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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范永强 男，1963 年 4 月生，高级农艺师，
1985 年 7 月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农学
学士，同年被分配到临沂市农业科学院工作，
先后在作物研究所、蔬菜研究所、土壤肥料研
究所、成果应用科、费县刘庄镇人民政府等工
作至今。20 多年来，先后主持参加山东省科技
厅和临沂市科技局等科技攻关项目五项，获市
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四项，出版专著三部，参加
编写专著一部，撰写国家和省级论文 15 篇。近 10 年来，依托德国
德固赛公司和瑞士先正达(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作物土
壤连作障碍、配方施肥与作物疑难杂症的研究工作，探索出了不同
栽培条件下黄瓜( 西瓜) 、辣( 甜) 椒、番茄、茄子、芸豆、大葱( 洋) 、
韭菜、大蒜、生姜、马铃薯、十字花科蔬菜、桃( 大樱桃) 、葡萄、苹果
与水稻、玉米、小麦、花生等大田作物病虫草害全程安全处方化防
治对策，并在山东、河北、辽宁等地进行了推广应用，受到许多同行
专家的认可和广大农民的欢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农
业生产中病虫草害的化学防治占综合防治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受
农民文化程度、种植管理技术与农业科技推广水平的影响，防治失
当和不合理使用农药现象经常发生，农作物病虫草害常年造成的
产量损失达 30%以上，因品质下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可估
量，更重要的是造成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和农业环境的面源污染。

因此，切实搞好农作物病虫草害的高效低残综合防治，贯彻“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

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业污染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中心环节，

也是今后科学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必由之路。

为了适应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从当
前农业生产病虫草害发生规律与防治的实际出发，我们在长期实
践中逐步探索出了安全、高效、生态、低成本的农作物病虫草害处
方化防治新技术，编写了《葱韭蒜姜病虫草害诊断与处方》一书，

以供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农业生产资料经销人员和广大农民朋友
参考。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农业生产的安全性、实用性和先进



性，对葱韭蒜姜常见病害、虫害和杂草进行了典型症状描述，并选
配了精美清晰照片，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和实现田间检诊; 在防
治方面，吸取当前最新农业科研成果，应用当前国内外先进农药产
品和技术，结合自己的防治实践，努力开拓药剂安全高效低残防治
的新局面。生产实践证明，葱韭蒜姜病虫草害防治的处方化具有
安全可靠、防治及时、效果显著、劳动强度小、功效高和低成本等优
点。应用处方化防治新技术，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

由于时间紧，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
难免，恳请专家、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著者 2011 年 1 月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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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葱蒜韭姜主要病害诊断

一、大葱主要病害诊断

（一）猝倒病
【典型症状】 猝倒病是大葱育苗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病害。

秧苗出土后，真叶尚未展开前，如果遭受病菌侵染，在幼苗茎基
部发生水渍状暗斑，然后继续绕茎扩展，逐渐缢缩呈细线状，于
是幼苗地上部分因失去支撑力而倒伏。 苗床湿度大时，在病苗
或其附近床面上常密生白色棉絮状菌丝。

图１　大葱猝倒病症状

　

图２　大葱猝倒病田间症状

【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腐霉菌，属鞭毛菌亚门真菌。 病菌
以卵孢子在土壤中越冬，条件适宜时，萌发产生游动孢子或直接
侵入寄主。 病菌腐生性很强，可在土壤中的病残体或腐殖质中
以菌丝体长期存活，病菌借雨水或灌溉水的流动传播。 幼苗发
病后，一般从茎基部侵入幼苗，病部不断产生孢子囊，借灌溉水
向四周重复侵染，使病害不断蔓延。 该病菌喜高温（３４～

３６℃），但在９℃以下也能生长。 所以，在苗床温度低、幼苗生
长缓慢的情况下，若遇到高温，则感病期拉长，很容易发生猝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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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尤其在苗期遇到阴雨天气、光照不足、幼苗生长不良时，
发病严重。 育苗期间，如遇寒流侵袭，而又不注意通风，则将
加剧猝倒病的发生。 当幼苗具３～４片真叶时，秧苗茎秆木栓化
程度提高，此时抗病性较强。 因此，猝倒病主要发生在１～２片
真叶以前的幼苗期。

　图３　大葱立枯病症状

（二）立枯病
【典型症状】 幼苗从刚出土至

移栽前均可发病。 幼苗受害后，先
在茎基部产生暗褐色病斑，苗子白天
萎蔫，初期早晨尚可恢复，严重时，
病斑扩展至整个幼苗基部，病部缢
缩，茎叶萎蔫枯死，但病苗仍直立不
倒伏。 潮湿时，茎基部发生淡褐色
蛛丝状霉。

【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丝核菌，属半知菌亚门真菌。 病菌
以菌丝体或菌核在土壤中或病残体中越冬，病菌腐生性较强，在
土壤中可存活２～３年。 适宜生长温度为１７～２８℃，１２℃以下
或３０℃以上生长受抑制。 病菌借雨水、灌溉及农事活动传播。
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高时，利于病害发生；光照不足、密度过
大、幼苗衰弱易感此病。

（三）大葱霜霉病

图４　大葱霜霉病症状１

　

图５　大葱霜霉病症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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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典型症状】 主要危害叶及花梗。 叶染病，病斑呈苍白色
长椭圆形，严重时波及上半叶，植株发黄或枯死，病叶呈倒
“ Ｖ”字形。 花梗染病，病部初生黄白色或乳黄色较大侵染斑，
纺锤形或椭圆形，其上产生白霉，后期变为淡黄色或暗紫色。
中下部叶片染病，病部以上渐干枯下垂。 假茎染病多破裂，弯
曲。 鳞茎染病，可引致系统性侵染，这类病株矮缩，叶片畸形
或扭曲，湿度大时病部长出白色至紫灰色霉层，即病菌的孢子囊
梗及孢子囊。

【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葱霜霉菌，属鞭毛菌亚门真菌。 以
卵孢子在寄主、种子上或土壤中越冬，翌年春天萌发，从植株的
气孔侵入。 湿度大时，病斑上产生孢子囊，借风雨和昆虫等传
播，进行再侵染。 一般地势低洼、排水不良、重茬地发病重，
阴凉多雨或常有大雾的天气易流行。

（四）大葱紫斑病

图６　大葱紫斑病症状 图７　大葱紫斑病症状

图８　大葱紫斑病与霜霉病混发症状

【典型症状】 大葱紫斑病
（又称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
病害常从叶尖或叶中部发生，病
斑初为白色、稍凹陷，扩大后病
斑中央微紫色，呈椭圆形或纺锤
形。 湿度大时，病斑上产生轮
纹状排列的褐色至黑色霉状物。

第一章　葱蒜韭姜主要病害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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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病斑愈合形成长条状大斑，致使叶片枯死。
【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葱链格孢，属半知菌亚门真菌。 主

要以菌丝体在寄主体内或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温暖地区以分
生孢子在葱类植物上辗转危害；翌年春条件适宜产生分生孢子，
借风雨或灌溉水进行传播。 从伤口或自然孔侵入，发病后病部
产生分生孢子进行再侵染。 种子也可带菌，引起叶片发病。 气
温１８～２５℃，相对湿度高于８５％及土壤含水量高易发病，栽植
过密、通风透光差、生长势衰弱的重茬地发病重。 南方终年均
见危害，多雨高湿季节发病重。 北方５～１０月均可发生。

　图９　大葱锈病症状

（五）大葱锈病
【典型症状】 主要危害叶、花

梗及绿色茎部。 葱叶发病初期产生
褪绿斑点，病斑逐渐扩大形成椭圆形
或纺锤形、橘黄色隆起的粉疱斑，为
病菌的夏孢子堆，后期形成栗褐色的
粉疱斑（冬孢子堆）。 孢子成熟后
粉疱表皮纵裂翻起，散出病菌孢子，

病菌孢子随风雨传播扩散和再侵染。
【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葱柄锈菌和香葱柄锈菌，均属担子

菌亚门真菌。 北方以冬孢子在病残体上越冬，翌年夏孢子随气
流传播进行初侵染和再侵染。 夏孢子萌发后从寄主表皮或气孔
侵入，萌发适温９～１８℃，高于２４℃萌发率明显下降，潜育期１０
天左右。 气温低、肥料不足及生长不良发病重。

（六）大葱灰霉病
【典型症状】 被害叶片初生白色至浅灰褐色的小斑点，后

斑点逐渐扩大，相互融合成椭圆形眼状梭形斑。 鳞茎发病，湿
度大时，病斑密生灰褐色绒毛状霉层，即病原菌分生孢子梗和分

葱韭蒜姜病虫草害诊断与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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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孢子，逐渐霉烂、发黏或发黑。

　图１０　大葱灰霉病初期症状 图１１　大葱灰霉病后期症状　

【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大蒜盲种葡萄孢，属半知菌亚门真
菌。 病菌以菌丝、分生孢子或菌核越冬或越夏，翌年条件适宜
时，菌核萌发产生菌丝体，又产生分生孢子，菌丝、分生孢子随
气流、雨水、灌溉水传播蔓延。 病菌从气孔或伤口等入侵，引
起发病。 成株期发病最重。 地势低洼、土质黏重、阴雨连绵、
雨后容易积水、种植过密、偏施氮肥、植株徒长等降低了抗病能
力，均容易发病。

（七）大葱疫病

图１２　大葱白色疫病症状 图１３　大葱白色疫病大田症状

【典型症状】 又称白尖病。 育苗期、成株期均可发病。
苗期、成株期染病，叶鞘、叶片初呈现青白色不明显的斑点，后
逐渐扩大至５～１０厘米的大型油浸状青白色大病斑，病斑中央白
色至灰白色，病斑扩展至叶端逐渐干枯下垂，阴雨连绵或湿度大

第一章　葱蒜韭姜主要病害诊断



 ６　　　　

时，病部长出白色绵毛状霉；天气干燥时，白霉消失。 就一株
而言，该病发病初期多在同一高度位置上。

【发病规律】 病原为烟草疫霉，属鞭毛菌亚门真菌。 病菌
主要以卵孢子、厚垣孢子或菌丝体在土壤中越冬，翌春条件适宜
时产生孢子囊及游动孢子，借灌溉水或风雨传播侵染。 孢子萌
发后产生芽管，穿透寄主表皮直接侵入，后病斑及地表上产生新
的游动孢子借雨滴溅射传播再侵染，扩大危害。 病菌适宜高温
高湿的环境，适宜发病温度为１２～３６℃、相对湿度在９０％以
上。 一般５～６月始发，随雨季到来，病情加重，夏季连阴雨天
气多易发病，暴雨过后排水不及时、地头积水、氮肥过多或植株
徒长发病重。

　 图１４　大葱白腐病症状

（八）大葱白腐病
【典型症状】 大葱的幼苗

及成株的叶片、鳞茎和花薹均可
发病。 最初叶片先端变黄，继
而向下蔓延，在鳞茎和不定根上
生出绒毛状白色菌丝，呈水浸状
而腐烂，后期在菌丝层中产生芝
麻粒大小的黑色菌核。 本病的
特征是：地上部外观似生理病
害，拔出后在不同发病时期会看
到水浸状病斑、白色菌丝层或已产生菌核。

【发病规律】 病原为白腐小菌核菌，属子囊菌亚门真菌。
以菌核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可借灌溉和雨水传播，长出菌丝侵染
寄主。 在２０℃发病较重，故多在春末夏初多雨时发病。 不同品
种之间抗性差异不明显。

葱韭蒜姜病虫草害诊断与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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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洋葱红根腐病
【典型症状】 洋葱红根腐

　图１５　洋葱红根腐病症状

病主要危害洋葱的根。 植株染
病后洋葱的根和根茎部初为红
色，后逐渐腐烂，干缩死亡，
新根不断染病，也不断干枯，
地上部从底部老叶开始逐渐向
上发黄、干枯死亡。 发病洋葱
鳞茎小，鳞茎内有明显的病变。

【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洋
葱棘壳孢红根腐菌，属半知菌亚门真菌。 病菌以分生孢子器或
菌丝体随病根在土壤中越冬，翌年产生大量分生孢子经雨水或灌
溉水和昆虫传播，从根部和根茎部的伤口侵入，对洋葱的根进行
侵染危害，一般５月上中旬当温度达到２２～２４℃时进入发病盛
期，洋葱收获后病菌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夏，成为第二年的初侵
染源。 该病菌为土壤习居菌，因而连作土壤发病重。 洋葱红根
腐病菌不能侵染小麦，与小麦轮作可降低病菌的积累，发病轻。

　图１６　洋葱黄矮病（病毒病）症状

（十）洋葱黄矮病
【典型症状】 幼苗和成株

期均可染病，以幼苗染病造成
危害较重。 染病植株，叶片上
出现长短不一的黄绿相间的斑
驳或黄色条斑，叶片扭曲变
细，叶面凹凸不平，叶尖变
黄；严重时生长缓慢，植株矮
化、萎缩，最后全株萎缩枯死。

第一章　葱蒜韭姜主要病害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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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７　洋葱黄矮病（病毒病）
　　　 大田症状

【发病规律】 病原为洋葱矮化病
毒、大蒜花叶病毒和大蒜潜隐病毒。
病毒主要吸附在鳞茎上或随病残体在田
间越冬。 在田间主要靠多种蚜虫、蓟
马和汁液摩擦传播。 与百合科蔬菜邻
作，雨水较少，长期高温干旱，缺肥少
水，植株生长势差，蚜虫和蓟马危害严
重等地块发病重。

二、韭菜主要病害诊断

　图１８　韭菜灰霉病症状１

（一）韭菜灰霉病
【典型症状】 韭菜灰霉病俗

称“ 白点”病，主要危害叶片，
初在叶面产生白色至淡灰色斑
点，随后扩大为椭圆形或梭形，
后期病斑常相互联合产生大片枯
死斑，使半叶或全叶枯死。 湿度
大时病部表面密生灰褐色霉层。

图１９　韭菜灰霉病症状２　

有的从叶尖向下发展，形成枯叶，还可
在割刀口处向下呈水渍状淡褐色腐
烂，后扩展为半圆形或“ Ｖ”字形病
斑，黄褐色，表面生灰褐色霉层，引起
整簇溃烂，严重时成片枯死。

【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葱鳞葡萄
孢菌，属半知菌亚门真菌。 此外有文
献报道，葱细丝葡萄孢，又称灰葡萄
孢，也可危害韭菜。 病菌在土壤中越
冬，成为第二年的初侵染源，植株发病

葱韭蒜姜病虫草害诊断与处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