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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类蔬菜包括芹菜、菠菜、莴苣、莴笋、苋菜、蕹菜、落葵、茴香、芫荽等很多种，是一

类重要的蔬菜品种，主要食取叶片，也有以叶柄为主要食取部分。绿叶蔬菜富含各种维生素和矿

物质，是营养价值较高的一类蔬菜。

我国地域复杂，绿叶类蔬菜病虫害种类繁多，病虫害严重影响着绿叶类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据报道，绿叶类蔬菜田病虫害种类达300多种，其中以霜霉病、灰霉病、菌核病、蚜虫、潜叶蝇

等70多种病虫害发生为害较重。我国各地农田气候、环境、栽培方式变化很大，必须科学把握病

虫害的发生规律与防治方法。为了有效地推广普及绿叶类蔬菜病虫害知识和农药应用技术，我们

组织国内权威专家，结合多年的科研和工作实践，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针对绿叶类蔬菜生产

上的实际需要编著了《绿叶类蔬菜病虫防治原色图谱》。

书中所列病虫害均是发生比较严重、生产上需要重点防治的对象，本书对这些重要病虫害的

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作了全面的介绍，并分生育时期介绍了综合防治方法。书中所配病虫害诊断

原色图片清晰、典型，易于田间识别对照。

农药是一种特殊商品，其技术性和区域性较强。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绿叶类蔬菜病虫

害发生差异较大，防治方法要因地制宜，书中内容仅供参考。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

处，诚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年8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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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侵染性病害

一、芹菜

芹菜斑枯病

症    状  本病主要为害叶片，叶柄和茎也可受害。叶片发病，从下部的老叶开

始，初为淡褐色油渍状小斑点，后期逐渐扩大，中部呈褐色坏死，外缘多为深红褐色且

明显，中间散生少量小黑点。病斑外常具一圈黄色晕环。叶柄或茎部发病，病斑初为水

渍状褐色小点，后扩展为椭圆形淡褐色稍凹陷的病斑，中部散生黑色小点。严重时叶

枯，茎秆腐烂。

病    原  芹菜壳针孢菌（Septoria apiicola），属半知菌亚门真菌。

发生规律  病菌以菌丝体潜伏在种皮内或在病残体及病株上越冬。种皮内的病菌可

存活1年左右。附着在种皮上的病菌可存活2年以上，病斑上的分生孢子可存活8～11个

月；条件适宜时病菌产生分生孢子通过风、雨、农事操作传播，进行初次侵染。带菌种

芹菜斑枯病叶片发病后期症状芹菜斑枯病叶片发病初期症状 芹菜斑枯病叶柄发病症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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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作远距离传播。华南地区为害状以大斑型为主，东北、华北地区以小斑型为主；上

海、浙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季3～5月，秋、冬季10～12月为发病盛期；河南常发生在

6月和晚秋多雨时期，尤其以梅雨季节为多。连作地块，地势低洼、排水不良易积水地

块，定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透性差，肥水不足等造成植株长势过弱；生长期间多阴雨或

昼夜温差大，夜间结露多、时间长，大雾等时发病较重。

防治方法  与非伞形花科蔬菜轮作2～3年以上；选择地势较高不易积水的地块种

植；合理密植，西芹应适当稀植；施足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做底肥，生长期间注意肥水的

合理施用；雨后及时排出田间积水；保护地注意通风排湿，减少夜间结露，禁止大水漫

灌。发病初期及时清除病叶、病茎等，带到田外集中深埋或销毁，以减少菌源。收获后

彻底清除田间病残体。

种子处理。可用55℃温水浸种15分钟，边浸边搅拌，之后用凉水冷却，待晾干后播

种。也可用100倍2％嘧啶核苷类抗生素水剂浸种4～6小时或用2.5％咯菌腈悬浮种衣剂进

行种包衣。

药剂防治。发病前至发病初期，可采用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

86.2％氧化亚铜可湿性粉剂2 000～2 500倍液，或80％代森锌可湿性粉剂500～700倍液，

或50％代森铵水剂800～1 000倍液，或2％嘧啶核苷类抗生素水剂100～200倍液+75％百

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隔7～10天喷1次。

保护地栽培，选用45％百菌清烟剂250克/亩熏烟，或喷撒5％百菌清粉尘剂1

千克/亩。

田间发病时及时进行防治，普遍发病时，可采用40％氟硅唑乳油4 000～6 000倍液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2 000～3 000倍液+70％

丙森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1 000～1 500倍液，或20％丙环唑

微乳剂3 000～4 000倍液，或30％苯醚甲环唑·丙环唑微乳剂3 000～4 000倍液，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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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菌灵悬浮剂800～1 0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隔5～7

天喷1次。

保护地栽培，选用15％百菌清·腐霉利烟剂250～400克/亩，或3％噻菌灵烟剂

300～400克/亩熏烟；也可喷撒5％百菌清粉尘剂1千克/亩。

芹菜早疫病

症    状  本病主要为害叶片、叶柄和茎。发病初期，叶片上出现黄绿色水浸状病

斑，扩大后为圆形或不规则形，褐色，内部病组织多呈薄纸状，周缘深褐色，稍隆起，

外围有黄色晕圈。严重时病斑扩大融合成斑块，终致叶片枯死。茎或叶柄上病斑椭圆

形，暗褐色，稍凹陷。发病严重的全株倒伏。

        

病    原  芹菜尾孢霉（Cercospora apii），属半知菌亚门真菌。

发生规律  病菌以菌丝体在种子、病残体或保护地内越冬。春季条件适宜时产生

分生孢子，通过气流、雨水或浇水等农事操作传播，由气孔或直接穿透表皮侵入。上海

及其他长江中下游地区5～11月为发病盛期。连作地块，地势低洼，土质黏重，雨后易

积水，种植密度大，田间通透性差，氮肥施用过多造成植株旺长或徒长降低了抗病能力

芹菜早疫病叶片发病初期症状 芹菜早疫病叶片发病后期症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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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能加重病情。

防治方法  与伞形花科蔬菜轮作2年以上；选择地势较高不易积水的壤土地块进行栽

培；注意种植密度不可过大，合理配方施肥，生长期间加强肥水管理促进植株生长。收

获后及时清除田园病残体。

种子处理。用50℃温水浸种30分钟，也可用种子重量0.4％的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拌种。

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可采用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77％氢氧化

铜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或86.2％氧化亚铜可湿性粉剂2 000～2 500倍液，或25％

嘧菌酯悬浮剂1 500～2 000倍液，或50％敌菌灵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70％代森联干

悬浮剂800倍液，或2％春雷霉素水剂300～5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

2％嘧啶核苷类抗生素水剂200～3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喷雾防治，

视病情隔7～10天喷1次。

保护地条件下，可选用5％百菌清粉尘剂1千克/亩，或用45％百菌清烟剂熏烟每次

250克/亩。

田间发病时及时进行防治，普遍发病时，可采用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 000～1 500倍液+70％代森联干悬浮剂800倍液，或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800～1 500倍

液+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70％代森

联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50％乙烯菌核利可湿性粉剂1 000～1 500倍液+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800倍液，或60％氯苯嘧啶醇可湿性粉剂1 500～2 0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

性粉剂800倍液，或47％春雷霉素·氧氯化铜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

情隔5～7天喷1次。  

保护地条件下，可选用6.5％甲基硫菌灵+乙霉威粉尘剂，或5％异菌脲粉尘剂1千

克/亩喷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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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菜菌核病

症    状  本病主要为害芹菜茎、叶。受害部初呈褐色水浸状，湿度大时形成软

腐，表面生出白色菌丝，后形成鼠粪状黑色菌核。

       

          

病    原  核盘菌（Sclerotinia sclerotiorum），属子囊菌亚门真菌。

发生规律  病菌以菌核在土壤中或混在种子中越冬，成为翌年初侵染源，子囊孢子

借风雨传播，侵染老叶，田间再侵染多通过菌丝进

行，菌丝的侵染和蔓延有两个途径：一是脱落的带

病菌组织与叶片、茎接触菌丝蔓延。二是病叶与健

叶、茎秆直接接触，病叶上的菌丝直接蔓延使其发

病。菌核萌发温度为5～20℃，最适温度为15℃，

相对湿度85％以上，利于该病发生和流行。保护

地内天津地区11月中下旬至翌年3月发病；河南一

般在12月至翌年3月发病；上海及其他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在2～6月和10～12月。连作

地块，土质黏重，地势低洼，排水不良易积水，种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透性差；肥水不

均匀导致植株徒长、旺长或长势过弱抗病能力低；早春低温，连续阴雨时间长，晚秋低

温，早发寒流，雾多、雾重、保护地内长期湿度过大等发病较重。

芹菜菌核病发病初期症状 芹菜菌核病发病中期症状

芹菜菌核病发病后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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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与非伞形花科蔬菜轮作2～3年；选择地势平坦不易积水的壤土地块栽

培；合理密植，西芹应适当稀植；保护地采用地膜覆盖，阻挡子囊盘出土，减轻发病；

及时将发病株清除田间；收获后及时深翻或灌水浸泡，或闭棚7～10天，利用高温杀灭表

层菌核。

种子处理。播前用10％盐水选种，除去菌核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播种。

药剂防治。发病前至发病初期，可采用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50％

克菌丹可湿性粉剂400～600倍液，或45％噻菌灵悬浮剂800～1 000倍液+50％福美双可湿

性粉剂600倍液，或66％甲基硫菌灵·乙霉威可湿性粉剂800～1 200倍液+70％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20％甲基立枯磷可湿性粉剂600～1 000倍液+5％水杨菌胺可

湿性粉剂300～5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隔7～10天喷1次。 

保护地栽培，可用45％百菌清烟雾剂200～400克/亩，或15％百菌清·腐霉利烟剂

200～400克/亩熏烟。也可用5％百菌清粉尘剂1千克/亩喷粉防治。视病情隔7～10天喷1次。

田间发病时及时进行防治，发病普遍时，可采用50％乙烯菌核利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25％溴菌腈乳油600倍液，或50％腐霉利·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 000

倍液+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800～1 500倍

液+36％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50％异菌脲悬浮剂800～1 000倍

液+25％戊菌隆可湿性粉剂600～1 000倍液，或66％甲基硫菌灵·乙霉威可湿性粉剂

1 000～1 5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隔7～10天喷1

次。  

保护地栽培，可用10％腐霉利烟雾剂300～400克/亩+45％百菌清烟雾剂

200～400克/亩，或3％噻菌灵烟剂300～400克/亩，或15％百菌清·腐霉利烟剂

200～400克/亩。也可用5％百菌清粉尘剂1千克/亩喷粉防治，视病情隔5～7天喷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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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菜软腐病

症    状  苗期至成株期均可发病，主要发生于叶柄基部。叶柄基部先出现水浸

状、淡褐色纺锤形或不规则形的凹陷斑，后迅速向内部发展，湿度大时，病部扩展成湿

腐状，薄壁细胞组织解体，仅剩下维管束变黑发臭。

病    原  胡萝卜软腐欧氏杆菌胡萝卜软腐致

病变亚种（Erwinia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

属细菌。

发生规律  病菌随病残体在土壤中或留种株

或保护地的植株上越冬，借雨水或灌溉水、昆虫传

播，从伤口侵入。芹菜成株期至采收期易感病。最

适发病温度为25～32℃。上海及其他长江中下游地

区主要发生在5～11月。春、夏、秋季温度高、多雨时发病重。连作地块，地势低易积

水，底肥不足，秋季播种过早，种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透性差；水肥不均植株长势差，

害虫多发病较重。

防治方法  病田避免连作，可与麦类、水稻等作物轮作2～3年以上。选择地势平坦

的地块种植，避免因早播造成的感病阶段与雨季相遇。注意种植密度，施足底肥，合理

肥水管理；收获后清除田间病残体，精细翻耕整地，暴晒土壤，促进病残体分解。

种子处理。播种前，可采用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1 000倍液或用3％中生

菌素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浸种30分钟，后用清水清洗催芽。

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可采用20％喹菌酮水剂1 000～1 500倍液，或86.2％氧化亚铜

可湿性粉剂2 000～2 500倍液，或47％氧氯化铜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30％琥胶肥

酸铜可湿性粉剂400～600倍液，或77％氢氧化铜悬浮剂800～1 000倍液，或2％春雷霉素

芹菜软腐病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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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湿性粉剂400～5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隔7～10天喷1次。

田间发病时要加强防治，发病普遍时，可采用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2 000～4 000倍液，或88％水合霉素可溶性粉剂1 000～2 000倍液，或20％噻唑锌悬浮剂

600～800倍液，或3％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或36％三氯异氰尿酸可湿性

粉剂1 000～1 500倍液，或20％噻唑锌悬浮剂300～500倍液+12％松酯酸铜乳油600～800

倍液，或20％叶枯唑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隔7～10天喷1次。重点

喷洒病株基部及地表，使药液流入菜心效果为好。

芹菜灰霉病

症    状  苗期发病，多从幼苗根茎部发病，呈水浸状坏死斑，表面密生灰色霉

层。成株期发病，多从植株的心叶或下部有伤口的

叶片、叶柄或枯黄衰弱外叶先发病，初为水浸状，

后病部软化、腐烂或萎蔫，长出灰色霉层。

病    原  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属半

知菌亚门真菌。

发生症状  病菌以菌核在土壤中或以菌丝及分

生孢子在病残体上越冬或越夏。翌春条件适宜时菌

核萌发，产生菌丝体和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借气流、雨水或露珠及农事操作进行传

播，从伤口或衰老的器官及枯死的组织上侵入。发病适宜温度为20～23℃，相对湿度持

续90％以上的高湿条件易发病。保护地内河南从12月至翌年3月发病，浙江及其他长江

中下游地区2～4月发病。早春低温寡照、阴雨天多，保护地内放风不及时，长期低温高

湿，种植密度过大，植株徒长或长势过差，光照不足等发病重。

防治方法  与非伞形花科蔬菜轮作2年以上，施足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合理施肥浇

芹菜灰霉病叶片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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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促其生长健壮，增强抗病力。保护地栽培及时放风排湿，发现病株及时摘除病叶。

药剂防治。田间发现病情及时防治，发病初期，可采用50％腐霉利·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800～1 000倍液，或40％嘧霉胺·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或50％多菌

灵·福美双·乙霉威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70％代森联干悬浮剂600～800倍液，或

6.5％甲基硫菌灵·乙霉威粉尘剂1 000～1 5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800

倍液，或50％多菌灵·乙霉威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45％代森铵水剂300～500倍

液，或30％福美双·嘧霉胺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800

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隔7～10天喷1次。

做好病情调查，田间病情开始后要加强防治，发病普遍时，可采用50％嘧菌

环胺水分散粒剂1 000～1 5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

50％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1 000～1 500倍液+70％代森联干悬浮剂600～800倍

液，或25％啶菌    唑乳油1 000～2 000倍液+50％克菌丹可湿性粉剂400～600

倍液，或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1 0 0 0～1  5 0 0倍液+7 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800倍液，或50％异菌脲悬浮剂1 0 0 0～1 5 0 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600～800倍液，或2％丙烷脒水剂1 000～1 500倍液+2.5％咯菌腈悬浮剂

1 000～1 500倍液，或40％嘧霉胺悬浮剂1 000～1 5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600～8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间隔5～7天喷1次。为防止产生抗药性，提

高防效，提倡轮换交替或复配使用。

保护地栽培，发病初期，采用10％腐霉利烟剂300～450克/亩，或3％噻菌灵烟雾剂

200～300克/亩，或20％腐霉利·百菌清烟剂200～300克/亩，或15％百菌清·异菌脲烟

剂200～300克/亩。粉尘法，于傍晚喷撒10％氟吗啉粉尘剂1千克/亩+5％百菌清粉尘剂

1千克/亩，视病情隔7～10天1次。也可采用1.5％福美双·异菌脲粉尘剂1～2千克/亩，

或26.5％甲基硫菌灵·乙霉威粉尘剂1千克/亩，或3.5％百菌清粉尘剂+10％腐霉利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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