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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温郁金的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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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南省自1997年引进种植温郁金以来,温郁金病虫害流行愈发严重.本文针对近年来温郁金发生的主要

病虫害进行田间调查和研究,提出科学防治方法及措施,以期为海南温郁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参

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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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郁金(CurcumawenyujinY.H.ChenetC.Ling),是姜科(Zingiberaceae)姜黄属(CurcumaL.)多年

生草本植物[1],也称做“温莪术”或“片姜黄”.温郁金原产于我国浙江瑞安,已有1000多年的种植栽培历

史,自1997年引进海南种植以来,由于海南特殊的气候条件,加上连年种植,温郁金病虫害发生严重,导

致温郁金产量和质量均不同程度的有所下降.通过近几年的田间观察和调研,对海南温郁金发生的主要病

虫害及其防治办法进行总结.

1 海南温郁金常见病害及防治技术

1.1 日灼病

1.1.1 发生特点

温郁金在海南特殊的气候条件下,日灼病发生较为普遍.在温郁金幼苗期,即每年的3-6月,由于强

烈的阳光直射并且干旱缺水,温郁金被灼伤的情况更为严重.受害叶片尖部和叶缘出现干枯的黄色斑点或

黄色斑片,有时向阳叶片中央也会出现类似的枯斑,初为红色,后变黄最后呈现灰白色,病、健部分界不明

显,有时病部枯萎下垂.温郁金日灼病为生理性病害与病理性病害的混合性病害[1],温郁金叶片被灼伤后,
病菌更容易从灼伤的伤口侵入危害,因此,温郁金发生日灼病后往往伴随着叶枯病和炭疽病的发生和流行.
1.1.2 防治技术

①农业防治:在海南特殊的气候条件下,预防温郁金日灼病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及时浇水,保持土壤湿

润,这样可避免阳光直射下温度过高灼伤叶片,同时温郁金播种时应多施用有机肥,配合适当的磷肥和钾

肥,让温郁金出苗后及时能吸收充足的养分,使植株健壮抵抗力强;温郁金小苗到中苗都需要吸收大量的

钾元素,及时补充钾肥,促进叶片增绿和变厚,从而有效抵抗强烈的阳光直射伤害.②化学防治:施用黄腐

植酸600倍液进行喷雾可有效缓解温郁金日灼病,每隔15d连续施用3次,发生面积较大时,应及时使用

无人机进行喷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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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叶枯病

1.2.1 发生特点

温郁金叶枯病往往伴随着日灼病发生而流行,天气越干旱,土壤越缺乏水分时发生更为迅速和严重.
叶枯病菌多从叶尖、叶缘侵染发生,病叶初期先变黄,黄色部分逐渐退变褐色坏死,并沿着主叶脉向上蔓

延,病、健部位分界明显,有时外缘还伴有宽窄不一的浅黄色条带,到后期叶片变得枯萎下垂.温郁金叶枯

病发生严重时,整园枯死,严重影响温郁金的产量和质量[2].
1.2.2 防治技术

①农业防治:利用组织培养技术,繁殖脱毒种苗.温郁金收获后对土壤进行深耕细作,使土壤进行充分

晾晒,消灭病原菌越冬场所,降低土壤中病原菌数量.温郁金连作3年后需进行其他作物轮作种植,种植豆

科作物或旱稻进行土壤改良,有效降低侵染源.②化学防治,施用400g/L氯氟嘧菌唑悬浮剂450mL/hm2

或42.4%醚唑·氟酰胺悬浮剂225mL/hm2 进行喷雾,防治效果显著,如发生面积较大,使用400g/L氯

氟嘧菌唑悬浮剂675mL/hm2 或42.4%醚唑·氟酰胺悬浮剂450mL/hm2 进行无人机喷雾防治,宜选择早

晚风小,气温较低时进行,无人机喷雾用水量为375L/hm2.
1.3 炭疽病

1.3.1 发生特点

温郁金炭疽病是严重影响其产量的病害之一,该病喜高温高湿环境,多发生在每年的6-9月,大多先

从叶尖、叶缘开始发病,病害初期出现水渍状褐色小斑,随后发展成椭圆形褐斑,斑面成云纹,发病严重时

几个病斑连合成一个大病斑[3].
1.3.2 防治技术

温郁金炭疽病的防治可采用综合治理的办法,其中农业防治通过栽培管理技术措施,降低病原物数

量,提高植物抗病性,改善环境条件,使之有利于植物生长发育而不利于病害发生.常见措施有:使用无病

繁殖材料,种植抗病品种;建立合理的种植制度,实施间作和轮作;加强田间栽培管理,合理合时施肥和

灌溉[4].
化学防治可撒施生石灰,使用750kg/hm2 均匀撒施后翻耕犁地;已发生炭疽病的温郁金,可施用

450g/L咪鲜胺750倍液或40%氟硅唑乳油900mL/hm2 喷雾,防治效果明显.

2 海南温郁金常见虫害及防治技术

2.1 草地贪夜蛾

2.1.1 发生特点

草地贪夜蛾在温郁金上的危害特点与在玉米上的类似,但也有其特殊性,卵多产于心叶背面或叶鞘

上,幼虫开始孵化后即开始取食,1~6龄幼虫通常隐藏在心叶丛中取食,心叶丛吃完后会转移到为害心叶

中新长出的嫩叶,低龄幼虫往往会吐丝借助风力向四周植株扩散为害.高龄幼虫取食严重时,会导致温郁

金生长点暂时停止生长,影响温郁金正常发育.
2.1.2 防治技术

①农业防治:温郁金采收后进行翻耕犁地至少2遍以上,每遍间隔7d以上,让土壤充分晾晒,破坏草

地贪夜蛾越冬环境,达到消灭草地贪夜蛾成虫的效果.②物理防治:在温郁金出苗前诱杀成虫,布设诱捕

器,利用诱芯吸引并捕获成虫.③化学防治:施用150g/L茚虫威乳油225mL/hm2 或10%溴氰虫酰胺可

分散悬浮剂300mL/hm2 进行人工喷雾,对防治草地贪夜蛾1~6龄幼虫均效果显著;防治面积大时,则增

加剂量为150g/L茚虫威乳油300mL/hm2 或1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悬浮剂450mL/hm2 进行无人机喷

雾防治,喷雾用水量为375L/hm2.
2.2 斜纹夜蛾

2.2.1 发生特点

斜纹夜蛾是一种杂食性、暴饮暴食害虫,发生作物范围广,在海南因气温常年较高,斜纹夜蛾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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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代,对温郁金为害较为严重.卵多产于背部叶脉,初孵化幼虫具有群集取食为害特点,3龄后分散取食

为害,主要取食叶肉,留下表皮,将叶片为害成不规则的透明白斑[5].老龄幼虫和成虫具有昼伏性,白天气

温较高时隐藏在心叶丛、土壤或草丛,傍晚气温降低后出来取食为害.
2.2.2 防治要点

①农业防治:清除田间、地边田埂上的杂草、灌木以及温郁金田间秸秆,破坏成虫和虫蛹越冬场所,同

时收获后多次翻耕土地,充分晾晒,达到防治目的.②物理防治:利用成虫趋光性,布设黑光灯或日光灯进

行诱杀成虫,达到减少虫源目的.③化学防治:针对斜纹夜蛾1~3龄幼虫,施用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675mL/hm2+5%甲维盐悬浮剂675mL/hm2 进行防治,防治面积较大时,则施用4.5%高效氯氰菊酯乳

油750mL/hm2+5%甲维盐悬浮剂750mL/hm2 进行无人机喷雾,喷雾用水量为375L/hm2.高龄幼虫耐

药性较强,建议使用150g/L茚虫威乳油225mL/hm2 进行防治.

3 总结

温郁金除了存在上述几个主要病虫害之外,还会发生根腐病、白绢病、枯萎病等病害,随着种植年限

越来越久,各种病原物积累越来越多,温郁金每年发生的主要病虫害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温郁

金发生的一些重要病虫害进行深入研究,掌握温郁金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规律,验证和总结行之有效的植保

方案和措施,推广防治温郁金病虫害的科学方法,为海南温郁金种植产业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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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cumawenyujinY.H.ChenetC.LingwasintroducedintoHainanProvinceforcultivationin
1997,andsincethentheepidemicofpests(injuriousinsectsanddiseases)hasbecomemoreandmoreseri-
ous.Inordertotacklethisproblem,afieldinvestigationwasconductedofthemaindiseasesandinsects
thatattackedC.wenyujinplantsinrecentyears.Basedontheresultsobtained,scientificpreventionand
controlmethodsandmeasuresarerecommendedinthispapersoastoprovideatechnologicalsupportfor
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HainansC.wenyujin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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