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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03 近年来 随着新疆吐鲁番设施大棚作物种 植结构的不断调整 设施芹菜种植面积随之扩 大 但连作 设施小气候等原因致使芹菜病虫害 种类也不断增多 病虫害防治问题也越来越突 出 如甜菜夜蛾 蚜虫 软腐病等常年发生流 行 尤其是甜菜夜蛾近几年在秋季种植的芹菜 上发生情况较重 严重影响了芹菜的安全生 产 鉴于质量安全 绿色防控在实际推广中难 度大 相比于传统防治技术 需要更多的知识 技术和经验 是目前广大种植户极为关注的问 题 为此 现将吐鲁番高昌区设施大棚芹菜主要 病虫害及绿色防控技术措施介绍如下 供种植 者参考 1 设施大棚芹菜主要病虫害概述 吐鲁番温室大棚芹菜病虫害主要虫害有蚜 虫 甜菜夜蛾 主要病害有软腐病 1 1 虫害 1 甜菜夜蛾 甜菜夜蛾食性杂 可为害多 种作物 尤其是在秋季作物上发生较重 如芹 菜 白菜 萝卜 番茄 辣椒 茄子等 以幼 虫为害植株 幼虫有假死性 5 10 月发生多 喜高温 干旱天气 常和棉铃虫 玉米螟混发 一 年发生6 8代 因此 防治时间从春季3月份 开始 2 蚜虫 蚜虫常隐藏在叶片背面 嫩茎及 生长点周围 以刺吸式口器吸食作物汁液 使 叶片卷缩 叶片退绿 使芹菜品质 产量下 降 防治时间 春季 3 5 月 温室生产后期 6月中旬至 7 月 秋冬季 9 10 月 12 月至翌 年2月 1 2 病害 主要有软腐病 多发生在芹菜生长 初期 最初先从柔嫩多汁的叶柄处出现水浸状 淡褐色凹陷斑 病斑扩散后 植株组织软腐 有 恶臭味 封垄遮阴和地面潮湿易发病 天气干燥 发病缓慢 病菌不在植株上越冬 主要在土壤中 越冬 通过昆虫或灌溉水等叶柄伤口或害虫危 害食痕处侵入 发病后大水漫灌可通过灌溉水 蔓延 2 绿色防控技术措施 2 1 农业技术措施 2 1 1 合理轮作 常年种植芹菜和发病大棚 实行 2 年以上轮作 作物可选择番茄 茄子 辣 椒等 2 1 2 种子处理 采用温汤浸种处理杀灭种子 表面的病菌 将芹菜种子放入48 温水中浸种 30 分钟 不断搅拌 注意温汤浸种对芹菜种子 的发芽稍有影响 播种时用种量应增加 10 20 2 1 3 清洁田园 在生产过程中和采收后要及 时清理设施大棚内病株 杂草 及时挖坑填埋或 吐鲁番设施大棚芹菜主要病虫害及其绿色防控技术 杨 媚 杨媚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邮 编 838000 收稿日期 2022 12 12 摘 要 随着设施大棚生产的发展 病虫害也越来越重 影响了芹菜的品质和质量 造成经济损失 基于此 介绍了吐鲁番设施大棚种植芹菜主要病虫害发生种类 并从农业 防治 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 科学用药防治等方面总结了芹菜绿色防控技术措施 希望能 够为芹菜种植户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 大棚 芹菜 病虫害 绿色防控 吐鲁番 nullnullnullnull 44 2023 03 用废旧塑料棚膜在棚外覆盖闷堆 杀灭病残株 和杂草上的病菌 2 1 4 加强田间管理 生产过程中 做好田间 管理工作 是提高植株的抗病性 抗虫性 保证 芹菜产量和质量的关键 1 水分管理 生长前期勤浇水促缓苗 芹菜 在冷凉气候环境下生长良好 勤浇水保证土壤 湿度 促进缓苗 浇水量不宜过大 防止沤根和 徒长 缓苗期一般两天1次浇水 秋季随气温的 逐渐降低 需水量不高 适当的控水可以促使发 根 心叶快速生长 2 追肥管理 新叶生长期补氮肥和钾肥 蹲 苗后每亩追施钾肥10 15 kg 生长盛期 再次追 肥 芹菜不能追施尿素 否则会引起老化 施入 充足的腐熟有机肥 可使芹菜茎秆柔嫩粗壮 纤 维减少 2 1 5 休棚期管理 冬季冻棚 夏季闷棚 减少 病虫草害基数 1 冬翻冬冻 清理温室内残株落叶 冻 棚前拔除上茬作物植株和杂草 包括温室走 道 后墙 山墙上的杂草 确保不留死角 施 入充分腐熟有机肥 2 2 5 m 3 亩 搭配施入磷 酸钾15 kg 复合肥25 kg 深翻 深翻30 cm 以上 土壤缝隙越大 冻土层越深 冻棚杀菌 杀虫效果更好 冻棚 12 月中下旬至 1 月 上旬 室外温度在 4 以下时 打开所有通 风口和棚膜 利用冬季低温自然冻棚 冻棚时 间不能少于 15 天 冻棚时用棉布把出水管包 住 防止水管冻裂 关闭风口解冻 春茬作 物定植前 20 天左右 关闭所有风口 白天揭 开棉被 晚上盖上棉被提温解冻 定植前要适 当放风 防止粪肥发酵释放的氨气等有害气体 危害菜苗 2 夏季高温闷棚 5月上旬左右 设施内芹 菜已收获完 此时利用夏季高温天气 6 8 月 闷棚 不但能有效减少病虫草害基数 还能改善 土壤理化性状 春茬作物生产结束后 及时拔秧 除草清 棚 将清理的作物残株和杂草带出温室深埋或 用塑料膜覆盖闷堆 施入充分腐熟有机肥2 2 5 m 3 亩和500 kg切碎的稻草或麦秸 再亩撒 施石灰氮40 80 kg后旋耕混匀 深翻40 cm 也 可2年进行 1次深翻 便于杀灭病虫 闷棚 棚膜完整的温室密闭棚膜 棚膜不完整的可使 用废旧棚膜覆盖在土壤上 使土壤温度达到 60 以上 连续密闭闷 20天以上 秋季蔬菜 定植前5天 打开通风口 通风换气 2 2 物理防治技术措施 1 覆盖防虫网 覆盖防虫网防虫效果可达 90 以上 既能减少农药使用量 抗御暴风雨等 自然灾害 还可增湿降温 防虫网遮光较少 无 需日盖夜揭或前盖后揭 作物生产期可全程覆 盖 大棚通风口安装60目防虫网 覆盖紧密 四 周要用泥土封死压实 以免害虫潜入 2 频振灯 黑光灯诱杀 甜菜夜蛾成虫具有 趋光性 可利用各种诱虫灯进行诱杀 频振灯和 黑光灯可结合防虫网同时使用 在每年 3 6 月 9 11 月使用 可诱杀甜菜夜蛾和棉铃虫 小菜蛾等鳞翅目害虫 在每座大棚内可设置 1 盏杀虫灯 挂于温室中间 根据诱虫情况在各温 室间轮换使用 3 色板诱杀害虫 温室内悬挂黄板诱杀蚜 虫 略高于植株 按照 Z 字形间隔 3 6 m 每 座温室悬挂 20 30块 根据诱虫情况和色板的 黏度及时更换色板 悬挂时间 3 5 月 9 12月 2 3 生物防治技术措施 生物防治是一种比 较先进的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 与化学防治相 比 具有经济 有效 安全 污染小和产生抗药性 慢等特点 1 性诱剂诱杀 用性诱剂诱芯甜菜夜蛾雄 蛾 降低种群数量 将性诱剂诱芯用铁丝固定在 装有水的盆上面 诱芯距离水面 5 10 cm 3 6 月 9 12 月设置性诱剂诱捕器 每座标准温室 跨度 9 m 长 83 m 可设置 2 个诱捕器 20 30 天更换 1次诱芯 2 使用生物制剂 生物农药针对性较强 能 有效杀灭害虫 保护益虫 而且对芹菜污染很 nullnullnullnull 45 2023 03 有色粘虫板在枸杞病虫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聂 莉 摘 要 在枸杞无公害生产过程中 病虫害会严重影响枸杞的品质 有色粘虫板可 以有效解决枸杞病虫害问题 根据山西朔州市北曹村试验基地实际情况 调查了本区域 枸杞的主要害虫种类 在枸杞试验地进行了颜色趋性 悬挂高度 悬挂密度试验 探讨粘 虫板颜色 悬挂高度 悬挂密度对枸杞病虫的最佳防治效果 关键词 枸杞 有色粘虫板 病虫害 聂莉 山西省朔州市国土绿化服务中心 邮编 036000 收稿日期 2022 12 12 枸杞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药食同源产 品 在生产过程中 病虫害严重影响枸杞的品 质 解决好病虫问题 要重视枸杞病虫绿色防控 技术 才能有效提高枸杞病虫防控工作质量 无 公害有色粘虫板诱杀害虫为枸杞病虫综合治理 的有效措施 无公害 操作简便 属于物理防治 方法 防治原理 应用害虫对光谱的特殊反应实 现诱杀 为了高效防治病虫害 应在枸杞苗期 定植阶段使用 践行早发现早防治原则 且在病 虫爆发阶段持续运用有色粘虫板 实现对枸杞 田间害虫数量的实时监控 有色粘虫板诱杀可 以实现未利用或者少使用杀虫剂的目标 遏制 害虫的生长 为枸杞生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并有 利于害虫天敌的生长繁殖 达成绿色防治目标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条件 试验地在山西朔州地区北 曹村 1 亩 周围没有干扰作物 属于片林 无人为干扰 海拔 1 600 m 枸杞林可得到充 足光照 1 2 试验材料 有色粘虫板 制作方法为 取 小 如防治甜菜夜蛾可使用苏云金杆菌 BT 500 800 倍液或多角体病毒 500 800 倍液喷 雾 防治蚜虫可使用 0 3 印楝素 1 000 倍液 或 0 36 苦参碱 800 1 500 倍液 或 3 天然除 虫菊素800 1 500倍液叶面喷雾 2 4 科学使用化学药剂技术 1 蚜虫 当田间蚜虫点片发生时 或田间百 株蚜量超过500头 用化学药剂进行防治 可选 用 20 蚜虱净 1 000 1 500 倍液或 3 啶虫脒 乳油1 500 2 000 倍液或尿洗合剂 尿素 洗衣 粉 水按照4 1 500 喷雾 5 7天喷1次 连 喷2 3次 交替使用 2 甜菜叶蛾 田间百株2 3 龄幼虫达 80 100头时 用化学药剂防治 可选用5 7 甲氨 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1 000 1 500 倍液 或 20 啶虫脒 1 500倍液 或 20 呋虫胺 2 000 倍液 或 10 溴氰虫酰胺 1 000 1 500 倍液等喷雾 7 10天喷 1次 连喷2 3次 注意叶背及下部 叶片要喷到 3 软腐病 发现芹菜软腐病病株要及时清 理 并撒施石灰或福尔马林消毒 发病初期 及 时喷 72 农用硫酸链霉素或新植霉素 3 000 4 000 倍液 或 50 甲霜铜 600 倍液 以上药剂 交替使用 每7 10天喷施1次 连喷3 4次 效果明显 null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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