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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蔬菜生产也进

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种植面积逐年增加，栽培品种和方式日趋多样

化，蔬菜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日光温室的大面积推广和大批名、

特、新、优蔬菜品种的引进，使反季节蔬菜占有量逐年上升。许多地区温室

蔬菜生产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生产经营的格局，蔬菜均衡上市、

四季衔接，城乡居民的菜篮子丰富充足。

在蔬菜生产中，国外蔬菜的引进、南北方蔬菜的调运及温室内特有的

高温高湿环境，加速了病虫害的传播蔓延。许多生产者面对种类繁多、蔓延

迅速、危害严重的病虫害，缺乏识别和诊断能力，延误了最佳防治时机；有

些生产者在蔬菜上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严重影响了蔬菜品质。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膳食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对生产供应绿色食品非常

关注，也引起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在温室绿色食品蔬菜生产

中，如何能迅速、准确地识别和诊断病虫害，并及时有效安全地进行防治，

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佳的防效，以保证蔬菜的质量安全，是每位蔬菜生产

者必须掌握的关键技术。通过对蔬菜病虫害普查及防治对策课题的研究，

及在“蔬菜医院”坐堂问诊和绿色蔬菜栽培管理工作，作者积累了大量的第

一手资料，2001年编著出版了《无公害蔬菜病虫害防治图谱》系列丛书。图

书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随着我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

要求的提高，消费者对绿色食品越来越青睐，为此作者对《无公害蔬菜病虫

害防治图谱》进行修订，编著了《绿色食品蔬菜病虫害防治图谱》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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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瓜类、茄果类和叶类、豆类、白菜类蔬菜病虫害防治图谱。书中包括蔬

菜病害 158种、虫害 20种，田间实际拍摄的照片 280多幅，采用图文并茂

的方式对蔬菜病害的危害症状、传播途径、发生规律及虫害的形态特征、生

活习性、发生条件、危害特点等作了详尽的描述，并提出了综合防治措施。

在药剂防治中，着重介绍经长期实践证明对病虫害有效的传统药品和近年

来推广的新药、特药及生物农药的使用方法，力求使读者通过对本书的学

习，达到准确诊断，安全、经济、有效地防治病虫害之目的。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漏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各位读者及

时指正。张江龙、李宏伟、梁朴、王琦、崔鸿斌等在本书撰写过程中通过查阅

大量资料，提供了部分图片，完善了农药种类和使用方法，谨表谢意。

作 者

2011年 4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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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整个苗期均可患病。幼苗初期茎基

部出现椭圆形褐色斑，病斑逐渐凹陷，

扩大后逐渐绕茎一周，最后病部收缩干

枯，整株死亡。病部常有不甚明显的淡

褐色蛛丝网状霉。

侵染途径
本病由半知菌亚门丝核菌属真菌

侵染所致。可危害番茄、茄子、辣椒、黄

瓜等蔬菜。病菌以菌丝体在土壤中越

冬，或在病残体组织中越冬，腐生性较

强，一般在土壤中可存活 2～3年。在

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病菌通过伤口、表

皮直接侵染幼苗根茎部，引起幼苗发

病。病菌通过雨水、灌溉水、农事操作及

带菌粪肥等传播蔓延。

发病规律
苗床土温在 18℃以上时，病菌就可

以侵染危害，病菌发育的最适温度为

24℃。一般播种过密，分苗不及时；苗床

温暖多湿，通风不良，造成幼苗徒长，苗

床缺肥，植株生长衰弱等，均易诱导病害

的发生。

防治方法
1.加强苗床管理，注意通风排湿，控

制好苗床温度，及时分苗，防止幼苗徒长，

培育抗病壮苗。

2.苗床消毒

（1）每平方米床土用 50％的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 5克，加 50千克过筛细土拌

和，播种时用药土将种子上覆下垫。

（2）用 32％的苗菌敌 200～300倍液

或 50％的立枯净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

进行苗床喷雾或浇灌。

3.种子消毒

（1）每千克种子用 1％（含量 10 000

单位 /毫升）的井冈霉素 0.2～0.5克拌种。

（2）用适乐时包衣，1包（10毫升）处

理种子 1.5千克。

4. 苗期可用 25％的阿米西达悬浮液

2 000倍液喷雾预防，定植时可用移栽灵

蘸根或灌定植坑预防，发病初期可喷金雷

多米尔锰锌 400～600 倍液于土面，或

30%的瑞苗清水剂 2 500倍液喷雾。

番茄病害
番茄立枯病 栽燥皂葬贼燥 凿则燥燥责蚤灶早

番茄立枯病病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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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从播种到定植均可患病，在种子发芽出土时染病，造成胚茎和子叶腐烂。苗期发病，

幼苗茎基部呈水渍状病斑，病部渐变为黄褐色，表皮脱落，缢缩成线状，迅速蔓延扩展绕

茎一周，在子叶尚未凋谢之前幼苗即猝倒，造成成片死亡。在高温高湿时，寄主病残体表

面及附近的床面上，长出一层白色棉絮状的菌丝。

侵染途径

本病由鞭毛菌亚门腐霉属真菌侵染所致。除危害番茄外，还可危害黄瓜、茄子、辣

椒、甘蓝、莴苣等蔬菜。病菌以卵子在土壤中越冬，也可以菌丝体随病残体在土中越冬。

条件适宜时，卵孢子萌发产生游动孢子，或直接长出芽管侵染寄主，病部组织产生的孢

子囊，借雨水、灌溉水、农具及带菌粪肥传播蔓延。

番茄猝倒病

番茄猝倒病 Tomato damping-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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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规律

病菌在 10℃～25℃条件下，萌发产生游动孢子，或直接长出芽管侵害幼苗。初期只

有个别幼苗发病，几天后，以此为中心，向外蔓延扩展，最后引起成片幼苗猝倒。土温在

10℃左右，不利菜苗生长，但此菌能活动，因此，连阴雨、雪天或苗床浇水过多、通风排湿

不良等均易诱发此病。幼苗子叶养分用完，新根扎实和幼茎木栓化之前，其抗病能力最

弱，土壤中的病菌易侵入幼苗而发生猝倒。

防治方法

1.培育壮苗

（1）要选择地势较高、避风向阳、排灌方便、未栽培过茄果类蔬菜的地块作苗床。

（2）播种前苗床内一定要浇足底水，整个苗期要尽量控制浇水，避免低温、高湿的

条件。

（3）要根据幼苗不同生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控制好苗床温度，防止幼苗徒长，培育

壮苗，增强幼苗抗性。

（4）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工厂化穴盘育苗。

2.苗床消毒

（1）每平方米床土用 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克，加 50千克过筛细土拌和，播

种时用药土将种子上覆下垫。

（2）用 32％的苗菌敌稀释 200～300倍液进行苗床喷雾或浇灌。

（3）用 72.2％的普力克水剂 400～600倍液，每平方米床土的用药量为 2～3克。

3.发病初期，要及时拔除病苗，并选择下列药剂进行防治。

（1）72.2％的普力克水剂 750倍液喷雾。

（2）25％的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

（3）32％的苗菌敌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喷雾。

（4）60％的氟吗啉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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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正面呈淡黄色，边缘不明显；严重时病斑中心为灰黄色，

叶背面密生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的黑褐色霉层。病斑多从下部叶子开始，逐渐向上蔓延，

严重时病斑连成片，引起全株叶片干枯卷曲。嫩茎及果柄上也产生相似的病斑。果实受

害后，果蒂部产生近圆形硬化黑色凹陷斑，造成果实大量脱落。

侵染途径
本病由半知菌亚门枝孢属真菌

侵染所致。以菌丝体在病残体内越

冬，也可以分生孢子附着于种子表面

或潜伏于种皮中越冬。通过风、雨、气

流进行传播，从植株叶背气孔侵入，

也可以从萼片、花梗进入子房，危害

果实。

发病规律
病菌在 9℃～34℃温度范围内，

相对湿度在 80％以上都可以发生，

发育的最适温度为 20℃～25℃。高

温高湿有利于病害的发生，一般发病

后 10多天即可蔓延全田。种植过密、

通风透光不良或多雨、田间湿度大时

均有利病害发生。保护地内若浇水不

当，通风不及时发病严重。

防治方法
1.种子处理

播前用 52℃温水浸种 30 分钟

进行种子消毒。

2.土壤消毒

（1）对苗床用 45％的代森铵水溶液 200～400倍，按每平方米 2～4克进行土壤

消毒。

（2）定植前或发病初期，每亩用 1.5～2千克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对细土 20～

30千克进行沟施。

3.温室消毒

育苗或定植前，每平方米用 2克硫磺粉与适量木屑混合，密闭温室熏蒸 24小时，或

用百菌清烟雾剂熏蒸 3～5小时。

番茄叶霉病 栽燥皂葬贼燥 造藻葬枣 皂燥造凿

番茄叶霉病病叶渊正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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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叶霉病病叶渊背面冤

4.加强管理

在保护地内栽培的番茄，要适当控制浇水，及时通风透光，气温应保持在 25℃～

30℃，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60％～70％。在番茄生长的后期，要定期剪断或摘除底部老化

叶，创造适宜番茄生长的通风、透光的环境条件。

5.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选择下列药剂进行防治。

（1）25％的阿米西达悬浮液 1 500倍液喷雾预防。

（2）10%的世高（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 500倍液喷雾。

（3）12.5％腈菌唑水剂 600～800倍液喷雾。

（4）4%四氟醚唑水乳剂 750倍液喷雾。

（5）50%的鸽哈（甲托与百菌清复配）水悬浮剂 1 200～1 500倍液喷雾。

（6）25%的乙醚酚悬浮剂 1 000倍液喷雾。

（7）50%水分散性粒剂 1 500～1 800倍液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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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病，危害叶、茎、果。叶片上初发病时表现为褐色或黑色圆形斑

点，逐渐扩大后边缘为深褐色，中央灰褐色，斑点上有明显的同心轮纹。茎部病斑多发生

在分枝处，果实上病斑多发生在蒂部附近。病斑均为圆形或椭圆形，褐色，稍凹陷，也有

同心轮纹。湿度大时病斑上产生黑色绒毛状霉(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发病规律

温度在 15℃左右，相对湿度在 80％以上，病害开始发生，温度在 20℃～25℃，田间

湿度大或连阴雨情况下，病害会迅速蔓延。一般从苗期开始就可发病，定植和浇完第一

水后易发病，早熟品种比晚熟品种易感病，保护地栽培比露地栽培发病重。病害从植株

下部叶片开始，逐渐向上蔓延，造成叶柄黄枯，叶片枯死脱落，果实外露，诱发日烧病。严

重时造成落花落果，影响产量。

防治方法

1.种子处理

可用 52℃水进行温汤浸种 30

分钟，或用 1％的硫酸铜溶液浸种

10～15分钟，洗净后催芽。

2.培育壮苗

要调节好苗床的温度和湿度，

在苗子长到两叶一心时进行分苗，谨

防苗子徒长。苗期喷施 25％的阿米

西达悬浮液 1 500倍液喷雾预防。

3.轮作倒茬

番茄应实行与非茄科作物三年

轮作制。

4.加强田间管理

要实行高垄栽培，合理施肥，定

植缓苗后要及时封垄，促进新根发

生。保护地内要控制好温度和湿度，

加强通风管理。结果期要定期摘除

下部病叶，深埋或烧毁，以减少传病

机会。

番茄早疫病 栽燥皂葬贼燥 藻葬则造赠 遭造蚤早澡贼

番茄早疫病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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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药剂防治

（1）用 25％的阿米西达悬浮液 1 500倍液喷雾预防。

（2）用 5％的速百烟雾剂(速克灵和百菌清混合剂），每亩用量 200～350克进行闭

棚熏蒸，每隔 7～10天进行一次。

（3）发病初期选择下列药剂进行防治。

①75％的达科宁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喷雾。

②7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700倍液喷雾。

③70％的 DTM可湿性粉剂 500～700倍液喷雾。

④50％的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700～1 000倍液喷雾。

⑤77％冠菌铜可湿性粉剂 500～700倍液喷雾。

⑥80％的大生可湿性粉剂 400倍液喷雾。对于早疫病的防治，一定要在番茄发病

初期用药控制，发病后用药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防治效果不佳。

番茄早疫病病茎 番茄早疫病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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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主要危害果实，一般在果实绿熟期发生较重。果实被害，果皮变成灰白色，软腐，后

期在果、花托和果柄上出现大量土灰色霉层，果实失水僵化。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

病斑呈“V”字形向内发展，初呈水渍状，浅褐色，边缘不规则，有深浅相同的轮纹，后干

枯，表面也有少量灰霉，叶片枯死。

侵染途径
本病由半知菌亚门灰葡萄孢属真菌侵染所致。除危害番茄外，还可危害黄瓜、西葫

芦等蔬菜。病菌以菌丝体或分生孢子在病残体上越冬，或以菌核的形式在土壤中越冬。

田间农事操作是传播病菌的重要途径之一。分生孢子也可以随气流、雨水传播蔓延。病

菌一般先侵染花或花托，尔后向果或果柄部发展。

发病规律
病害发生的最适温度为 23℃，空气湿度在 90％以上，温度在 2℃～31℃内均可

发病。温室和大棚内持续较高的相对湿度是造成灰霉病发生和蔓延的主导因素。在春

季，遇有连阴雨天气的年份，气温偏低，放风不及时，棚内湿度偏大，会导致灰霉病发

生和蔓延。另外，不注意茬口安排以及农事操作过程中健病株不分，会加速病害的蔓

延和发展。

防治方法
1. 加强通风管理，降低棚内湿

度。夜间要适当提高棚温，减少或避

免叶面结露。

2.发病初期适当减少浇水次数，

谨防浇水过量。

3.及时摘除残花，对已发病植株

的病果、病叶和侧枝，集中烧毁或深

埋，严防将病果、病叶乱放乱扔。

4.在进行整枝、打杈疏果等农事

操作时，要先健株、后病株，使用番茄

授粉器健康快速授粉，避免造成人为

传播，打杈宜在晴天上午进行。

5.药剂防治

（1）初花期为防止病从花入，用

0.1％的速克灵或适乐时（咯菌腈），

防病效果可达 90％以上。

番茄灰霉病 栽燥皂葬贼燥 早则葬赠 皂燥造凿

番茄灰霉病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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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灰霉病病果

（2）温室、大棚内

可用 10％速克灵烟雾

剂或 20％的灰霉净烟

剂每亩地 200～300

克进行熏蒸，每次 3～

4小时，每隔 5～7天

一次，连熏 2～3次。

（3）发病初期可

用 40%的嘧霉胺悬浮

剂 800～1 200倍液，

木 霉 菌 生 物 农 药

500 ～1 000 倍 液 ，

50%的凯泽（烟酰胺）

水分散粒剂 1 200～

1 500 倍液，50％的

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或 20%

的百乙威可湿性粉剂

350～500 倍液，也可

用 5%的加瑞农粉尘

剂，或 6.5%的甲霉灵

超细粉尘剂，每亩每

次 1千克喷撒。

11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