋 出现菇营后 ，袋 口应全部打开 ，这 

样有利于菌丝呼吸热的散发和有毒气体的 

排出．避免出菇期烧茵，但在管理时要注意 

勤喷水 ．保持空气湿度 85茗以上，防止料 

面干裂。 

6．病虫 害防治 夏栽平 菇的失败原 因之 

一 是病虫危害，应以防为主，在栽培前，对 

所有 的房 间、大棚进行全面 的消毒杀菌治 

虫，如在房屋 四周喷杀虫农药 、撒干石灰 

粉，出菇期严禁用不清洁的河水洒泼。如发 

生病虫害。应选用对平菇无药害的农药。 

总之 ．只要栽 培管理措 施得 当．高温期 

栽平菇也 能取得高产。 

(河南省驻马店市衣科所 张春生 

魏 银 初 4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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