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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村人口多，贫困

面广。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农业生

产投入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应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迫切需要

解决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从业农民

技能提高的问题。因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已

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长期而艰

巨的重大任务。近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进

“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1236”扶贫攻坚行

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总体部署，省农

牧厅把农民培训确定为重点工作之一，整合资源、

集中力量、大力推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学科技、用

科技的积极性，不仅推广普及了先进实用技术，而

且带动了农民创业就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种养专

业户、科技示范户、合作社骨干、农村致富带头人、

农机能手等生产经营服务人才，促进了农业增效、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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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推动了我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需求，加大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育力度，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省农牧厅组织农业技术推广单

位的百余名专家和农技人员，按照实际实用、通俗易懂和应知应会的

原则，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全省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以关

键生产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为重点，以贴近农民生活、通俗易懂的语

言，配以直观形象、简单明了的图片，编撰了 600项农业科技明白纸，

并邀请甘肃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基层农技推广专家进行了审定。在

此基础上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技术、农机能源四个方面集成

了 35册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真诚希望我们编撰的这套丛书能够帮助广大农民学习新知识、运

用新技术、汲取新营养，努力打造一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创新

的新型农民，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希望广大

农业工作者切实增强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责任心，自觉推广普及农

业科技知识，着力培育我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人才，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甘肃省农牧厅党组书记、厅长

2014年 8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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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麻口病综合防治技术

1.农业防治

（1）选用抗病品种

如岷归 1 号、岷归 2 号、岷归 3 号等。

（2）选用健康种苗

1）选择根顺、条直、侧根少，重 0.8～1.0 克，根头粗 3～4 毫米的

当归苗栽植；

2）去除根弯、条硬、侧根多、腐烂、发霉、有虫伤、有病斑及苗心变

色变硬的劣质苗；

3）去除根头粗大于 5 毫米和小于 2 毫米的苗。

（3）合理轮作倒茬

与小麦、胡麻、油菜等作物实行 3 年以上轮作；避免与马铃薯、黄

岷归 1号 岷归 2号 岷归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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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蚕豆、苜蓿、红豆草等作物轮作。

（4）增施有机肥

施用堆沤发酵充分腐熟的鸡粪、猪粪、牛粪等有机肥；提倡氮、磷、

钾配合施用，避免偏施氮肥；在成药生长中期用 100%沼液灌根，也能

有效降低当归麻口病发生。

（5）清洁田园

秋天当归收获后，应该彻底清除田间所有当归植株残体和各类杂

草，减少次年的初侵染源。

2 .化学防治

（1）土壤处理

1）当归成药田，栽苗前用 3%辛硫磷颗粒剂，按每亩 3 千克，拌细土

撒于地面，翻入土中，或用 1.8%阿维菌素乳油 2000 倍液喷洒栽植沟；

2）育苗田，播前可用 95%棉隆（必速灭）每亩5～6 千克，加细土

30 千克拌匀，撒于地面，翻入土中 20 厘米，20 天后再松土播种。

（2）药液蘸根

当归苗栽植前可用 50%辛硫磷乳油 1000 倍液，或 1.8%阿维菌

药液蘸根 药液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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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病当归 健康当归

素乳油 2000 倍液蘸根 30 分钟，晾干后栽植。在育苗、起苗及栽培管

理中尽量减少当归根部创伤，以避免病原菌侵入。

（3）药液灌根

每亩用 40%多菌灵胶悬剂 250 克，或托布津 600 克加水 150

千克，每株灌稀释液 50 克，5 月上旬和 6 月中旬各灌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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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根部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当归根腐病泛指当归根部病害，其中包括麻口病（线虫病害）、水

烂病（细菌病害）和由地下害虫、根蚜、线虫等为害造成伤口后镰刀菌

侵染引起的真菌病害。

1.农业防治

（1）选用优质抗病品种如岷归 2、3 号等

（2）选择健壮归苗

1）归苗在移栽前须仔细选择，将表皮粗糙，分枝多，侧根倒长，苗

质硬，苗心变色的苗子除去。

2）仔细检查，将所有苗体腐烂、发霉、有病斑、虫伤、折断的伤病苗

除去。

3）将苗径小于 2 毫米小苗除去。

（3）合理轮作倒茬

与小麦、油菜等作物实行 3 年以上轮作种植，可有效减轻麻口病

危害。马铃薯、蚕豆田轮作效果差。

（4）土壤选择

当归栽植以土层深厚，排水方便，腐殖质多的微酸性土壤为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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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病虫为害效果显著。

（5）合理施肥

农家肥及油渣等要求腐熟。纯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配比 1:

0 .49 :0 .24，或选用当归专用肥。

2 .化学防治

当归麻口病：当归麻口病是当归的最主要病害之一，受麻口病危

害的当归轻则丧失商品价值，重则完全绝收，因此当归麻口病的防治

是当归田间管理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当归麻口病在防治上应首先从防

虫减少伤口入手，进而防病抑制扩散，目前化学防治麻口病应采取下

列措施。

（1）苗期防治方法

①移栽前用 15%阿维·毒乳油 100 倍～200 倍液加入 30%琥胶

肥酸铜悬浮剂 200 浸根 30 分钟，边浸边晾。②采用 3%辛硫磷颗粒剂，

定植后撒施（穴施）在小苗根茎部位后覆土，每亩用颗粒剂 3～4 千克。

收获时病株

5

C MY K



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经济作物

定植前的药剂浸苗

（2）成株期防治方法

以灌根为主，可在 5

月上旬至 6 月中旬，分别

用 15%阿维·毒微胶囊剂

500 倍液灌根两次，可达

到控制病害的效果，如果

田间出现枯死病株，可在

药液加入 30%琥胶肥酸

铜悬浮剂 500 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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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褐斑病综合防治技术

症状识别与发生特点：叶片、叶柄均受害。叶面初生褐色小点，后

扩展呈多角形、近圆形、红褐色斑点，大小 1～3 毫米，边缘有褪绿晕

圈。后期有些病斑中部褪绿变灰白色，其上生有黑色小颗粒。病斑汇合

时常形成大型污斑，有些病斑中部组织脱落形成穿孔，发病严重时，全

田叶片发褐，焦枯（下图）。此病菌随病残组织在地表越冬，第二年借风

雨传播进行再侵染。温暖潮湿和阳光不足有利于发病。一般 5 月下旬

开始发病，7—8 月发病加重，并延续至收获期。

防治技术

（1）清洁田园

初冬，彻底清除田间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源。轮作倒茬。

（2）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喷施 1∶

1∶150 波尔多液、7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70%丙森锌

（安泰生） 可湿性粉剂

200 倍液、70%甲基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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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灵 WP600 倍液和 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颗粒剂 600 倍～800

倍，每隔 7~10 天喷施 1 次，连续喷 2～3 次，交替使用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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