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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市花生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孙启花, 彭莹莹, 修明霞, 戴璐, 任洁

山东省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山东 威海264500

摘 要:花生素有“长生果”之称,是山东省乳山市重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之一,也是

一种非常受群众喜爱的健康食品.近年来,花生病虫害发生程度,严重危害花生生产.为了

提高花生产量和品质,本文提出了花生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总结了乳山市采取的主要防

控措施,综述了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集成技术以及推广后取得的工

作成效.研究结果旨在为实现农药减量、产品提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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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anut,knownas‘long-live’fruit,isoneoftheimportantoilcropsandcashcrop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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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作为山东省乳山市特色优势农产品,在乳山市种植时间已有200余年,具有果型较

大、籽粒饱满、皮白仁红、香脆可口、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较高、营养丰富等优良特点,是一种

收稿日期:2021 08 18
作者简介:孙启花,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植物保护研究.



深受群众喜爱的健康食品,是乳山市主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乳山市花生常年种植面积在

2.07万hm2 左右.乳山市气候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季节性温差较小、雨

水丰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土壤以棕壤土为主,土体深厚,有机质含量较高,独特的自然生

态环境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花生,孕育了“乳山大花生”的独特品质.乳山市已成为山东乃至全国

花生重点种植区和重要出口基地之一,2011年“乳山大花生”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登记,

2013年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花生)标准化生产基地1.47万hm2,2019年乳山市被农业农村

部认定为第二批国家区域性花生良种繁育基地,2021年“乳山大花生”成功入围农业农村部地

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乳山市花生病虫害以花生叶斑病、棉铃虫、根结线虫病、花生蚜虫、茎腐病等为主(图1至

图4),年均病虫害发生面积3.00~3.33万hm2,年防治面积3.67~4.00万hm2.近年来,乳山

市认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思路和防治方针,牢固树立“公共植保、绿色

植保、科学植保”的科学理念,以综合防治花生叶斑病、棉铃虫、根结线虫病、花生蚜虫、茎腐

病等暴发性、流行性重大病虫害防治为重点,全面搞好全市花生各类病虫害预防监测和预警,

实行花生病虫害绿色防控,效果显著.

图1 花生茎基腐病

图2 花生疮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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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花生除草剂药害

图4 花生叶斑病以及棉铃虫混发危害状

1 花生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

花生的不同病虫害对于花生的根、茎、叶、果的危害性也不同,花生病虫害不仅能导致花

生整体品质下降,同时可以造成花生产量下降40%~75%,给种植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通
过科学有效地开展病虫害防治,可以将病虫害危害降至最低,以较低的经济投入获得更大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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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率和品质回报.
花生生长的不同时期,影响花生生长的病虫害也不相同,但花生病虫害的防治要贯穿于选

种、播种、出苗、生长、开花、结果、采收等一系列环节,在花生种植与生长的整个过程中都要

开展科学有效的防控,在保证花生品质的前提下,确保达到稳产和高产.花生病虫害防治的意

义和重要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
花生播种前期,真菌性病害频繁发生,因此播种前防控是花生全程绿色防控的基础,如常

见的茎腐病、冠腐病、根结线虫病、青枯病、蛴螬、金针虫等借助土壤及种子传播的病虫害.而
作为花生种植的基础时期,播种前期的病虫害防治会直接影响花生的种植效果,必须引起足够

的重视.
花生幼苗期,容易出现红蜘蛛、蚜虫、冠腐病等病虫害.幼苗期是花芽分化的关键时期,尤

其是在开花前和花期,蚜虫等的危害达到高峰,对花芽的形成和开花受精有较大的影响.幼苗

期的生长状况会直接导致花生的产量与品质的下降,必须及时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治,保护前期

花芽,尽可能减少病虫害对于花生开花结果的影响.
花生结果期,病虫害主要是对叶子以及茎部以下的危害,是地下害虫发生的初期,病害主

要是叶斑病、黑斑病、焦斑病等.花生结果期是病虫害防治的一个关键时期,在一些温度较低、

环境潮湿的地区,病虫害发生尤其严重,做好结果期的病虫害防治可以有效保证花生的产量与

品质,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
做好花生病虫害防治工作,能够有效提高花生产量和质量.通过开展科学有效的病虫害防

治,去除花生的病灶,配合肥水,可将产量稳定在原产量的80%~95%.而且通过防控,可以大

量杀死土壤中残存的虫卵和病原菌等,将重茬种植的危害降到最低.在花生的整个生长过程中,

种植人员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重视病虫害防治,深入田间地头,勤走多看,做好水肥管理,第

一时间发现病情、虫情并第一时间采取科学的防治措施,才能将病虫害防控在初期,保障花生

产业的健康发展.

2 采取的主要措施

2.1 强化组织领导,加强技术服务

为了加强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积极争取各级的重视和支持,乳山市将花生病虫害绿色防

控纳入日常工作的重点.成立了市级绿色防控小组,防控小组围绕农作物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

工作积极协调、统筹安排配套服务和督促检查,组织编制技术方案,开展技术指导与培训,组

织信息发布与上报,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2.2 加强病虫监测,及时发布病虫情报

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安排技术人员专门进行病虫害监测,同时配备了黑光灯和智

能化监测设备,对全市农作物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预测预报,准确及时预测预报花生病虫

害.年均发布农作物《病虫情报》15期以上,其中花生《病虫情报》3~4期.全年接待农民电话咨

询达200人次以上,到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及田间病虫发生现场开展咨询指导50次以上,及

时准确地指导农民在关键时期防治病虫害,有效地控制了各类病虫害的发生危害.

2.3 抓宣传培训,树立绿色植保理念

病虫害绿色防控,把关用药是关键.首先是对农药销售者进行政策法规宣传,以组织培训

班、咨询、现场面对面指导、微信群及明白纸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认真宣传落实《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农药管理条例》等,积极宣传病虫绿色防控技术,使广大农民群众树立绿色植保理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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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花生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组织专业技术人才,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专业技术

培训和现场指导,帮助农民群众就地解决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难题.

3 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

3.1 农业防治为主

以农业防治为主,通过轮作种植的方式来减轻花生病虫害的发生.对土壤进行深翻处理,

广施基肥,合理选择农业肥料,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进行土壤改良.同时,做好疏通排水工作,

提高花生植株的抗逆性,增强抗病性和抗虫性,确保花生的产量和质量.提倡花生与旱稻、玉

米、小麦、芝麻、甘薯、蔬菜等花生主要病虫害的非寄主作物轮作.花生病虫害轻发生地块实行

1~2年轮作,重发生地块实行3~5年轮作,可以有效减少土壤中病虫基数.

3.2 播前绿色防控

严格落实植物检疫制度,采取检验检疫措施,防止引进和传播检疫性有害生物.杜绝从重

病区、疫区调运花生种子,在引种、调种时,应当事先调查种子原产地的病虫害发生情况.植物

检疫防控重点有黑腐病、新蛛蚧、根结线虫病、青枯病等.选用适宜药剂进行拌种或包衣,可防

治花生苗期土传和种传病虫害及鼠害,促进幼苗生长发育.播种前防治是花生高产优质的重要

步骤,不仅能减轻病虫害的发生,而且能预防花生死苗死棵的现象,另外还能促进花生品质提

升和产量提高.近几年来,花生的地下害虫(蝼蛄、蛴螬、金针虫)、花生茎腐病、白绢病等病虫

害及死苗死棵现象发生较严重,造成花生缺苗和断垄,影响花生的产量.通过试验推广应用先

正达公司生产的“迈舒平”拌种,可以有效解决病虫害和死苗死棵现象的发生.
3.3 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和农用抗菌素

在防治花生病虫害时选用氯氟氰菊酯、己唑醇、吡虫啉或氯氟吡虫啉、戊唑醇、甲维盐等

高效低毒农药,不仅能够保护好天敌,还可以提高防治效果,最终达到安全、优质、高效控制花

生主要病虫害的目的,进一步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3.4 物理防治

4-9月,在花生田高出植株顶部10~30cm处悬挂黄色或蓝色黏虫板、杀虫灯等多项新型

绿色诱控技术,可诱杀蚜虫、蓟马、烟粉虱、小绿叶蝉等害虫.根据虫害发生情况和花生种植区

域设置专用性诱剂及诱捕器,增加对害虫的吸引力,诱杀害虫.物理防治能有效减少施药次数

和施用量,减轻环境及农产品的污染,提升农作物的质量和品质.

3.5 生物防治

根据食物链的特性,寻找常见花生虫害的天敌,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可以在花生地边、

田埂旁点种玉米、蓖麻、除虫菊、芝麻等植物,形成植物诱集带,诱集植物可以涵养天敌,为天

敌创造良好的栖息繁衍场所.同时,还可以引诱害虫成虫取食、产卵和躲藏,然后集中施药毒

杀或人工捕捉.通过天敌克制的方式来实现对花生虫害的有效防治,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3.6 病虫害统防统治

在病虫害防治上推行“一控双增”集成技术,实行测报统一、药剂采购统一、药品统一、防

治统一的模式,科学指导专业化统防统治.病虫害防治统一采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

治及化学防治的绿色防控技术,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持续推广高效低残

留的化学农药和生物源农药.积极探索服务新模式,进一步发挥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技

术相融合在防控病虫害中的作用和优势,与企业、合作组织、村委及农药经销单位等沟通,推

行高效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在全市设立15个花生绿色防控示范点,推行使用黏虫板、生物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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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信息素诱控技术等绿色防控技术.全市有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10个,有大型植保机械546
台,有专业操作人员472余人,统防统治日作业能力达到0.32万hm2.在花生病虫害防治上应

用现代化高效植保施药设备开展喷防作业,根据病虫害发生适期,规范施药时机和用药量,达

到“减药控害”的目的,解决传统喷药方式“跑、冒、滴、漏”的现象,减少了农药使用量,降低了

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防治效果和农产品品质.在搞好测报工作的基础上,实行花生绿色防控

技术,及时指导病虫害防治,年均挽回花生损失1.38万t,挽回经济收入约6900万元.

4 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成效

4.1 病虫害防治实行了“四统一”

在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中实行“四统一”,即统一药品、统一配方、统一采购、统一防治时

间,力求统防统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防治效果.所用农药全部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和生物

农药,目前乳山市生物农药的应用比例已达到80%以上,高效、低毒的农药覆盖率达到100%,

从而达到防治高效、节省成本的目的.
4.2 农作物品质提高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剂量,促进农

民群众科学、合理、安全地使用农药,同时可以有效控制农作物病虫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通过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农产品品质,还可以避免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超

标,满足了群众对绿色农产品的需要,也满足了市场对优质、健康农产品的需要,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
4.3 环境条件改善

把握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防治关键期,及时组织统一防控,防效可提高30%以上.在统防

统治工作中应用大型现代植保机械,最高可降低农药使用量达50%以上.因广泛应用低毒低残

留农药,控制了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种植业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通
过宣传培训,提高了群众的环保意识,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剂量,净化了空气和水源,

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5 展望

5.1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开展抗性品种培育和选种工作

优质种质资源是提升花生病虫害绿色防控的基础.科技创新是培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的

重要途径,通过花生品种间杂交、亚种间杂交、花生属植物种间杂交等手段开展抗性品种培育.
利用新技术、新方法研究破译花生全基因组序列精细结构,提高花生品质、抗性、产量等,对促

进花生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花生生产的发展提供物质保证.
5.2 抓好示范推广,制订适合本地的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花生每个生长阶段发生的病虫害有所不同,针对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症状需要有针对性地

选择防控措施.根据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要点制订科学的防控技术规程,开展农科教企联合攻

关,因地制宜,成熟一个推广一个,是提高花生产量和品质的直接有效的措施.同时,积极培育

植保专业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改善一家一户打药难、乱打药等问题,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量,提高科学防治效果,实现绿色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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