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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种植

随着连作栽培年限增加，茎基腐病、
根结线虫病等蔬菜土传病害危害逐年加
重。目前在生产上重“治”轻“防”比较普
遍，农户往往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期，会
严重影响蔬菜产量和品质。对于土传病
害的防控，应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策略，以健康栽培为基础，采取阻断传
播途径，休茬期土壤消毒，优化土壤微生
态环境，科学用药等技术措施，实施土传
病害全程绿色防控。

以健康栽培为基础。严格轮作制度，
土传病害严重地块与禾本科作物轮作3年
以上。选用抗病品种，根据病害种类和品种
特性，因地制宜选用抗病品种。培育健康种
苗，基质、苗盘、种子消毒后集中育苗，施用
微生物菌剂防病促生。采取嫁接，瓜类蔬菜

可选用葫芦、南瓜等专用砧木防治枯萎病；
茄科蔬菜可选用抗病砧木防治黄萎病、青枯
病。增施有机肥，每亩施优质有机肥10立
方米，逐步提高土壤有机质至3%以上。

阻断传播途径。首先做好清洁田园，
及时清理田间病残体，集中堆沤处理。其
次做好消毒处理，农机使用完毕后及时清
理机身残留的土壤并进行消毒，在菜地入
口设石灰池（40厘米×40厘米），人员下地
前踩石灰粉消毒。第三，阻断灌溉传病，
菜地灌溉水提倡使用地下水，采用滴灌、
喷灌等措施，预防病原体随水传播。

休茬期进行土壤消毒。利用夏季高温
休闲时间，将粉碎的稻草或玉米秸秆 500
公斤/亩，猪粪、牛粪等未腐熟的有机肥4~
5立方米/亩，氰氨化钙 70~80公斤/亩，均

匀铺撒在棚室内的土壤表面。然后用旋耕
机深翻地25~40厘米，起垄后覆膜，膜下浇
水同时封闭棚膜。保持高温闷棚 20~30
天，处理结束后揭膜，晾晒5~7天，应用木
霉菌、枯草芽孢杆菌等微生物菌剂改善土
壤微生态环境，预防土传病害。

使用微生物菌剂防治。对于枯萎病、
茎基腐病和根腐病等病害，选用木霉菌混
合麦麸/稻壳，或选用枯草芽孢杆菌、多粘
类芽孢杆菌、寡雄腐霉菌，撒施、穴施或滴
灌。对于根肿病，选用枯草芽孢杆菌
XF-1 随定植水冲施或灌根。对于青枯
病、细菌性软腐病等病害，选用多粘类芽
孢杆菌、荧光假单胞杆菌、解淀粉芽孢杆
菌等随定植水冲施或灌根。对于根结线
虫病，移栽时，选用厚孢轮枝菌、淡紫拟青

霉、杀线虫芽孢杆菌 B16、苏云金杆菌
HAN055、蜡质芽孢杆菌进行土壤处理、
穴施或灌根。

科学用药。一是对于直播蔬菜，选
用针对靶标已登记的药剂进行拌种预防
病害。二是对于移栽蔬菜，定植时可选
用针对靶标的药剂进行蘸根带药移栽。
三是对于根结线虫病发生地块，在定植
前 3~5 天，用登记药剂喷施地面进行土
壤处理，然后再用旋耕机将 15~20 厘米
土层充分混匀，做垄后定植。四是在田
间蔬菜植株出现土传病害零星症状时，
及时采用相应作物及靶标病害的登记药
剂进行药剂灌根。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推广研
究员 李萍

多种防控技术助力蔬菜品质提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
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韭菜作为老百姓餐
桌上的宠儿，其安全生产直接关系到人民
的身心健康。因此，加强韭菜的安全生产
管理，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国
之大者”，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大事。

韭菜安全生产有以下要点需要关注。
其一，选择优质的种子。选择抗病、抗

虫、抗逆性强，经过认证的优质种子，可以降
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减少农药的使用，优
质种子的选择是韭菜安全生产的第一步。

其二，科学施肥与灌溉。根据土壤的
肥力和韭菜的生长需求，科学配制和使用
化肥，避免过量施用化肥而影响韭菜的品

质。同时，应优先使用有机肥、生物肥等
环保型肥料，以减少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采用滴灌、微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既能满足韭菜生长所需的水分，又能减少
水资源浪费。

其三，病虫害综合防治。病虫害防治
上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多
使用绿色防控技术，如通过黑色粘虫板监
测韭蛆成虫发生，使用“日晒高温覆膜法”、
木霉菌或苏云金芽孢杆菌等防治韭蛆，采
用通风降湿及使用枯草芽孢杆菌“精量弥
粉法”防治灰霉病等。同时，科学规范合理
使用化学农药，严格遵守化学农药的禁限
用、安全间隔期等质量安全规定，确保上市

前韭菜的农药残留符合国家标准。
其四，采收与后处理。根据韭菜的成

熟度适时采收，采收后的韭菜应及时清
洗，去除表面的泥土与残留农药。

其五，严格检测与监管。在韭菜上市
前，应进行严格的检验检测，确保韭菜中农
药和重金属等残留符合国家标准。同时，监
管部门应加强对韭菜生产环节的监管力度，
实施全过程、全链条监管，以确保生产过程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对于不合格的韭菜产
品，应及时进行处理，杜绝其流入市场。

其六，建立追溯体系。建立从田间到
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系，记录每一批次韭
菜的种植、施肥、用药、采收等信息，实现

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强化全过
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人们
健康意识的提高，韭菜安全生产将面临更高
的要求和挑战。然而，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物
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和
外延，我们必将看到这些技术被应用到韭菜
安全生产中，以实现韭菜从种植到监管的智
能化管理和精准化控制。这将有助于提高
韭菜的产量和品质，提升韭菜的质量安全水
平，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食安中国”
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保障。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
究员 吴青君

加强韭菜安全生产管理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豇豆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是一种深
受老百姓喜爱的大宗蔬菜品种，在我国南
北方均有种植。由于豇豆播种、定植、搭
架、打药、采摘等环节需大量人力，组织
化、集约化程度相对不高，多以小农户分
散种植为主。

据调查，豇豆病虫害达 30余种，其中
生产上重点防控的害虫主要是蓟马、斑潜
蝇、粉虱、豇豆荚螟、豆蚜、叶螨、甜菜夜蛾
等，病害主要是枯萎病、锈病、白粉病、灰
霉病、炭疽病、根腐病等。其中蓟马的发
生最为严重，最难以防治，是造成目前豇
豆产业问题的最主要制约因子。

豇豆作为“三棵菜”之一，其质量安全

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和老百姓的密切关
注。近两年的豇豆例行抽检监测结果显
示，豇豆农药残留合格率相比10年前，有
了显著提升，得益于豇豆绿色防控技术的
推广应用实践。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减少农药使用量以及强化豇豆科学种植
及病虫害防控，海南在全省豇豆种植主产
区推广“防虫网+”技术模式，尤其是在三
亚、乐东、陵水、保亭、东方、万宁、澄迈和
海口等8个豇豆生产市县，分别建立一批

“防虫网+”（每个不少于 20 亩）技术示范
点。与常规种植相比，采用的“防虫网+”
技术可有效阻挡斑潜蝇、蓟马等虫害的入
侵危害，降低网内豇豆上虫口基数。同时

配合应用生物农药、土壤处理、色板诱杀、
天敌昆虫等技术，网内豇豆病虫害发生降
低 80%以上，每亩增产 500~1000 斤，农残
检测合格率 100%，豇豆品质得到大幅度
提升。山东的设施豇豆“天敌昆虫+”模
式，核心是以天敌治虫技术为主，包括小
花蝽防治蓟马技术、加州新小绥螨防治叶
螨技术、丽蚜小蜂防治粉虱技术和食蚜瘿
蚊防治蚜虫技术等。在聊城莘县设施豇
豆大棚，与化学防治相比，示范棚蓟马平
均防效总体提高40.36%，叶螨总体防效提
高 6.5%，斑潜蝇防效提高 7.32%，粉虱和
蚜虫发生情况一致，减施化学农药80%以
上，亩增产 500~800 斤，农残检测合格率

100%。重庆的“生物农药+”模式，以广谱
杀虫防病微生物农药“金龟子绿僵菌
421”为基础，与其它微生物和植物源农药
及减量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搭配应用，
有效控制豇豆地下和地上病虫害。在璧
山区建立了 3 个“微生物+”技术示范点，
每个 10~50亩。在苗期至采收后期，地下
病虫害极少；对蓟马的防效 90%以上，对
豆荚螟防效在 85%以上；每亩增产 400~
600 斤，豇豆农残检测合格率为 100%，极
大地提高了豇豆品质，亩增收 400~600
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
究员 谢文

绿色防控技术护航豇豆质量安全

番茄潜叶蛾是鳞翅目麦蛾科，又名番
茄麦蛾、番茄潜麦蛾、南美番茄潜叶蛾，是
为害番茄、马铃薯、茄子、人参果及其他茄
科作物的毁灭性害虫。最早在南美洲被
发现，2017年8月和2018年3月分别在我
国新疆和云南首次发现，目前已扩散到
20 多个省份，对我国菜篮子保供安全构
成巨大威胁。2023年11月农业农村部将
其紧急增补纳入《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
录》，全面加强管理。

番茄潜叶蛾喜欢取食番茄，主要以幼
虫为害，可为害寄主苗期到成株期的任何
生长阶段和植物任何部位，包括潜食叶
肉、蛀食果实、为害顶芽和心叶等。初期
可形成细小的潜道，隐蔽性极强，不易被

发现；老龄幼虫食量增加，潜道变大，形成
半透明不规则的潜道或潜斑，潜道内有黑
色粪便。危害严重时，被害叶片皱缩、干
枯。蛀食果实的时候，果面上有小孔洞，
果实畸形、腐烂、脱落，严重发生时可导致
番茄减产80%~100%。

番茄潜叶蛾为小型蛾类昆虫。成虫
体长 6~7 毫米，浅灰色或灰褐色，鳞片银
灰色，触角和足细长具有灰白色与暗褐色
相间的横纹。卵为圆筒状，长约0.3毫米，
奶白色或淡橘黄色。幼虫的前胸背板后
缘有2条棕褐色至深褐色的斑纹，幼龄幼
虫为淡黄白色或淡绿色，头部为淡棕黄
色；老龄幼虫为绿色或背部淡粉红色、头
部棕黄色。蛹长椭圆形，常覆白色丝茧。

番茄潜叶蛾一年发生 10~12代，各地
发生代数有差异。成虫多在黄昏活动，雌
虫羽化的第二天就可以交配产卵，主要将
卵产在植株中上部叶片的背面、正面或嫩
茎上。1头雌虫产250多粒卵。幼虫孵化
后即可潜食和蛀食，老熟幼虫吐丝下垂，
主要在表土层化蛹，还可以在潜道内、叶
片表面皱褶处或果实中化蛹，常结一薄丝
茧。番茄潜叶蛾的适应性极强，既可在严
寒地域或严寒季节的保护地为害，也可在
温暖区域或温暖季节的露地为害。

为了有效控制番茄潜叶蛾的为害，
需要采取综合防控策略。一是农业防治
技术，主要包括与非茄科作物轮作，选用
清洁苗，清洁田园，低温冻棚/高温闷棚

等，可减少虫口基数。二是理化诱控技
术，主要包括安装防虫网阻隔成虫，性诱
捕器和紫外灯诱杀雌雄虫，迷婚干扰交
配等，以减少卵和幼虫数量。三是生物
防治技术，主要包括种植功能植物趋利
（吸引天敌）避害（驱避害虫），释放赤眼
蜂和捕食蝽等，可降低虫口数量。四是
安全用药技术，亦即在幼虫孵化始盛期
或初见幼虫潜道、且达到防治指标时，采
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日落后用药、
均匀喷施、轮换用药，优先选用生物农药
（如 Bt-G033A）和已登记农药（如乙基多
杀菌素）。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
究员 张桂芬

防治番茄潜叶蛾 拎稳“菜篮子”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田

为贯彻落实《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4年

“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要求，近
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简称全
国农技中心）在江西省九江市组织召开
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病虫害防控技术
研讨会。会议实地观摩了瑞昌市水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总结分析了加
强病虫害防控对提升粮油作物单产的作
用，研讨交流了下一步工作思路，安排部
署了全年防病虫提单产工作任务。

会议认为，科学有效防控病虫害，不
仅能减少病虫害危害损失，而且通过有
效增强农作物健康和抗逆能力，提高作
物单产和品质。去年全国三大粮食作物
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为 30.59%，危害
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虫口夺粮”保丰
收、提单产成效显著。随着粮油作物大
面积提单产行动的深入推进，病虫发生
防治规律更加复杂，良法配套衔接要求
更高，植保体系要加强研究、提前研判，
及时提出解决方案，保障粮油作物大面
积提单产行动的顺利实施。

会议强调，各级植保部门要扛起防

病虫提单产的重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
统观念，把病虫害防控作为支撑粮油作
物大面积单产的硬任务，实现保产、稳
产、增产的目标任务。要以技术优化为
切入点，按病虫解决提单产中病虫害防
控难点。抓住作物出苗、分蘖、拔节、抽
穗、扬花等关键时期，有针对性地提升作
物健康和抗病虫能力，优化大面积单产
提升过程中的病虫防控方式方法。要以
技术集成为方向，形成一系列综合解决
方案。要形成作物全生长周期、全要素
的大面积单产提升病虫防控的综合解决
方案，实现防病治虫与单产提升有机统
一。要以技术示范为抓手，打造一批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病虫防控样板。
加大防病虫提单产关键技术和模式示范
展示，引导和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广泛参与，充分调
动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的主动性，
加速推进防病虫提单产工作。

全国 28 个省级植保机构有关负责
同志、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专家共 50余人
参加会议。农业农村部巡视组组长王福
祥出席会议并讲话，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一级巡视员刘光华、九江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熊晋喜到会并致辞。

全国农技中心部署粮油作物大面积
提单产病虫害防控工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近年来，针对广大农户传统种植水
稻栽插密度低，钾肥施用量不足，氮肥作
为基肥施用过多等问题，贵州省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通过成功试验，
将“两增一调”高产高效技术作为提升水
稻单产的重要措施，持续加大力度进行
示范推广。

“两增一调”即在水稻栽培中综合采
用增密、增钾、调氮技术。其中增密即通
过合理增加秧苗密度，进而增加基本苗，
促进稻田有效穗数增加。增钾即通过增
加基肥和穗肥钾肥施用量，进而促进水
稻壮秆、分蘖和大穗形成，提高结实率和
充实度。调氮即通过调整氮肥施用量、
施用时间，将部分氮肥调至穗肥施用，进
而减少氮肥流失，提高氮肥利用率，增加
水稻分蘖，促进大穗形成，防止早衰，从
而促进水稻单产增加。

“原来我们这里农民种水稻每亩插秧
基本在七八千穴，这几年我们通过试验，
得出的结论是县域水稻每亩穴数在
11000~13000 为宜，亩穴数低于 10000 或
高于13000时，产量都会出现下降。”夏种
时节，正在田间指导种植的县农业技术推

广站高级农艺师丁天明说，在增密的同
时，水稻种植增加钾肥用量，并分次施用
氮肥，使氮肥基蘖肥和穗粒肥的比例达到
6∶4或 5∶5。“通过两增一调综合技术，全
县水稻平均亩产从原来的 400~500 公斤
左右提升到550~600公斤。”

在县农技推广站的推动下，去年沿山
镇星溪村村民敖光明在水稻种植中采用
了新技术，“在投入没什么变化的情况下
每亩实现增产两三百斤，今年村里用这种
方法种水稻的人家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种植大户刘辰飞流转了 1500 亩土
地，从 2022 年起采用“两增一调”技术，
将每亩秧苗从 6000 株提高到 12000 株，
同时配合增钾、调氮措施，实现平均亩产
从四五百公斤增加到 650公斤以上，“相
当于每亩增加效益四五百元。”

据了解，今年“两增一调”水稻种植
技术在全县推广面积达 6万亩左右。另
外，贵定县今年还聚焦 7 个主要粮油作
物，在全县推广十几项重点农业技术，
适用技术推广总面积达到 14 万亩以
上。其中玉米主要推广根部集雨栽培
和“一增五改”高产栽培技术，油菜主要
推广“两改三适两抗”和“旱地分带套
作”技术。

贵州贵定县

水稻“两增一调”技术促高产

眼下，新疆阿瓦提县种植的2600亩孜然迎来采收期，村民抢抓农时采收、摊晒孜
然。孜然又名小茴香，是兼具药用和食用价值的草本植物，栽培技术简单，一年可收
两茬，孜然的套种也能有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益，为村民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增收渠道。 包良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摄

“芒种”已过，夏收进入高峰，夏播全
面展开。5月以来，黄淮海地区持续晴天
少雨，气温偏高2~3℃，土壤失墒快，部分
地区旱象抬头。据气象部门预计，6月中
下旬，黄淮海地区仍以晴天为主，降雨持
续偏少，部分地区有可能出现旱情，对玉
米大豆夏播和出苗造成不利影响。黄淮
海地区要立足抗干旱、保夏播、促全苗，
落实合理密植、种肥同播、免耕直播等措
施，切实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播保全
苗、种在丰产期，夯实玉米大豆等夏播作
物高产基础。

一是科学抗旱抢农时。春争日、夏
争时，适期播种是夏播作物高产的前
提。坚持宁早不晚，前茬收获后抢时播
种，黄淮海北部 6 月 20 日前完成播种。
要立足抗干旱、抗长旱，提前做好抗灾准
备，广辟水源，合理调配浇水设施，为适
期适墒播种创造条件。

二是造墒播种保全苗。对干旱缺
墒明显的田块，有条件的地方浇水造
墒，确保适期播种。对表墒不足、底墒
较好的田块，通过坐水播种、浇“蒙头

水”等措施，确保种足种满。对近期可
能出现降雨的地区，可以干籽播种，等
雨出苗。对水源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
水肥一体化设施，落实滴水出苗，确保
苗齐苗匀。

三是精准播种提质量。玉米选择多
功能高精度、种肥同播、单粒精播的机
械，有条件的地方选用气吸式或指夹式
等精密播种机，实行免耕贴茬直播、种肥
异位同播，提高作业精度。大豆优先选
择气吸式高性能播种机，推广麦后免耕
覆秸精播技术，切实提高播种质量。

四是合理密植保足苗。选用熟期适
宜、高产稳产、耐密抗倒、适宜机收等品
种。实施种子包衣，有必要的进行二次
包衣。玉米一般大田选择耐高温的中早
熟品种，实施密植滴灌的地块选择中穗
型品种，一般大田亩播 4500~4800 粒、密
植滴灌地块 5000~5500 粒。大豆选用宜
机收、抗倒伏的高产品种，亩播量 6~8
斤，亩保苗1.2万~1.5万。

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当前黄淮海抗旱保夏播技术意见

在炎炎夏日，越夏蔬菜的生长面临着
诸多挑战，其中病虫害的侵袭尤为突出。
这些病虫害不仅直接威胁着蔬菜的产量和
品质，更在无形中给蔬菜的质量安全带来
了潜在风险。为有效应对越夏蔬菜病虫害
问题，提高蔬菜产品安全性，促进蔬菜稳产
保供，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
研究室研究提出越夏蔬菜技术指导意见。

越夏设施蔬菜病害绿色防控。物理降
温。设施装备完善的区域可以通过遮阳网
实现物理降温，没有遮阳网的区域可以通
过在棚膜表面喷施降温涂料的方式降低棚
室温度。病害控制。针对疫霉、镰孢菌、根
结线虫等引起的土传病害，通过高温高湿

闷棚、微生物闷棚等方式控制土传病害的
发生，整地时施用含木霉、芽孢杆菌、淡紫
拟青霉等生防菌的微生物有机肥，定植时
可以使用含芽孢杆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灌
根、冲施或滴灌处理。针对白粉病、番茄灰
叶斑病、黄瓜棒孢叶斑病等真菌病害使用
荧光假单胞菌、解淀粉芽孢杆菌、枯草芽孢
杆菌、木霉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针对
番茄细菌性斑点病、黄瓜流胶病等细菌性
病害可以使用蜡质芽孢杆菌、多粘类芽孢
杆菌等微生物农药进行防治，施药方式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喷雾或喷粉的方
法。病害加重情况下可以参照农药信息网
在该靶标和作物上的登记药剂进行防治。

越夏设施蔬菜虫害绿色防控。设施虫
害防控采用物理防控和生物防控相结合的
防控策略，在保证设施通风基础上在风口
处使用40目以上防虫网隔离虫害，棚室内
悬挂黄蓝板作为虫害预警和物理防控手
段。天敌防控是设施虫害的重要防治手
段，粉虱防控以丽蚜小蜂为主，蓟马防控以
小花蝽为主，害螨防控以捕食螨为主。

越夏露地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措施。生物农药预防为主，十字花科蔬菜
根肿病使用枯草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
进行防控，辣椒疫霉根腐病使用贝莱斯芽
孢杆菌和多粘类芽孢杆菌进行防控，茄子
黄萎病使用枯草芽孢杆菌，豆类作物枯萎

病使用生物农药种衣剂和宁南霉素进行
防控。越夏蔬菜虫害以生物农药预防为
主，物理防控为辅。条件成熟的地区，可
以使用防虫网隔离种植，对小菜蛾、菜青
虫、跳甲、甜菜夜蛾等虫害具有较好的预
防效果。粉虱、蚜虫、蓟马和害螨也是越
夏露地蔬菜的主要虫害种类，粉虱、蓟马
和害螨的生物农药防治可以参照设施蔬
菜用药种类，蚜虫使用苦参碱、鱼藤酮、矿
物油等进行防治，田间虫害危害重时参照
使用农药信息网登记的化学农药，严格按
照登记剂量、作物和间隔期进行使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
究员 李宝聚

越夏蔬菜病虫多 绿色防控要到位

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本月天气多阴雨、闷热，也是各类蔬菜病虫害的高发期。做好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对
于蔬菜稳产保供，提升蔬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蔬菜有哪些病虫害？该如何防治？常见于餐桌的韭菜、豇豆和番
茄又有哪些安全生产攻略？本期我们邀请了有关业界专家进行科普解读，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