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播前准备 
哈密瓜是高产的经济作物，对土壤肥力的要求较 

高，应选择土壤质地良好的壤土或沙壤土。均匀撒施腐 
熟优质农豸胡巴2--3 t／666．7m2、磷酸二铵25 kg／666．7m2 
和尿素 10 kg／666．7m2,耕深30"-40 cm。整地质量达到 

“齐、平、松、碎、净”。开沟质量达到“直、平”，沟距33 
m，开沟上口宽90．,100 cm，沟深25-,30 cm。底墒要足， 
一 般灌水 80-'100 m3／666．7m2。采用幅宽180"-200 cm 
地膜全沟覆盖。做到膜边压实，膜与沟壁贴实。 

2 播种 
哈密瓜品种较多，根据订单或市场销路来选 

择种植品种。一般选择抗病性强的早中熟杂交一 
代品种，杂交种应符合杂交率≥95％、净度 99％、 
发芽率≥85％、水分≤8％的质量要求。 

哈密市最佳播种时间在 4月中旬。采用小拱棚 
覆盖的可提前至4月上旬。人工打穴点种，株距 40"- 

45 cm，穴距沟沿5-10 cm，播深 2,--3 cITI，每穴播种 
2 粒。播后覆土，将穴周地膜压严，做到一播全苗。 

3 田间管理 
3．1 灌水 

覆膜沟灌哈密瓜全生育期共需灌水 6~7次 ， 
灌水量 40"-50 m3／次。播后25~30天灌头水，以后 
10天左右灌水一次 ，基本可满足哈密瓜对水的需 

求。灌水以哈密瓜生长不受旱为原则。 
3．2 追肥 

哈密瓜开花坐果前挖穴追肥，追施磷酸二铵 
20-,-25 kg／666．7m2、尿素 5~10 kg／666．7m2、硫酸钾 

5,,-10 kg／666．7m2。全生育期叶面追肥 3次，每次 
用磷酸二氢钾 100 g／666．7m2、尿素200 g／666．7m2， 

兑水30 l【g均匀喷施。 
3．3 苗期管理 

哈密瓜生长到 3叶 1心时定苗，一穴留一株， 
去弱留强，去杂去劣。定苗越早越好。及时拔除瓜 
苗周边杂草。犁翻 2~3次，犁深 10"--15 cm。 

3．4 伸蔓期管理 
打去 1~5片真叶叶腋的瓜权，6~7片真叶叶腋 

发出的子蔓留二叶摘心，使主蔓与瓜沟垂直生长， 
捋顺瓜蔓，互不交叉，做好压蔓打权工作。 
3．5 开花坐果期管理 

单蔓整枝坐果节位一般在主蔓 8~10节的子 
蔓上，当幼瓜长到鸡蛋大小时，选留品相好的，符 
合本品种特征的幼瓜，摘去其他幼瓜，促其生长。 

原则上每株留一个商品瓜。从果实充分膨大开始 
至成熟翻瓜 1~2次。翻瓜最好在下午进行。顺着一 
个方向翻动三分之一。动作要轻。 

4 采收 
当哈密瓜中心含糖量达 14％以上时，开始采 

收，采收肘留“丁”字型果柄。采摘时，轻采轻放，尽 
量减少机械损伤，严禁生瓜、烂瓜或含糖量达不到 
商品标准的瓜进入市场。 

枣树开花座果期的管理技术 
米娜瓦尔·艾克拜尔 。再娜甫·艾买提。。祖木来提·乃买提。 

1．新疆农业厅哈密植物检疫站 2晗密地区林果业技术推广中心 3哈密市林果业技术推广站，新疆哈密 839000 

枣树的结果、产量高低、品质好坏主要取决于开 

花坐果期的管理。如果此期肥水供应不足、修剪不到 
位、通风透光条件差、授粉不良，遭遇干热风、沙尘暴 
等不良气候条件，均会造成落花落果严重，自然座果 
率较低，导致枣树大幅度减产。因此，加强枣树此期 
管理是提高坐果率和品质的关键措施之一。 

1 花前管理 
一 般于 5月25日左右追肥，以速效氮肥和适 

量磷肥为主，结果树施入尿素0．25"q3．35 kg／株、磷 
酸二氢铵0． 0．5 kg／株。施肥后及时灌水、中耕除 
草、松土保墒，保持花期土壤湿润，提高座果率，增 
加果重、提高品质，一般可提高产量22％以上。 

2 夏季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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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前采取抹芽、疏枝、摘心、拉枝等措施，控制 
枣树旺长，使营养集中于开花坐果和幼果生长。及 
早抹除树冠内和树干上萌生的无用枣头，改善树 
体通风透光条件，提高开花坐果率。 

3 喷肥 

喷肥在枣盛花期进行，每周喷一次 ，连续叶面 
喷施 3~5次，一般喷 2(b'30 g尿素+1 30 g磷酸 

二氢钾混合水溶液。选择晴天早上或傍晚喷施，尤 
以傍晚为宜，喷肥量以叶面湿润为度，喷后遇雨应 
及时补喷，一般可以提高坐果率 30％~46％以上。 

4 喷水 
枣树开花初期开始喷水 一般在 5月下旬。枣树 

开花坐果期如果天气干旱、空气干 (下转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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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兽农机化发展 问题 
伊·陶尔嘎 

精河县农机局。新疆博州 833300 

解决办 之 

精河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机械作为主要的 
生产工具已进入了干家万户。随着农机购机补贴惠 
农政策的实旖和农机技术的普及，农机具由小型转 
向大中型的方向发展。使广大农民从农业机械上获 
得了利益，调动了农民购置机具的积极性。本文针 

对精河县农机化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1 农业机械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农机装备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差 

精河县农机化结构不合理，现有农机具存在“四 
多五少”的特点：动力机具多，配套机具少；小型机具 
多，大中型机具少；低技术含量机具多，高性能机具 
少；自购自用的多，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少；畜牧、林果、 

设施、特色、农副产品加工、渔业等方面的机具少。 
1．2 土地经营规模小制约了农机化的发展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模式的家庭联产承包 

制，造成土地过于细化，农业机械难以施展。由于 
土地管理体制，许多大片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它不仅造成了耕地资源的浪费(沟埂和地界占用了 
不少耕地)，也不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和推广。 
1．3 农机化投入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 

精河县地处国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当地财政收入较少，农民收入偏低， 
政府无力对农业机械化进行投入，导致精河县农 
机化投入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基层农机服务体 

系人才建设跟不上农机化发展的需要。 
2 解决办法 

2．1 加快农机装备升级换代。提高农机装备水平 
首先。应加快大型农机具的发展速度，多种机型 

整体推进，协调发展。对农业生产急需的农业机械，要 
加大开发力度，进行试验、示范，加快推广使用步伐， 
逐步实现大中小型农机具结合。主机与农具配套。 

其次，调整和优化农机化发展结构和布局。在 
装备结构上，调整大中型机械与小型机械，动力机 

械与配套机械，种植机械与农村其他各业所需机 
械的比例，走数量、质量和效益并重，协调发展的 
路子。努力实现农机从低性能向高性能，单一作业 
向复式作业转变 ，加快农机装备升级换代。 
2．2 积极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为机械连片作业 

创造条件 
农机化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适度规模经营是大 

幅度提高农柳，f }<平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出台相应 
政策。引导和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经营 

或租赁经营等契约形式对土地资源实行市场配置，让 
一 部分农民的土地向“规模经营”发展。积极推进土地 
集约化经营。切实解决钆喊化作业与小田作业矛盾。 
2．3 建立稳定的政策扶持农机化投入机制 

农机化是弱质产业，农机化的发展必须要有 
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投入为支撑。通过建立长效的 
政策扶持机制．加大资金投入，扩大补贴范围，提 
高补贴比例。积极鼓励引导农民个人和社会资本 

投资购置农业机械。加快落实农用柴油补贴政策， 
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 
2．4 重视农机人才队伍建设 

要树立“人才兴机”的意识，重视和加强农机 
干部职工的培训和教育，多层面、多渠道培养农机 

方面的专业人才。 

(上接第53页) 燥，喷水时间以傍晚最好。用喷 
雾器向枣花上均匀喷清水，以水湿透叶片为度。喷水 
次数视其干旱程度而定，一般年份连续喷水2~3次， 
严重干旱年份连续喷水3、5次，每次间隔3~5天，也 

可结合喷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另外，喷肥时各 
种徽肥的总量不能超标。必须喷清水。 

5 喷植物生长调节剂 
在枣树初花期到盛花期进行，选择晴天早上 

或傍晚喷植物生长调节剂溶液。一般用 1 g的920 
兑水 150"-200 kg；或 10-15 g硼砂兑水 10 ，可 

有效防止落花落果。(注意：赤霉素或者硼砂只能 
选用一种，只能喷一次，不能加大浓度)，一般可以 

提高坐果率 30％左右。 

6 花期放蜂 
枣树是典型的虫媒花。在枣园进行放蜂，可利 

用蜜蜂为枣树传播花粉 ，使枣花充分授粉，显著提 

高枣树异花授粉率。一般果园蜂箱设置距离为 
100--200 m。而且枣树距离蜂箱越近越好，10"15 

(666．7m2)放一个蜂箱即可，坐果率可以提高一倍 
以上，生理落果相对减少。 

7 病虫害防治 
花期危害枣树的病虫害主要有枣瘿蚊、红蜘 

蛛、枣粉蚧、大青叶蝉、蚧壳虫、黑绒金龟子等，但危 
害不太严重。花期是枣树生长的敏感期，花器非常幼 
嫩、脆弱，对很多农药表现出很强的敏感性 ，因此花 

期用药一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盲目用药。开花期不 
提倡用农药防治病虫害，以保护蜜蜂、蚂蚁等天敌， 

提高枣花的授粉受精，从而达到提高座果率的目的。 
如果确实需要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禁止使用剧毒 
农药，否则会出现烧花，降低开花座果率的现象。最 
好选用低毒高效农药，切记农药不要喷在树上，只能 

在主干和树底下喷洒，避免产生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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