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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姜种植中主要病虫害及使用农药登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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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姜在我国中东部、东南部至西南部均有种植.本文介绍大姜种植中常见病虫害,重

点分析了我国大姜施用农药的登记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为大姜

安全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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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ingerproductionisdistributedintheMiddleEast,SoutheastandSouthwestofChi-
na.Inthispaper,thecommondiseasesandpestsinthecultivationofgingerwerepresented.
Theregistration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pesticidesusedongingerinChinawere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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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Zingiberofficinale)又称生姜,为姜科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在我国中东部、东南部至

西南部作为一年生的蔬菜栽培.大姜营养丰富,同时具有香辣气味,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主要调味品[1].除此之外,大姜也具有较高药用价值,广泛应用于药品生产中.我国作为全球生

姜主产国之一,近年来生姜产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中2021年中国生姜种植面积约为

36.87万hm2,同比增长18.7%;生姜产量为1219万t,同比增长2.4%.
山东省乳山市历史上就有种姜的习惯,但过去多为零星种植,不成规模;20世纪60年代

开始大面积种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姜种植发展较快.山东省乳山市充分发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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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沙壤土为主、土质疏松、透气好的自然资源优势,把大力发展大姜种植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

一项重要来源,并实现了产业化经营;目前乳山市大姜种植面积达0.33万hm2.本文总结了大

姜种植中的主要病虫害,并对在大姜生产中施用农药情况进行分析,为大姜种植中规范用药提

供一定的参考.

1 大姜的主要病虫害

1.1 姜瘟病

姜瘟病又称腐烂病、青枯病,为细菌性土传病害,是生姜的“癌症”性病害,也是大姜生产

中普遍存在的毁灭性病害.该病害致病病原菌为青枯劳尔氏菌(Ralstoniasolanacearum)[2],可

侵害姜科和茄科类作物.青枯劳尔氏菌主要侵害大姜地下茎及根部,发病初期染病部位呈水浸

状,黄褐色,叶片萎蔫但仍保持青色,植株不倒伏.根茎染病后内部组织逐渐软化并腐烂,挤压

发病部位可流出类似米汤样的白色汁液,为青枯菌菌脓,具恶臭味.发病后期叶片颜色转为淡

黄,边缘卷曲,最后全株下垂枯死、倒伏[3].

1.2 炭疽病

姜炭疽病主要为害叶片,为真菌性病害,其病菌可在病残体或土壤中越冬,是大姜生产中

的常见病害,病原为半知菌亚门辣椒刺盘孢菌(Colletotrichumcapsici)和胶孢炭疽菌(Colleto-
trichumgloeosporioides)[4],可为害姜等姜科以及辣椒、番茄等茄科作物.主要为害叶片,病斑

多从叶尖、叶缘开始,初为水浸状褐色小斑,后扩展成梭形、椭圆形或不定形病斑,斑面云纹明

显或不明显,斑边缘有黄色变色部,发病与健康部位分界不清晰.到发病后期,数个病斑连合

成斑块,叶片变褐变枯,严重影响植株的光合作用[5-7].

1.3 根腐病

大姜根腐病是一种土传真菌病害,发生比较严重.发病初期,地下块茎先出现病灶,但不

易发现.发病20d后地上部分茎基部会出现黄褐色的水浸状病斑,并逐渐扩大.病株叶片从下

部老叶开始,由叶尖沿着叶片边缘逐步向内变黄退绿.发病后期,病斑遍布茎基和地下块茎,

导致其变褐、变软,最终倒伏和腐烂并伴有恶臭味.叶片则变黄、下垂,然后枯死.贮藏期的姜

块发病时,姜块表面首先会出现大小不等的褐色病斑,接着病斑逐渐扩大,姜块开始腐烂,最

终成为一堆腐败组织.
1.4 根结线虫病

大姜根结线虫病在大姜连作田间普遍发生,自苗期到成熟期均可发病,根部受害时产生大

小不等的瘤状根结,块茎受害部表面产生瘤状或疱疹状物并出现裂口.姜受线虫为害后,轻者

症状不明显,重者植株发育不良,叶小,叶色暗绿,茎矮,但植株很少死亡[8-9].

1.5 姜螟

姜螟又名钻心虫,姜螟在山东省乳山市每年发生2代,1代一般于6月中旬开始发生,2代

一般于8月上旬开始发生,1代的为害一般较2代重,以2代老熟幼虫在寄主茎秆中越冬[10].
幼虫孵化后2~3d后便成群从叶鞘与茎秆缝隙或心叶侵入,为害叶片造成叶片成薄膜状,残留

有粪屑,叶片展开后呈不规则的食孔,为害茎秆造成茎秆空心,使水分运输受阻,从而导致姜

株上部枯死[11].

1.6 甜菜夜蛾

甜菜夜蛾是为害大姜生产的重要虫害之一,大姜甜菜夜蛾是一种世界性害虫,世界各地均

有报道.发生甜菜夜蛾的地方,可食尽姜叶仅留叶脉,成虫昼伏夜出[12],白天潜于植株下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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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缝等阴凉地方,傍晚开始活动,外出取食为害,叶片缺损、光合作用差,导致缺苗断垄,干物

质积累少,姜块普遍表现为变小、表皮皱缩、色泽发暗,容易导致生姜品质及产量的下降.

1.7 姜蛆

姜蛆是大姜储存期间的重要害虫,因姜蛆幼虫有趋湿性和隐蔽性,初孵幼虫即蛀入大姜皮

下取食.在大姜“圆头”处取食的时候以丝网黏连虫粪、碎屑覆盖其上,幼虫藏身其中.幼虫性活

泼,身体不停蠕动,头摆动,以拉线网.大姜受害处仅剩表皮、粗纤维及粒状虫粪,可引起大姜

腐烂[13-14].

2 大姜施用农药登记情况

农药登记是农药产品进入市场的重要关口,农药登记管理制度对促进农药生产源头管控、

产品安全性提升、产品结构优化、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5].
据中国农药信息网农药登记数据库统计,截至2022年8月1日,我国登记在大姜生产的农药产

品156个.其中杀虫剂49个,占比31.4%;杀菌剂74个,占比47.4%;除草剂19个,占比

12.2%;植物生长调节剂9个,占比5.8%;杀线虫剂5个,占比3.2%(表1).

表1 大姜生产中农药登记主要品种及数量

登记品种 登记数量/个 占比/%

杀虫剂 49 31.4
杀菌剂 74 47.4
除草剂 19 12.2

植物生长调节剂 9 5.8
杀线虫剂 5 3.2

2.1 杀虫剂登记情况

杀虫剂主要用于大姜甜菜夜蛾、姜螟、姜蛆等害虫的防治.从登记数量来看,大姜生产上

杀虫剂的有效成分8种,登记数量49个.其中单剂7种,登记数量最多的3种农药类型依次为

阿维菌素22个、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9个、茚虫威6个,合计占比75.5%;混剂1种,登

记数量2个,均为氯虫·高氯氟,合计占比4.1%.从登记剂型来看,有乳油、悬浮剂、水分散粒

剂等8种剂型.从登记种类来看,杀虫剂登记农药主要以生物农药为主,生物农药有阿维菌素,

占比44.9%(表2).

表2 大姜生产中杀虫剂登记主要品种及数量

类别 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单剂

混剂

阿维菌素 22 44.9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9 18.4

茚虫威 6 12.2
灭蝇胺 4 8.2
虫螨腈 3 6.1
吡丙醚 2 4.1
硫酰氟 1 2.0

氯虫·高氯氟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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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杀菌剂登记情况

杀菌剂主要用于大姜炭疽病、姜瘟病、根腐病等病害的防治.从登记数量来看,大姜生产

中杀菌剂有效成分16种,登记数量74个,登记数量高于其他种类.其中单剂12种,登记数量

最多的3种农药类型依次是咪鲜胺14个、苯醚甲环唑11个、甲基硫菌灵10个,合计占比

47.3%;混剂4种,登记数量5个,为苯甲·嘧菌酯、精甲·嘧菌酯、戊唑·嘧菌酯、唑醚·代

森联,合计占比6.9%.从登记剂型来看,有水乳剂、水分散粒剂、悬浮剂等7种剂型.从登记种

类来看,杀菌剂农药主要以化学农药为主,生物农药仅有多黏类芽孢杆菌、蜡质芽孢杆菌,登

记产品及数量很少(表3).

表3 大姜生产中杀菌剂登记主要品种及数量

单剂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混剂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咪鲜胺 14 18.9 精甲·嘧菌酯 2 2.7
苯醚甲环唑 11 14.9 苯甲·嘧菌酯 1 1.4
甲基硫菌灵 10 13.5 戊唑·嘧菌酯 1 1.4

噻唑膦 10 13.5 唑醚·代森联 1 1.4
嘧菌酯 9 12.2

吡唑醚菌酯 8 10.8
多黏类芽孢杆菌 2 2.7

噻森铜 1 1.4
氢氧化铜 1 1.4

棉隆 1 1.4
蜡质芽孢杆菌 1 1.4

硫酸铜钙 1 1.4

2.3 除草剂登记情况

登记在大姜生产上使用的除草剂有效成分共有9种,登记数量19个.其中单剂3种,登记

农药依次是二甲戊灵4个、炔苯酰草胺3个、乙氧氟草醚3个,合计占比52.6%;混剂6种,登

记数量9个,登记数量最多的农药类型为甲戊·乙草胺4个,合计占比21.0%.从登记剂型来

看,有乳油、水分散粒剂、悬乳剂等4个剂型(表4).

表4 大姜生产中除草剂登记主要品种及数量

单剂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混剂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二甲戊灵 4 21.0 甲戊·乙草胺 4 21.0
乙氧氟草醚 3 15.8 氧氟·乙草胺 1 5.3
炔苯酰草胺 3 15.8 乙氧·异·甲戊 1 5.3

氧氟·甲戊灵 1 5.3
甲草·莠去津 1 5.3
甲·乙·莠 1 5.3

2.4 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情况

大姜生产过程中,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壮根、整形、诱导抗逆、控制生长、促进生长、提高产

量、改善品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从登记数量来看,大姜生长上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有效成

分6种,登记数量9个.其中单剂3种,登记农药为氯化胆碱、吲哚丁酸、二氢卟吩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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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混剂3种,登记农药为氯胆·萘乙酸4个、萘乙·乙烯利1个、氯化·萘乙酸1个,占

比66.7%.从登记剂型来看,有可湿性粉剂、水剂、可溶性液剂等4种剂型(表5).

表5 大姜生产中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主要品种及数量

单剂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混剂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氯化胆碱 1 11.1 氯胆·萘乙酸 4 44.4
吲哚丁酸 1 11.1 萘乙·乙烯利 1 11.1

二氢卟吩铁 1 11.1 氯化·萘乙酸 1 11.1

2.5 杀线虫剂登记情况

杀线虫剂开始发展于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杀线虫剂是杀虫剂或杀菌剂、复合生物菌扩

大应用而成.登记在大姜生产中使用的线虫剂有效成分共有4种,登记数量5个,登记农药为

棉隆、印楝素、阿维·噻唑膦和噻唑膦.从登记剂型来看,有颗粒剂、水分散粒剂、微粒剂等

4种剂型(表6).

表6 大姜生产中杀线虫剂登记主要品种及数量

单剂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混剂登记名称 数量/个 占比/%

棉隆 2 40 阿维·噻唑膦 1 20
印楝素 1 20
噻唑膦 1 20

3 大姜生产中农药登记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3.1 大姜生产中登记的农药品种数量少、同质化严重

截至目前,大姜生产上施用的农药登记产品中,无论是产品数量还是有效成分都相对较少.
大姜农药登记的产品数量和有效成分以杀菌剂为主,有效成分16种,产品数量74个,占登记

农药总数的47.4%;目前登记的产品防治对象主要集中在炭疽病、叶枯病两大病害,产品同质

化严重,其他病害虽然均有登记产品,但是都存在可用农药少的问题.另外杀虫剂和除草剂登

记数量分别有49种和19种,有效成分分别有8种和9种,农药有效成分单一、同质化严重,严

重影响农药的轮换使用,加剧了防治对象的抗药性,易造成大姜农药残留超标,甚至出现类似

病害中无登记农药的乱用,导致药害的发生.建议加大农药登记力度,鼓励增加各类农药混剂

的登记,真正实现生产上农药选择的多样性,增强和提高防治大姜病虫害的效果和效率,严格

控制同质化农药登记数量.

3.2 大姜生产中登记的农药剂型有待改善,应积极推进农药剂型优化

大姜生产中的农药登记产品主要集中在乳油、悬浮剂、水分散粒剂、可湿性粉剂等常见剂

型,乳油、可湿性粉剂、颗粒剂农药登记数量64个,占比41%.其中,乳油中的二甲苯类芳香

烃类溶剂,不仅会严重污染环境,还会威胁人体健康,易发生药害及中毒事故;可湿性粉剂使

用过程中会造成粉尘污染,污染环境、危害施药者健康,同时存在水中难于润湿和混合,与其

他剂型有不良的配伍性等问题.剂型的改善优化还有很大空间,建议逐步淘汰污染环境和损害

人体健康的落后剂型,加大力度开展安全、高效、环保新剂型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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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姜生产中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相对较少

生物农药是一类由天然产物提取的物质,是动植物体内所具有或合成的分泌物,包括植物

源农药和动物活性物质,具有自然降解快、对病虫害选择性强、对人畜毒性低等特点[16].目前

在大姜生产中登记的生物农药主要有阿维菌素、多黏类芽孢杆菌、蜡质芽孢杆菌等27个农药

产品,占比17.3%,其中阿维菌素登记产品数量多达22个.建议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科研

单位积极研发高效的新型生物农药,加大对生物农药研发的扶持力度,不断完善生物农药的登

记管理,不断加强生物农药的研发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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