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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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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残留农药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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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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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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缘愿种、虫害 圆园种，田间实际拍摄的照片 圆愿园多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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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园员员年 源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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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莴苣叶、茎、根部均可发病。叶片发病，多从

叶缘先发病，初呈水渍状，后变褐软腐，叶片腐

烂，在干燥的气候条件下，腐烂病叶迅速失水变

干呈薄纸状。潮湿条件下，整个叶片至整个叶球

烂光。茎基部或叶柄发病，可致全株萎蔫，病部渗

出黏液，散发臭味。

侵染途径
本病由胡萝卜软腐病欧氏杆菌细菌侵染所

致。病菌可侵染多种蔬菜，可随病残体遗留田间

越冬，也可随寄主种株在菜窖内越冬，或混入粪

肥中越冬。病菌通过雨水、灌溉水、带菌肥料、昆虫传播，从伤口侵入。机械伤、虫伤、病痕

及自然孔口都是重要侵入途径，田间病菌普遍存在时，只要有发病条件，病害就会很快

发生，并迅速扩展蔓延。

发病规律
该病在 2℃～40℃范围内都可发病，在高温高湿情况下发病重，病菌生长的适温为

25℃～30℃，在此温度范围内病情扩展快。多雨条件下易发病，虫害严重，特别是顶烧

病造成伤口或施肥不当烧根，均会引起发病。连作地、低洼积水、闷热、湿度大发病重。

防治方法
1.莴苣不宜连作，也不要与油菜、芹菜、茄果类、瓜类连茬。应与葱蒜类蔬菜实行

2～3年轮作。

2.及早翻耕整地，高垄或高畦栽培。加强

肥水管理，施肥应避免烧根，严禁大水漫灌，特

别是在病害流行期控制浇水。

3.发病初期选择下列药剂进行防治。

（1）1 000万单位的农用链霉素或新植霉

素 4 000倍液喷雾。

（2）77%的可杀得可湿性微粒粉剂 500倍液

喷雾，或 47%的加瑞农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

喷雾。

（3）60%百菌通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喷雾。

（4）14%的络氨铜水剂 300倍液喷雾。

（5）30%氧化铜悬浮剂 800倍液喷雾。莴苣软腐病病叶

莴苣软腐病病茎

莴苣病害
莴苣软腐病 蕴藻贼贼怎糟藻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造 泽燥枣贼 则燥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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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幼苗、成株均可发病，以成株发病最

重。该病主要危害叶片，多先由植株下部或

外部叶片发病，向全株蔓延，发病叶片上产

生淡黄色、周缘不明显的近圆形斑点，扩展

后受叶脉限制呈多角形，湿度大时，病斑背

部产生白色霜霉状霉层。后期病斑枯死变

为褐色并连成片，致使病叶迅速干枯死亡。

侵染途径
本病由鞭毛菌亚门莴苣盘梗霉属真菌侵染所致。病菌通过菌丝体在冬季棚内病株

组织上越冬，也可以卵孢子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翌年产生孢子囊，借风、雨或昆虫传

播。孢子囊多间接萌发产生出游动孢子，少数直接萌发产生芽管，由气孔侵入，也可直接

穿透表皮侵入。病部产生的孢子迅速传播扩散，使病害暴发流行。

发病规律
病菌喜较低气温和高湿度。在 1℃～19℃范围内菌丝均可发育，孢子囊萌发适温

6℃～10℃，侵染适温为 15℃～17℃，孢子囊产生需 90%以上相对湿度，孢子囊萌发需

叶面有水滴存在，高湿或昼夜温差大，雾大露重、土壤黏重或低洼地、偏施氮肥发病重。

防治方法
1.选择抗病品种，进行高垄或高畦栽培。合理密植，避免偏施氮肥，增施磷、钾肥。小

水勤灌，避免大水漫灌。

2.重病地与非菊科蔬菜进行 2年以上轮作。

3.发现中心病株，及时摘除病叶深埋。收获后彻底清

除田间病残体，并深翻土壤。

4.发现中心病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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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的普力克水剂 750倍液喷雾。

（3）50%的烯酰吗啉（灭克）可湿性粉剂 750倍液喷雾。

（4）68%的金雷多米尔·锰锌 600～800倍液喷雾。

（5）25％的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

（6）60％的氟吗啉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

（7）72％的克露可湿性粉剂 600～800倍液喷雾。

（8）40％的霜脲氰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

莴苣、莴笋霜霉病 蕴藻贼贼怎糟藻 葬灶凿 a泽责葬则葬早怎泽 造藻贼贼怎糟藻赠 凿燥憎灶赠 皂蚤造凿藻憎

莴苣霜霉病病叶渊正面冤

莴苣霜霉病病叶渊背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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莴苣菌核病叶球

症状识别
结球莴苣多由茎基部发病，向叶球扩

展。病部褐色，水渍状腐烂，湿度大时病部

表面密生白色棉絮状菌丝体，并在其上产

生鼠粪状菌核，菌核初期为白色，后变黑

色，病株叶片变黄凋萎，甚至全株枯死。

侵染途径
本病由子囊菌亚门核盘菌侵染引起。

病菌以菌核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翌年

菌核萌发产生子囊盘和子囊，孢子成熟时

子囊弹射散放出子囊孢子，借气流传播进

行侵染。子囊孢子萌发时产生芽管，先从

衰老部位或伤口侵入引起发病。待病菌获

得更大的侵染能力后，即具有危害健壮的

茎、叶的能力。在田间，病健株叶片接触可

通过菌丝传播为害。

发病规律
气温在 20℃以上，相对湿度高于

85%发病重。湿度低于 70%，病害明显减

轻。此外，密度过大，通风透光条件差，或

排水不良的低洼地块，或偏施氮肥，连作

地发病重。

防治方法
1.使用无病种子。一般种子应除去混

杂在种子间的菌核，方法是用 10%的盐水

漂浮菌核，留下种子再用清水冲洗后播种。

2.适时播种，培育适龄壮苗，苗龄以

6～8片叶最适宜。

3.高畦覆地膜栽培。施足基肥，避免偏

施肥，增施磷、钾肥，小水勤浇，切忌大水漫。

4.利用温室休闲时间，进行 20厘米以

上深翻晒地，把菌核翻到土壤深层，使其不

能发芽出土。

5.发病初期选择下列药剂防治。

（1）25％的阿米西达悬浮液 1 500倍

液喷雾预防。

（2）50%的凯泽（烟酰胺）水分散粒剂

1 200～1 500倍液。

（3）40%的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1 000～

1 500倍液。

（4）25%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1 000倍液。

（5）50%的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500倍

液喷雾。

（6）5%的百菌清粉尘剂喷粉，每次每

亩 1千克。

（7）50%的

农利灵可湿性

粉剂 1 500倍液

喷雾。

莴苣菌核病 蕴藻贼贼怎糟藻 s糟造藻则燥贼蚤灶蚤葬 凿蚤泽藻葬泽藻

莴苣菌核病病茎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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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多发生在结球生菜上，危害叶柄、叶

片以至叶球。接近地面叶片、叶柄先发病

产生褐色病斑，溢出琥珀色汁液。病斑扩

大后可延及整个叶柄、叶片及整个菜球。

后期在发病叶片叶腋上，常产生交织成

网状的菌丝体和疏松的褐色小菌核，湿

度大时，整个叶球呈现腐烂状。干燥时，

叶球失水，黑色僵化。

侵染途径
本病是由半知菌亚门立枯丝核菌侵

染引起。病菌以菌丝体或菌核随病残体

在土壤中越冬，病残体分解后病菌也可

在土壤中腐生存活，因其为土壤习居菌，

在土壤中分布较广，菌源多。在适宜条件

下，只要病菌与菜株接触，菌丝就可通过

气孔或直接侵入而引起发病，病菌通过

雨水、灌溉水传播。

发病规律
病菌对温湿度条件要求不严格，菌

丝在 13℃～42℃范围内均可生长，最适

温度为 24℃～26℃，耐干喜湿，适宜

pH3～9.5。高湿多雨有利于病菌繁殖和

生长。一般在日平均温度 20℃以上，土壤

潮湿、积水条件下，病害发生较重。

防治方法
1. 选择地势较高或地下水位较低的

温室种植，并采用高垄栽培。

2.采用滴灌技术，控制棚内湿度，防

止棚内高湿。

3.注意合理密植，避免过密，防止偏

施氮肥，增施磷、钾肥。

4. 发现中心病株及时拔除深埋处理，

并用生石灰消毒。

5.发病初期及时选用下列药剂防治。

（1）25％的阿米西达悬浮液 2 000倍

液喷雾预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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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莴苣茎腐病茎基部

莴苣茎腐病病叶

莴苣茎腐病 蕴藻贼贼糟怎糟藻 b燥贼贼燥皂 则燥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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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主要危害肉质茎，也可危害

叶片，肉质茎染病，受害处先变浅

绿色，后转为蓝绿色至褐色，病部

逐渐崩溃，从近地面处脱落，全株

矮化或茎部中空，叶片染病，产生

不规则水渍状褐色角斑，后变淡

褐色干枯呈薄纸状，条件适宜时

可扩展到大半个叶子，周围组织

变褐色枯死，但不软腐。

侵染途径
本病是由油菜黄单胞菌葡萄

蔓致病变种细菌引起。病菌在病

残体上或种子内越冬，翌年从幼

苗叶片的气孔或叶缘水孔、伤口

处侵入，细菌侵入后形成系统侵

染。远距离传播主要靠种子，在田

间借雨水、昆虫肥料传播蔓延。

发病规律
病菌适宜的生长温度为 26℃～28℃，最高

35℃，最低 0℃。温室内高温、高湿易发病，低洼、重

茬及虫害重的地块易发病。

防治方法
1.选用无病种子，注意防治地下害虫。

2.发病初期选择下列药剂防治。

（1）50%DT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喷雾。

（2）70%的 DTM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喷雾。

（3）12％的绿乳铜乳油 500倍液喷雾。

（4）47%的加瑞农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喷雾

或 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 3 500～4 000倍液喷雾。

（5）新植霉素、克菌康（中生菌素）等农用抗菌素。 莴苣腐败病病叶

莴苣腐败病 蕴藻贼贼怎糟藻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造泽 责燥贼

莴苣腐败病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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莴苣病毒病 蕴藻贼贼怎糟藻 皂燥泽葬蚤糟

症状识别
出苗后每一片真叶出现淡绿或黄白

色不规则斑驳，叶缘不整齐，出现缺刻。

2～3片真叶染病，初现明脉，逐渐现出黄

绿相间的斑驳或不大明显的褐色坏死斑

点及花叶。成株染病症状与苗期相似，有

些出现细脉变褐，出现褐色坏死斑点，或

叶片皱缩，叶缘下卷成筒状，植株矮化。

侵染途径
由莴苣花叶病毒(LMV)、蒲公英黄叶

病毒(DYMV)和黄瓜花叶病毒(CMV)引起。

毒源来自田间越冬的带毒莴苣、莴笋或种

子，在田间通过蚜虫或汁液接触传染，桃

蚜最易传毒，萝卜蚜、棉蚜也可传毒。

发病规律
病害发生与温、湿度条件有关。18℃

以上病害发展加快，较干旱有利于蚜虫活

动则病害传播快。

防治方法
1.选择抗病品种，如皇后、北山 3号、

玉湖等。另外，

紫叶品种比绿

叶品种种子带

毒率低。

2. 要适期

播种，精细管

理，及时彻底地

防治田间蚜虫。

3.发病初

期选择下列药

剂进行防治。

（1）20%的病毒A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

喷雾。

（2）0.5%的抗毒剂 1号水剂 300倍液

喷雾。

（3）5%的菌毒清水剂 200～300倍液

喷雾。

（4）0.5％抗毒丰（抗毒剂一号）水剂

200～300倍液喷雾。

（5）3.95％的病毒毙克可湿性粉剂500

倍液喷雾。

莴苣病毒病病叶

莴
苣
病
毒
病
叶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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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识别
主要危害叶片，病斑初为淡黄色斑，

后扩大为不规则形，在潮湿时叶背生淡灰

色霉层，后变为紫灰色，引起叶片腐烂，在

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叶子黄枯，病斑自下

而上发展。

侵染途径
本病由鞭毛菌亚门霜霉属真菌侵染

所致，一般只侵染菠菜。病菌以菌丝体

在被害植株内和种子上越冬，也可以卵

孢子在土壤中越冬。来年的分生孢子借

气流、雨水、灌溉水等进行传播蔓延，

病菌一般从叶片的气孔和表皮侵入为害。

发病规律
病菌生育适温为 7℃～15℃，超过

30℃则不易发病。当气温在 10℃左右，空

气相对湿度在 85%以上时病害易于流

行。低温多雨、多雾时病害蔓延快，低洼

地、重茬地、种植密度大及易造成叶面结

露的地块发病重，一般春茬保护地菠菜发

病较重。

防治方法
1.及时拔除中心病株，携出棚外烧毁。

2.加强田间管理，做到合理密植，科

学灌水，降低棚内湿度。

3.发病初期选择下列药剂防治。

（1）用 25％的阿米西达悬浮液 1 500

倍液喷雾预防。

（2）72.2％的普力克水剂750倍液喷雾。

（3）50%的烯酰吗啉（灭克）可湿性粉

剂 750倍液喷雾。

（4）68%的金雷多米尔·锰锌

600～800倍液喷雾。

（5）25％的甲霜灵可湿性粉

剂 800～1 000倍液喷雾。

（6）60％的氟吗啉可湿性粉

剂 800～1 000倍液喷雾。

（7）72％的克露可湿性粉剂

600～800倍液喷雾。

（8）40％的霜脲氰可湿性粉

剂 800～1 000倍液喷雾。菠菜霜霉病病叶渊初期冤

菠菜霜霉病病叶渊中期冤

菠菜病害
菠菜霜霉病 杂责蚤灶葬糟澡 凿燥憎灶赠 皂蚤造凿藻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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