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从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获悉，
经过两年多的科研攻关，近日，由市海
洋与渔业研究院等 7家单位承担的市

“水产病害防控与安全科技创新团队”
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在养殖水产
的疾病预警防控、药物残留监测、生态
养殖等多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为
宁波养殖水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构筑更
为坚实的科研基础。

据悉，项目建立了大黄鱼弧菌病、
内脏白点病和刺激隐核虫病快速检测
技术，以及水产品中磺胺类等药残快速
检测试剂盒；开发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公共服务平台，以及疾病远程诊治系
统；实现了南美白对虾、三疣梭子蟹以
及大黄鱼主要疾病的在线诊断与决策
支持功能；建立了蟹（虾）－贝－藻多营
养级的健康养殖模式和技术。据团队
首席专家王建平研究员介绍，通过采用
分子手段结合传统方法，首次鉴定出大
黄鱼内脏白点病的致病原为杀香鱼假
单胞菌，并建立了该病原的快速诊断方

法。
此外，项目团队还完成了病原快

速检测试剂盒4种，开发了能同时检测
60种药物残留的技术、磺胺类药物快
速免疫检测试剂盒和庆大霉素C组分
检测技术各一种，宁波水产品药物残
留检测水平因此进入国内先进水平，
与发达国家同行处于同一起跑线。据
相关人员介绍，做同样一套药物残留
检测，新方法速度提高5倍以上。像出
口水产品的检测，以往一整套做下来
需要数万元，现在只需几千元就能完
成，外贸水产企业因此能省下一大笔
钱。

据悉，在项目实施期间，团队利用
构建的病害远程诊断与预警防控平台，
积极开展技术服务，并开展8种生态高
效健康养殖模式，制定生态养殖技术规
范、标准或规程等9个。项目共发表论
文32篇，申请专利21件，申报软件著作
权5件。

谢良宏 杨杏未

鱼虾生病可远程诊断
宁波水产病害防控取得多项创新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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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

技术产业向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

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体、科技金融等高新

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在示范园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

线，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

期的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

吧等）、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

免费代办）及财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

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连日来，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干部职工冒着高温酷暑，积极走访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和科技投入资金需求，开辟绿色服务
通道，确保助农信贷资金第一时间到位，解种养之“渴”。图为该行工作人员
正在花卉苗木种植园现场察看了解发展情况。

赵新荣 马力 吴梦刚 摄

选好品种 加强管理

葡萄防裂果有妙招
葡萄逐渐成为重要的水果品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

葡萄种植过程中，如何防止葡萄裂果，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
选择好的品种，二是加强种植管理。

一、品种的选择：品种间经济性状相近时，优先选不裂果
或裂果轻的品种。在南方，6~7月梅雨季雨水多，8~9月台风
多，在这两个时期如果葡萄成熟或转色迅速膨大期易裂果的
品种不适宜在浙江等同类生态区种植。据国家葡萄产业技术
体系杭州综合试验站品种区试，发现早玉、乍娜、里扎马特、绯
红、香妃、奥古斯特、瑞都无核怡、SP557、SP528、爱神玫瑰、金
田翡翠、23-8-5、贵玫瑰、奥迪亚无核、早黑宝等品种易裂果。

二、加强管理：
（一）地上部分管理：
1.花果管理：①疏花疏果。果粒紧密型的品种要拉长花

序，花穗整形、疏花、疏果，避免果穗长得过于紧密和相互挤
压，在花前一周，有籽栽培的剪去副穗和主穗部分小穗，以及
主穗长的 1/5~1/4的穗尖，无核化栽培的留穗尖 4~7cm，并在
果粒黄豆大小时疏果，留果量 60~80 粒。②合理确定负载
量。有籽栽培的品种结果枝与营养枝的比值保持在3~4:1，无
核化栽培的品种结果枝与营养枝的比值保持在1~1.2：1，欧亚
种产量控制在 1000~1250kg/亩，欧美杂交种产量控制在
1250~1500kg/亩。③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吡效隆从2~3
次减少至 1次，浓度从 10mg/kg减少至 3~5mg/kg，赤霉素浓度
不超过50 mg/kg，一般15~30 mg/kg。④套袋。可以有效防止
果粒吸水，对减少花端裂果十分有效。疏果后即可套袋，套袋
前果穗全面喷一次杀菌剂。

2.枝蔓管理：夏季修剪，及时绑蔓，对大叶型的品种如夏
黑、阳光玫瑰等，采用单十字飞鸟型架或双十字V型架、一字
形或“H”形整形飞鸟形叶幕的新梢间距25cm，对中小叶型的
品种如玉手指、金手指等新梢间距则减少至15~20cm，保持架
面通风透光，并将剪后枝叶带出园外深埋，减少病菌来源。均
衡施肥适当补钙也有防裂果的作用。

3.加强病虫害综合防治：果粒因黑痘病、晚腐病、白粉病、
霜霉病等病为害后，病果皮木栓化而失去弹性，硬核期后因土
壤干湿变化剧烈而引起裂果。红蜘蛛等虫为害后，果面形成
褐色锈斑，多从茎端纵裂。

（1）物理防治：秋冬清园。葡萄几种主要病虫害主要潜伏
在病枝（蔓）、病叶、病果上、老皮缝内和根颈附近表土内越
冬。通过秋冬季认真清园，杀灭大量病原菌和越冬虫、卵，防
治效果显著。葡萄采摘结束后，及时清理留在树上和落在地
上的残果、袋，剪除病虫枝和无效枝，移至园外烧毁。秋季扫
除落叶并烧毁，同时结合施基肥，进行全园深翻，把园地面残
叶、枝等翻入土中，可杀灭一部分越冬病原菌和越冬害虫。冬
季修剪时，将病虫枝，残果（包括2-3次果）全部剪除烧毁。同
时剥老翘皮，以减少越冬病原菌和螨类、蚧类害虫。消除路边
杂草，以杀灭在杂草中越冬的害虫。

（2）化学防治：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病害和杀灭害虫。根据
南方大棚葡萄栽培经验，按葡萄不同物候期进行防病治虫：首
先重点做好在落叶清园后或冬翻后、葡萄芽绒球期，地面和芽
喷铲除剂——3~5波美度石硫合剂或强力清园剂(浓度：25ml/
桶 )，对防治黑痘病效果好。如果葡萄园内有套作的，必须先
用塑膜盖好作物，药液不能直接喷到作物上，否则作物枯萎，
也不能食用。其次开花前至坐果期，重点防治黑痘病、白粉
病，兼治蚧壳虫、透翅蛾等虫害。坐果后至采收结束，重点防
治白腐病，兼防白粉病、霜霉病和红蜘蛛等病虫害。揭除顶膜
后至落叶前，重点防治霜霉病等。

（二）地下部分管理：
1.择地建园与土壤改良：选择土层厚、土质疏松的沙壤土

建园。通透不良、易板结的粘土宜深翻、增施有机肥等。修好
水渠，做到能灌能排。

2.简易避雨设施结合田间覆膜：覆膜加简易避雨设施不
仅可控制根系吸收过多水分，而且避免了叶、果吸收过多水
分，降低裂果的发生。 简易避雨设施栽培（即萌芽前覆棚膜
至采收后揭膜），果实成熟前进 15~30天，畦沟内覆膜隔离水
于畦外。

3.限根栽培：通过设施栽培条件下的根域限制栽培技术，
可克服严重的裂果问题，主要原因是控制了根系的恣意生长，
能够及时控制肥水，降低由于梅雨期间降水量大，土壤湿度变
化快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4.合理施肥：采果后结合秋耕，每亩施优质商品有机肥
1500~2000kg，过磷酸钙150kg。追肥要注意氮肥、磷肥、钾肥
的配合使用，开花前以氮肥为主，开花后磷肥、钾肥为主，特别
是雨季更应减少氮肥用量。在坐果后可每隔 15天结合喷药
喷一次 0.2%~0.3%的磷酸二氢钾。因钾素供应充足，果实内
能获得较多的养分，可减缓水分增加引起的膨压变化，从而降
低裂果率。

5.应用保水剂：保水剂能在雨季吸收水分，干旱时又能将
吸收的水分逐步释放，缓冲了由于天气突然高温干旱对葡萄
生长的影响，果实不易突然停止生长，葡萄裂果也减轻。据报
道，9月底至10月初，亩施保水剂9kg，葡萄裂果可控制在 5%
左右，而对照区达20%左右。 吴江

保水土 控杂草 增收入

湖州为新种茶园“穿”绿衣
近年来，随着安吉白茶声名鹊起，

湖州茶叶种植业发展迅猛，全市现有
茶园面积 35万余亩，且以每年新建茶
园 0.3 万亩左右的速度在持续增长。
由于茶园大多建在坡地，部分甚至建
在高山上，且经过垦覆翻耕，可谓是

“一块新茶园，白躺三四年”；新建茶园
一两年没有经济收入，普遍存在水土
流失的现象，且易滋生杂草，除草施肥
等管理成本较高，茶农往往大量使用
除草剂除草，非常容易造成面源污染。

为有效遏制新建茶园带来的生态
危害，科学处理生态保护与茶农增收之
间的关系，湖州林业科技人员借鉴、吸
收国内外先进经营理念和技术，勇于实
践，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套种保水土、控
杂草、添绿色、增收入的方法措施，率先
在新种茶园引进浙江省林科院山稻种
植技术开展研究与示范，为新种茶园

“穿”上绿衣新装，取得初步成功。目
前，茶、稻生机勃勃，长势喜人。

据种植大户陈土林介绍，他于去

年底新种茶叶 20余亩，5月上中旬种
好山稻之后，在今年梅汛期长、雨多量
大的情况下，山地水土与种植之前相
比没有出现大的水土流失现象；没有
打过一次除草剂，杂草也比较少。新
种茶叶经过连续16天36℃以上高温天
气的“烧烤”，山稻遮挡下的新叶、嫩叶
没有出现卷叶、烧叶情况，长势良好。

项目组技术人员说：“新种茶园套
种山稻，其好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
方面：一是保水土护生态。农民种茶
林地一般都经过垦翻处理，考虑投产
后采收方便，一般行距在 1.2米左右，
由于小茶苗一般只有 15厘米左右，行
间林地只能自然裸露，山地经垦覆之
后没有遮蔽物，一场暴雨，疏松的泥土
就会顺水而下，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套种山稻一般在 5~6月底前完成，在
梅汛到来之前能生长到 15~30 厘米
高，由于山稻的直根性特点，此时它的
根系已经深入土层深 30厘米左右，此
时雨水来袭，泥土就被根系缠住，起到

较好的固土作用，对保护山地生态很
有好处。二是控杂草减污染。垦覆过
的新种茶园行间，透气透光，一旦温湿
度适宜，泥土里的草籽就会生根发芽，
快速生长。以往的做法和经验就是化
学除草，草虽少了，但残留化学药物渗
入泥土，雨水来袭，由高到低，四处横
流，污染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人们的生
活。山稻生命力非常强，播种好 3~5
天就能生根发芽，10天左右就能长到
15厘米左右，要比一般杂草长得快得
多，如果雨水和温度条件好，1个月就
能长到35厘米以上，稻长一分，杂草的
光就少一分，梅汛之后进入盛夏，草已
基本被稻遮盖，也就难成危害了。这
样就不用除草，更不用再进行化学处
理，药用少了自然减药的目的也就达
到了。三是遮强光保温湿。高温强光
直接照射，新种茶叶的新叶极易灼伤，
甚至晒死。2013年连续高温，湖州等
地当年新种茶叶，几乎全军覆没。山
稻在进入盛夏前，一般能长到30厘米，

有的可以达到50厘米以上，烈日当空，
宽长的稻叶正好为茶叶带来阴凉，新
叶受到烈日灼伤的危害大大降低，稻
叶遮挡茶树根部，其蒸发量也相应减
少，有效保住了土壤的湿度，其生长可
以不受大的影响。四是地增效人添
收。茶叶生长，一般需要4年时间才能
产出效益，种植户每年需要投工投肥
投药，付出相当可观的经营管理费
用。同时，土地长期闲置长草，也是一
种资源浪费。套种山稻后的投入成本
虽然有所提高，在不施农药、化肥和除
草剂的前提下，其品质比大田生产的
粮食肯定要好，亩产量达 150公斤稻
谷，按每公斤 30 元计算，产值可达
4500元，效益可观，这对于茶农增收来
讲，也是大有好处的。”

新种茶园“穿”绿衣，茶、稻、地、农
相得益彰，各得其所，夏有绿、秋金黄，
自然和美的景色、科技惠农的魅力在
山地呈现。 杨健

这是一个怪人，也是一个奇人，葡
萄种植不采用任何化肥，自然耕作，就
连除草，也是人工。近万斤的葡萄，赠
交警、环卫工人，只为送上自己一份心
意。近 500亩的葡萄，他给人家做认
领，待似孩子，只为葡萄树的品质，更
为与认领他葡萄树的人简单的相聚。
这个怪人就是长兴县和平镇葡萄种植
大户雷德胜。

位于和平镇便民桥村的长兴德润
土之圆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仅用了短短两年时间，该公司
就凭借着良好的经济效益，在今年初
成为长兴县第 13批县级农业龙头企
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德润
土之圆自发走起转型升级之路。日
前，该公司正精心打造“国学馆”，馆内
藏有《礼记》、《论语》、《大学》、《春秋》、

《道德经》等先贤之书。规划中的国学
馆还将有素食主义餐厅、音乐书吧等
各类文化元素。雷德胜告诉记者，他
想把传统文化植根产业中，为此在葡
萄栽培时，还给葡萄“听”起了音乐。
记者了解到，德润土之圆正在朝2A级
景区转型，届时游客便可在农园里享
受景区服务，走出一条产、供、销一条
龙的管理协调、功能齐全、带动力强、

效益逐年提高的新路子。
“亲近自然，弘扬正气，重拾文化

信仰，回归智慧生活是农庄的宗旨。”
雷德胜告诉记者：“通过一个生态农庄
的建设，我们融现代农业、休闲旅游、
田园体验、国学养生等诸多功能为一
体，重新构建出新的乡村生态文化模
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持续
发展。”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长兴奇人雷德胜，葡萄园里讲国学

近日，临海市白水洋镇林特站联动
乌岩春茶业专业合作社，首次举办了有
机茶生产加工工艺提升计划推进会，来
自该镇的种茶大户、茶叶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共聚一堂，共商茶业发展大计。

白水洋镇是个茶叶大镇，全镇拥
有茶园面积10000多亩，茶叶为当地山
区村民重要的家庭收入之一，但长期
以来没有走品牌之路，处于产业链低
端，茶农效益低下。去年以来，该镇的
农业（茶叶）龙头企业老大、临海市乌

岩春茶业专业合作社实施了有机茶生
产加工工艺技术提升计划，使茶业成
为当地茶农增产增收的新引擎。

乌岩春茶业专业合作社拥有一个
占地 1000多亩、海拔 800米的安基山
有机茶基地，主要生产销售名优绿茶，
建有有机茶基地和年产量10吨的高档
绿茶生产厂，产品主要面向省内外市
场。该合作社负责人方跃说，通过有
机茶生产加工工艺技术提升建设，可
有效带动白水洋茶业的快速发展，提

高茶农种茶积极性，辐射农户1200户，
年提高茶园效益 500元/亩，人均增加
收入1000元。

有机茶生产加工工艺技术提升计
划，针对茶叶加工过程中的摊青、杀
青、回潮、做形和烘干工艺进行生产技
术改造，研制开发茶叶加工自制控制
系统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引进名优茶
加工工艺及其设备，扶持培育茶叶龙
头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创立品牌，
对茶农进行有机茶园栽培、管理和名

优茶加工技术培训。方跃说，通过实
施有机茶生产加工工艺技术提升建
设，目前项目效益已初见成效。

推行有机茶园科学栽培管理技
术，使茶园鲜叶品质提升，亩产值2000
元以上，扶持500户茶叶科技扶贫示范
户，培训加工茶叶农户 300人次，带动
1500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同时扶持培
育茶叶加工龙头企业，创造茶叶农业
产值500多万元。

杨叶灿

临海白水洋实施有机茶生产加工提升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