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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电合一”是农业部“十一五”规划重点工程；是通过集成电

脑、电话、电视等现代信息传播载体，整合农业人才资源、解决农业

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新型模式；也是汇集农业科技、市场

等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

辽宁“三电合一”项目———金农热线于 2005年 7月由胡晓华

副省长亲自启动，是辽宁省政府面向农业、农村和广大农民服务的

平台。农民只需拨打 12316号码，就能即时获得种养殖技术、市场

行情、农村政策法规、农产品供求等专业化的信息咨询服务。

在“三电合一”服务过程中，我们受理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农村

实际问题，由省内各专业的权威专家做了系统有针对性的解答。本

书就是根据权威专家解答的典型案例精心编著的，具有很强的实

践性、指导性。本书通俗易懂、简洁明了，适于从事种养殖的农民朋

友参考。

在“三电合一”服务和本书的编著过程中，马凤君、王克、王邵

莹、史春生、刘英、刘权海、吕春修、杜绍范、宋宝辉、宋雅坤、张奎

男、李金凤、李素莉、杨文革、杨宏、周鹏飞、赵义平、赵伟、项亚萍、

宣景宏、袁秋文、郭晓雷、高国利、黄岳海、黄毅、董淑萍、韩春凤（以

上专家按姓氏排名）等热线专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我们向治

学严谨、诲人不倦的金农热线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后，伴随“三电合一”工程的深入实施和金农热线的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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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们将把更多更好的技术、经验、信息奉献给广大农民，以期在

新农村致富路上助农民一臂之力。

书中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著者

2007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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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篇

金农热线不仅为农民提供远程电话咨询服务， 还根据农民的
需求，以及农民反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到现场进行专
家会诊。 专家所到之处，受到了农民朋友的热情欢迎。 以下是金农
热线专家到各地现场会诊案例选编。

第一章 种 植

案例 1 请专家 送技术 热线帮农民看病
沈阳市东陵区古城子镇古城子村会诊实况（2005.09.16）

金农热线杨波 娟子报道 9月16日上午10时，金农热线专家
一行应邀来到古城子村农民孙绍林、张国列的稻田地头，现场为农民
朋友讲解水稻稻曲病的防治方法，此举受到当地农民的热情欢迎。

9 月 14 日, 金农热线受理了古城子村孙绍林关于水稻稻曲病
防治方法的咨询。经了解，该村以水稻种植为主，且当前水稻稻曲
病发生严重，希望热线专家能够到现场解难。当日，金农热线就此
情况又向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做了进一步了解，并定于 16 日到
现场进行专家会诊。16 日上午 10 时，在辽宁省农委信息中心主任
牟恩东的带领下，由金农热线工作人员、热线首席植保专家袁秋文
推广研究员、热线首席蔬菜专家赵义平推广研究员、东陵区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兼植保站站长、古城子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以及辽宁农民报记者组成的专家组赶到了现场。专家组先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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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孙绍林和张国列家的稻田,发现两家水稻表现出的病害症状完全
一致，并且均十分严重。热线专家观察病害症状后，确诊为水稻稻
曲病，该病俗称“乌米”。

发病症状 该病只发生于水稻穗部，为害部分谷粒。受害谷粒
内形成菌丝块，逐渐膨大，内外颖裂开，露出淡黄色块状物，即孢子
座，后包于内外颖两侧，呈黑绿色。初期外包一层薄膜，后破裂，散
生墨绿色粉末，即病菌的厚垣孢子，有的两侧生黑色扁平菌核，风
吹雨打易脱落。

诊断后，热线专家袁秋文又向现场的农民朋友讲解了水稻稻
曲病的传播途径和发病条件。详细的讲解使现场农民朋友对稻曲
病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增强了预防意识。
发病条件 病菌在土壤中和种子上越冬。一般来说，水稻抽穗

期湿度大有利于病害发生；氮肥过多，水稻生长繁茂嫩绿，会增加
稻株的感病性。连作地块发病重。水稻品种间的抗病性也有明显差
异：通常早熟品种比晚熟品种轻；早播、早栽比晚播、晚栽轻；如遇
穗期多雨、气温回升，发病通常较普遍。

针对现场农民朋友提出的如何防治稻曲病的问题,袁老师首先
分析了此次稻曲病没有控制住的主要原因———没有把握好防治适
期，然后详细地讲解了防治方法。

防治方法 （1）选用抗病品种，不从病田留种。（2）种子消毒。
可用药剂有 402抗菌剂、强氯精、多菌灵、福尔马林等。（3）加强肥
水管理，提高抗病力。增施磷、钾肥，避免迟施或偏施氮肥；合理灌
水，前期浅灌、勤灌；分蘖期排水晒田。（4）早期摘除病粒，烧毁或深
埋。（5）药剂防治。于水稻破口前 3～5天连续施药 2～3 次，间隔期
5～7天。可选药剂有：15% 三唑酮（粉锈宁）可湿性粉剂每亩 80～
100克、5% 井冈霉素水剂每亩施用 100～150毫升、30% 琥胶肥酸
铜（D T）悬浮剂每亩 100～150毫升、18% 多菌铜乳剂每亩 500克
等，加水 30千克进行喷雾，施药力求均匀、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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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稻曲病是稻田最常见病害之一,但在会诊过程中发现，有很多

农民连防治稻曲病的基本常识和技能都没有掌握。如此简单的技术为什么仍
没有普及？农民与专家间的距离还有多远？走进农村的次数越多,这种感受就越
深切。这是当前农业生产的现状，也是农业工作的欠缺和努力方向。那么，我们
的农业工作究竟该如何开展才能实现农业技术、信息与农业生产的紧密对接？
或许，金农热线为此开辟了新的思路，提供了可供参考和研究的经验。

金农提示 自 2003年 6月 29日起农村有以下费用被取
消：（1）农村教育集资；（2）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对农民收取
部分）；（3）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集资；（4）农民生活用地
权属调查、地籍测绘费；（5）农民生活用地权属变更登记费；
（6）农民建房用地土地复垦费；（7）林业维简费（对林农收取部
分）；（8）大牲畜执照工本费；（9）农业承包合同鉴证费（对农民
收取部分）；（10）市级政府及市以下政府部门制定的涉及农民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11）开展达标升级活动等向农民摊派的
一切费用。

案例 2 热线下乡 送信息至农户 解困难于地头
沈阳市东陵区浑河站乡前赛村会诊实况（2005.09.16）

金农热线杨波 娟子报道 9月 16 日 13时，金农热线专家一
行结束当日上午在沈阳市东陵区古城子镇古城子村进行的关于水稻
稻曲病的现场专家会诊后,又应邀来到浑河站乡前赛村蔬菜种植专
业户丁正林和马彪的蔬菜大棚内,为菜农们讲解黄瓜白粉病和辣椒病
毒病的防治技术,给当地的农民朋友提供了与专家面对面的机会。
【第一现场】 在丁正林的黄瓜棚内,热线首席蔬菜专家赵义平

推广研究员对黄瓜病株进行了仔细观察，最终诊断为黄瓜白粉病，
并就黄瓜白粉病的发病症状、发病规律、防治方法向现场的农民朋
友做了详尽讲解。

33



金农热线 12316

发病症状 黄瓜白粉病俗称“白毛病”，以叶片受害最重，其次
是叶柄和茎，一般不危害果实。发病初期，叶片正面或背面产生白
色近圆形的小粉斑，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区，布满叶
面。抹去白粉，可见叶面褪绿，枯黄变脆。发病严重时，叶面布满白
粉，变成灰白色，直至整个叶片枯死。白粉病侵染叶柄和嫩茎后，症
状与叶片上相似，唯病斑较小，粉状物也少。
发病规律 病原菌随病残体在土壤中或保护地寄主上越冬。

病菌借风雨、气流、水溅传播，条件合适时可进行多次再侵染。在植
株生长的中、后期容易发生。空气干燥的环境中发病重。

防治方法 （1）选用抗病品种。目前的主栽品种除密刺类黄瓜
易感白粉病外,大多数杂交种对白粉病的抗性均较强。（2）加强管
理。白粉病发生时，可在黄瓜行间浇小水，提高空气湿度，同时结合
喷药，能一举控制病害。辅助措施还有少施氮肥，增施磷钾肥，拉秧
后清除病残体等。（3）设施消毒。种植前，每 100立方米空间用硫磺
粉 250克、锯末 500克；或 45％百菌清烟剂 250克，分放几处点燃，
密封熏蒸一夜，以杀灭整个棚室内的病菌。（4）药剂防治。发病前喷
27％高脂膜 100倍液保护叶片。发病期间用药剂喷雾防治，每 5～7
天喷药 1次，连续防治 2～3 次。可选药剂有 50％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25％三唑酮(粉锈宁)可湿性粉剂、30％
特富灵可湿性粉剂、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50％硫磺胶悬
剂、2％武夷霉素水剂、12.5％速保利可湿性粉剂等。各种药剂应交
替使用，防止长期单一使用一种药剂而使病菌容易产生抗药性，降
低防治效果。
在专家讲解的过程中，不断有农民朋友插话询问，还有不少农

民朋友迫不及待地向专家描述自家棚里的病害情况，请教救治方
法，并邀请专家到现场诊断。现场农民朋友与专家交流的热情十分
高涨。难辞盛邀，在讲解结束后，金农热线专家组又来到了会诊的
第二现场。
【第二现场】 在马彪的杭椒棚内,已有不少农民朋友等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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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热线专家赵义平对棚内的辣椒病株做过仔细检查后，很快诊断
为辣椒病毒病。之后，专家又提醒马彪：棚内的辣椒品种混杂而且
种间不纯，应该选择品种纯、品质好的种子种植。

发病症状 辣椒病毒病会造成落花、落叶、落果，田间症状十
分复杂。常见两种类型：（1）斑驳花叶型。所占比例较大，植株矮化，
叶片呈黄绿相间的斑驳花叶，叶脉上有时有褐色坏死斑点，主茎和
枝条上有褐色坏死条斑。植株顶叶小，中、下部叶片易脱落。（2）黄
化枯斑型。所占比例较小，植株矮化，叶片褪绿，呈黄绿色、白绿色
甚至白化。植株顶叶变小，狭长，中、下部叶片上常生有褐色坏死环
状斑(褪绿变黄的组织上由许多褐色坏死小点组成环状斑)，有时病
斑部开裂，病叶极易脱落。后期腋芽抽生丛簇状细小分枝。

发病规律 辣椒病毒病的发生与环境条件关系密切。特别是
高温干旱天气，可促进蚜虫传毒。黄瓜花叶病毒寄主广泛，此病毒
可在多年生宿根植物上越冬，春季带毒宿根植物发芽，蚜虫取食后
带毒，然后飞到辣椒上取食而引起辣椒发病。此外，春季露地辣椒
定植晚，与茄科作物连作，地势低洼及辣椒缺水、缺肥，植株生长不
良时，病害容易流行。

防治方法 （1）选用抗病品种。羊角形或牛角形品种比灯笼
形品种抗病。（2）种子消毒。一般用 10％磷酸三钠溶液浸种 20分
钟，然后催芽、播种。（3）培育无病壮苗。使用营养钵育苗。在两
年以上没有种过茄果类蔬菜的地块上建苗床，用大田净土作苗床
土。分苗和定植前，分别喷洒 1次 0.1% ～0.3% 的硫酸锌溶液，防
治病毒病。育苗期间注意防治蚜虫，尤其是越冬辣椒。（4）加强田
间管理。最好与大田作物实行 2～3年轮作。深耕深翻，每亩施优
质腐熟有机肥 5000千克作基肥，还要及时追肥，提高植株抗病能
力。采用高畦、双行密植法，覆膜，以促进辣椒根系发育。未覆膜
者，生长前期要多中耕，少浇水，以提高地温，增强植株抗性。夏季
高温干旱，傍晚浇水，降低地温。雨季及时排水，防止地面积水，以
保护根系。注意防治蚜虫。避免农事操作传毒，在进行整枝、绑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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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健株分开操作，避免传毒。（5）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喷洒药剂防
治，可选用 20％病毒 A 可湿性粉剂、20％病毒克星、1.5% 植病灵乳
剂、抗毒剂 1号等。
在马彪的棚内,热线专家简明易懂的解答再次引发了现场农民

朋友对黄瓜、辣椒、番茄等蔬菜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市场行情等
多方面问题的热烈咨询。有一位农民朋友采来了自家棚里的辣椒
病株，请热线专家诊断，由于时间关系，热线专家只给出了疫病与
病毒病并发的诊断结果以及简单的防治措施,约定会在热线中再做
详细交流。

编者按 将农业科技信息送到田间地头是每一位农业工作者的心愿。
今天，金农热线专家组做到了，农民朋友受益了。在与农民朋友面对面的交流
中，笔者发现：大部分从事棚菜生产的农民朋友总是等病害发生了，甚至是严
重了才开始治疗，而且只是一味用药，追求药到病除、一药多治的“神药”。在
为农民朋友知识缺乏、经验不足、信息闭塞感到无奈和痛心的同时，笔者也在
为农民兄弟担心：今天专家来了，帮助解决了现存问题。那明天呢？专家走了，
再出现问题谁来帮忙解决？即便专家可以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因此，金农热线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在求助专家的同时，要尽快在生产
中树立“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观念，自身掌握本领，这样可随时随地解决实
际问题。

金农提示 以下事项需要村民会议议定：（1）村集体土地
承包、租赁，集体资产的处置；（2）村集体企业改制、转让、变
卖，村级财务委托代理；（3）村公益事业的立项审批、经费筹集
和建设承包方案；（4）生产经营项目的立项、投资和组织实施；
（5）村集体资产所得收益的使用、分配；（6）征用土地补偿费的
使用、分配；（7）宅基地的审批使用方案；（8）“一事一议”筹资
筹劳方案；（9）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五保”对象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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