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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马铃薯病虫害的损失调查
及植保贡献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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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重庆地区马铃薯病虫害发生特点和分布情况以及植保工作在马铃薯提质增

产中的贡献,本研究在重庆5个地区(酉阳、彭水、巫山、铜梁和武隆)进行田间药效试验.
结果发现病害的防治效果达73.62%~84.50%,虫害的防治效果达71.35%~84.19%,挽回

产量损失550.14~1080.17kg/667m2,植保贡献率达28.34%~65.70%.本研究对正确评

估植保工作,推进马铃薯病虫害的持续控制在马铃薯提质增产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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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clarifytheoccurrencecharacteristicsanddistributionofpotatodiseasesand
pestsinChongqingandthecontributionofplantprotectiontopotatoqualityandyieldimprove-
ment,fieldefficacytestswereconductedinfiveregionsofChongqing(Youyang,Pengshui,
Wushan,TongliangandWulong).Theresultsshowedthatthecontroleffectofdisease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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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2%-84.50%,thecontroleffectofinsectpestwas71.35%-84.19%,therecoveredyieldloss
wasfrom550.14-1080.17kg/667m2,andthecontributionrateofplantprotectionwas28.34%-
65.70%.Thisstudyisofgreatsignificancetocorrectlyevaluatetheplantprotectionworkand
promotethepositiveroleofcontinuouscontrolofpotatodiseasesandpestsinpotatoqualityand
yieldimprovement.
Keywords:potatopestsanddiseases;contributionrateofplantprotection;integratedcontrol

马铃薯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是解决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作物之一[1],同时也是重要的

蔬菜作物和副食加工的主要原料.马铃薯营养全面、产量高,将逐渐成为我国继玉米、水稻、小

麦之后的第4大主粮作物[2].重庆市马铃薯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第6位,平均每667m2

产量1200kg,总产近600万t,约占粮食作物的11%.在我国推进粮食安全自主保障的大背景

下,马铃薯的产质量提高意义重大.当前,无论生产规模还是单产,传统的3大粮食作物可挖掘

的潜力都比较有限,而马铃薯不仅能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获得高产,还能在南方地区进行冬季种

植[3],可在不挤占粮田的前提下大幅增加产量,可挖掘潜力较大,特别是南方地区,控制住叶

斑病害的发生就将大幅提高产量和品质.然而马铃薯的综合防控技术并未在农户中普及,特别

是西南山区,大多农户都是病虫害发生后再进行防治,错过了病虫害有效精准防控的关键时间.
因此,需要大力挖掘植物保护技术的潜力,进一步优化各项栽培措施以及病虫害防控方法,灵

活运用各类栽培技术,提高植物保护技术的实际贡献率.为促进马铃薯种植户对综合防控植保

技术的重视,更加严谨科学地评估植保工作在马铃薯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的具体贡献值,本研究

对重庆地区马铃薯主产区病虫害防治进行综合分析、测算马铃薯综合防控植保贡献率,以期为

马铃薯的高质量栽培生产以及病虫害防控提供帮助.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药剂

主要的供试药剂见表1.

表1 不同试验药剂来源

施用药剂名        药剂来源       

20%噻菌铜悬浮剂 浙江龙湾化工有限公司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氨基寡糖素水剂 上海沪联生物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

0.1%高锰酸钾 福建维真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6%甲维.茚虫威 山东恒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绿丰农资有限公司

5%辛硫磷颗粒剂 济南约克农化有限公司

20%氰戊菊酯乳油 鞍山市泽鑫农药有限公司

2.5%溴氰菊酯乳油 山东中新科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所有药剂来源均是从有经营资质的农药经营服务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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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示范地与马铃薯品种

本试验于2022年3月11日开始,结合不同马铃薯品种的种植时间和生长发育规律,分别

对重庆市5个区县(铜梁、酉阳、彭水、巫山、武隆)的马铃薯种植区进行全生育期病虫害监测.
不同种植区详细信息及种植马铃薯品种见表2.

表2 不同种植区信息及种植马铃薯品种

种植地区 经纬度 海拔/m 品种

重庆市铜梁区旧县九塘村 东经:106°21'54″,北纬:30°13'07″ 301 渝马铃薯1号

重庆市酉阳土家苗族自治县漆家田 东经107°56'69″,北纬29°00'68″ 1221 颚马铃薯5号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润溪乡 东经107°95'58″,北纬29°14'20″ 1273 费乌瑞它

重庆市巫山县笃坪乡龙淌村 东经110°10'580″,北纬30°92'63″ 1000 中薯5号

重庆市武隆县和顺镇青木池村 东经107°42'78″,北纬29°40'85″ 1300 费乌瑞它

1.3 试验设计

1.3.1 试验不同处理及管理措施

马铃薯病虫害自然损失率估计试验在5个试验区均设农户常规防治区(自防区)、完全不防

治区(未防区)、严格科学防治区(综防区)共3个试验处理区,每个试验处理区的面积200m2.
其中病害损失率估计区,即为未防治对照区,不采取病虫防治措施;常规防治区(自防区)按当

地农户习惯和大田生产植保管理水平进行;综合防治区严格按照综合防治方案,对马铃薯病虫

实行全生育期病虫综合防治.不同示范区农事操作情况见表3.

表3 不同试验处理区农事操作措施

试验区 农事操作措施

未防区 不采取病虫害防治措施

自防区
播种前化学除草剂除草;施用化学肥料,偏施氮肥钾肥;病害发生后(发病率较高时)施用

化学药剂

综防区

苗床消毒,播种前中耕除草、清沟排水;起垄栽培,施用有机肥(适量施用氮肥、增施磷

肥、多施钾肥);病害发生初期诊断病虫害,结合天气情况喷施合适的药剂;马铃薯生育期

全程发现病株后及时拔除(减少侵染源);虫害发生期,人工摘除卵块,同时在马铃薯田悬

挂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害虫

1.3.2 综合防治区的管理和施药方案

综合防治区在马铃薯全生育期内共施药3次,根据不同试验区的病虫害发生情况,一般情

况是虫害在低龄幼虫期施药,病害在发病初期或者有发病中心时进行施药,其他配套防治措施

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加强配方施肥、叶面喷肥、沟厢配套、中耕除草等田间管理(表4).未防区

未进行施药防治,自防区由农户自己进行防治,不作任何技术指导.未防区和自防区的马铃薯

种植密度与综合防治区一致,株距25cm,行距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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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马铃薯综合防治区施药方案

病(虫)
害名称

施用
药剂

药剂稀
释倍数

施药方法
施药
时期

青枯病 20%噻菌铜悬浮剂 100mL/667m2 喷施
发病初期(每10d施药
一次,共施药3次)

晚疫病
58%甲 霜 灵 锰 锌 可 湿 性
粉剂

500倍 喷施
发病初期(每10d施药
一次,共施药3次)

病毒病 5%氨基寡糖素水剂 10mL/667m2 喷施
发病初期(每7d施药
一次,共施药2次)

黑茎病 0.1%高锰酸钾 1倍 切刀消毒 种植时

环腐病 0.1%高锰酸钾 1倍 切刀消毒 种植时

马铃薯块茎蛾 16%甲维.茚虫威 15mL/667m2 喷施 成虫盛发期

蚜虫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kg/667m2 喷施 虫害发生期

蛴螬 5%辛硫磷颗粒剂 3kg/667m2 撒施 种植时

二十八星瓢虫 20%氰戊菊酯乳油 1000倍 喷施 虫害发生期

地老虎 2.5%溴氰菊酯乳油 100mL/50kg 顺垄撒施 幼苗期

1.4 试验调查

根据不同病虫害发生时期对田间发生的病虫害进行系统调查,调查时严格按照田间药效试

验准则进行.病虫害调查分别在施药前和最后一次施药后14d进行.
待各示范区马铃薯成熟收获时(2022年3月初至6月底),分别对各示范区产量进行调查.

每块田选取5个点,每点面积为1m2,称马铃薯实重,然后折算成每667m2 的产量.
在调查明确病虫害不同防控效果及挽回损失的基础上,开展植保贡献率测算.植保贡献

率[4]是2021年刘万才提出的关于推进全国植保体系科学建设,评估科学植保措施而提出的概

念,其目的是为了体现科学综合植保措施的工作价值,从而大力推行精准测报、绿色防控、农

药减量增效等措施.植保贡献率的计算为完全不防治情况下的产量损失率减去防控条件下的产

量损失率.
植保贡献率测算公式如下:

y(%)=(
Ck1-Ck0

Ck1 -
Ck1-Ck2

Ck1
)×100%

其中,y 为植保贡献率(%);

Ck0 表示完全不防治处理的单位面积产量;

Ck1 表示科学防治处理单位面积产量;

Ck2 表示常规防治处理的单位面积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重庆地区马铃薯病虫害发生概况

由于近几年重庆市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加之从外地引进调运种薯,造成马铃薯病

害的发病面积和发生程度逐年加重.据调查统计,重庆地区发生的主要病害有马铃薯晚疫病[5]、

马铃薯青枯病[6]、马铃薯病毒病[7]、马铃薯环腐病[8]、马铃薯早疫病[9]、马铃薯黑胫病等;主要

虫害有蚜虫[10]、二十八星瓢虫[11]、马铃薯块茎蛾[12]、蛴螬[13]、地老虎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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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地区马铃薯病害的发生及产量损失情况

2.2.1 重庆铜梁区旧县马铃薯病虫害调查结果

前期调查发现,重庆市铜梁区旧县往年主要发生病害为病毒病和晚疫病.在综合防治区进

行了病害预防工作,主要是加强了田间清洁管理和传毒害虫蚜虫的防治工作.通过对该地区不

同示范区全生育期的病虫害防治,并对该地区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在收获期进行产

率测算.不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不同示范区防治效果和产量见表5至表7、图1.

表5 铜梁区旧县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

病害
名称

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综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青枯病 15.47±1.39 - 5.60±0.61 63.79±3.94 3.50±0.31 77.35±1.99
晚疫病 23.27±2.01 - 8.13±0.44 65.07±1.91 4.52±0.55 80.56±2.36
病毒病 52.76±1.97 - 17.90±0.79 66.07±1.5 10.26±1.17 80.55±2.21

表6 铜梁区旧县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虫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

虫害
名称

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综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蚜虫 -198.41±13.01 - 35.60±2.61 78.42±0.87 43.18±2.81 80.96±0.94
蛴螬 -137.5±13.32 - 35.70±0.86 72.93±0.36 38.29±0.91 74.02±0.38
二十八星瓢虫 -161.54±14.27 - 33.92±0.73 74.73±0.28 53.64±1.72 82.27±0.66
地老虎 -122.17±10.89 - 28.00±1.58 67.59±0.71 36.34±2.02 71.35±0.9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图1 铜梁区旧县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虫害防治效果

表7 铜梁区旧县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虫害损失率测定

试验区 667m2 产量/kg 产量损失率/%

综防区 1323.86±16.54 -
自防区 1172.81±47.90 11.41±3.62
未防区 703.88±13.78 46.83±1.04

  综上所述,重庆市铜梁区旧县主要发生病害为青枯病、晚疫病和病毒病,其中病毒病发生

最为严重,未防区病情指数高达52.76,青枯病次之,疫病最轻.主要虫害有蚜虫、二十八星瓢

虫、蛴螬和地老虎等,其中蚜虫发生最为严重,由于蚜虫的传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

病毒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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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的综合防控措施,综防区对病害的防效为79%左右,比农户自防区高14%以

上;对各类虫害防效为77%左右,比农户自防区高2%以上.在对该地区产量进行测算,研究发

现未防区产量损失率高达46.83%,农户自防区损失率为11.41%;结果表明,综防区的马铃薯

病虫害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提高马铃薯产量619.98kg/667m2,经测算植保贡献率

为35.42%.
2.2.2 重庆酉阳马铃薯病虫害调查结果

前期调查发现,重庆酉阳往年主要发生病害为马铃薯晚疫病和青枯病.在综合防治区进行

了病害预防工作,整薯播种,选地避免与茄科作物轮作,种植时与玉米套作,深沟垄作,注重田

间排水情况.通过对该地区不同示范区全生育期的病虫害防治,并对该地区主要发生病虫害发

生情况进行调查,在收获期进行产率测算工作.不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不同示范区防治效果和

产量见表8至表10、图2.
综上所述,酉阳试验地主要发生病害为青枯病、晚疫病和病毒病,其中青枯病发生最为严

重,病毒病次之,晚疫病最轻.主要虫害有马铃薯块茎蛾、二十八星瓢虫、蛴螬和地老虎等,其

中蚜虫发生较为严重,地下害虫发生种类多.该地块青枯病发病尤为严重,后期一定要避免与

茄科作物轮作,通过实施水肥管理及一系列的综合防控措施,综防区对病害的防效为76%左

右,对各类虫害防效为78%左右,各种病虫害的防效均高于农户自防区.

表8 酉阳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病害
名称

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综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晚疫病 43.14±2.44 14.80±1.05 65.69±2.43 8.70±0.72 79.82±1.68
青枯病 15.27±1.27 5.13±0.58 66.42±3.83 3.52±0.49 76.92±3.21
病毒病 29.04±3.21 13.70±1.81 52.82±6.23 7.66±1.53 73.62±5.28

表9 酉阳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虫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

虫害
名称

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综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马铃薯块茎蛾 -144.41±5.81 - 33.78±1.32 72.91±0.54 43.46±1.26 76.87±0.52
蛴螬 -113.50±2.52 - 46.96±3.15 75.16±1.47 55.98±1.57 79.38±0.73
二十八星瓢虫 -147.54±6.56 - 23.60±2.07 69.14±0.84 38.27±1.5 75.06±0.61
地老虎 -128.17±3.33 - 49.76±2.36 77.98±1.04 56.38±2.05 80.88±0.9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图2 酉阳不同处理示范区病虫害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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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酉阳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虫害损失率测定

试验区 667m2 产量/kg 产量损失率/%

综防区 1595.01±36.21 -
自防区 1112.81±45.04 30.23±2.82
未防区 603.60±20.56 62.16±1.29

  在对该地区产量进行测算后,研究表明未防区产量损失率高达62.16%,农户自防区损失

率为30.23%.结果显示,综防区的马铃薯病虫害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提高马铃薯产量

991.41kg/667m2,经测算植保贡献率为31.93%.

2.2.3 重庆彭水润溪乡马铃薯病虫害

前期调查发现,重庆彭水润溪乡往年主要发生病害为病毒病和地下病虫害.在综合防治区

提前进行了病害预防工作,主要是加强了地下害虫和蚜虫的预防工作,包括对种植地块进行消

毒,防治地下害虫,以及避免桔梗还田、清理田块边杂草、周围田块蚜虫消杀等工作.通过对该

地区不同示范区全生育期的病虫害防治,并对该地区主要发生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在收获

期进行产率测算工作.不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不同示范区防治效果和产量见表11至表13、图3.

表11 彭水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病害

名称

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综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青枯病 35.87±3.36 - 9.20±0.65 74.35±1.83 8.50±0.80 76.29±2.24
晚疫病 21.47±2.75 - 8.13±0.44 62.14±2.07 4.52±0.55 78.93±2.55
环腐病 32.72±0.74 - 14.94±0.88 54.34±2.70 7.26±0.87 77.81±2.66
黑茎病 34.50±1.25 - 49.18±3.57 63.77±2.90 62.66±4.3 80.12±2.13

表12 彭水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虫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

虫害

名称

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综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蛴螬 -136.17±7.25 - 29.92±2.85 78.48±1.51 42.93±2.42 84.19±1.82
蚜虫 -159.50±8.11 - 37.87±1.31 72.99±1.10 51.96±3.45 78.01±0.93

地老虎 -161.54±4.66 - 49.76±2.36 76.24±0.50 56.38±2.05 81.63±1.32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图3 彭水不同处理示范区病虫害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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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彭水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虫害损失率测定

试验区 667m2 产量/kg 产量损失率/%

综防区 1051.86±68.47 -

自防区 799.80±12.87 23.96±1.22

未防区 501.72±10.73 52.30±1.02

  综上所述,彭水主要发生病害为青枯病、黑茎病和环腐病,几种病害发生程度都较为严重,

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主要虫害有蚜虫、蛴螬和地老虎等,其中地下害虫发生严重,地

下害虫的发生也加剧了黑茎病、环腐病的发生.若后期继续在该地块进行农作物种植,应避开

种植易受这些病虫害侵染的作物.
通过一系列的综合防控措施,综防区对病害的防效为78%左右,其中环腐病的防效显著高

于农户自防区23%;对各类虫害防效为81%左右,比农户自防区高5%以上.综防区的水肥管

理和田块地下害虫消杀工作效果良好,大大降低了地下害虫发生率,提升了环腐病的防效.
在对该地区产量进行测算后,研究表明未防区产量损失率高达52.30%,农户自防区损失

率为23.96%;结果显示,综防区的马铃薯病虫害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提高马铃薯产量

550.14kg/667m2,经测算植保贡献率为28.34%.

2.2.4 重庆市巫山县马铃薯病虫害

前期调查发现,重庆市巫山县往年发病情况复杂多样,主要发生病害有环腐病等.在综合

防治区加强了病害预防工作,主要是加强了田间清洁管理、肥料合理施用、注意田块排水沟情

况、土壤深耕、苗床施药消毒等预防工作.通过对该地区不同示范区全生育期的病虫害防治,

并对该地区主要发生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在收获期进行产率测算工作.不同病虫害发生

情况及不同示范区防治效果和产量见表14至表16、图4.

表14 巫山县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病害

名称

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综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青枯病 14.07±1.9 - 4.19±0.55 70.22±3.9 2.59±0.38 81.58±2.71
环腐病 48.67±4.41 - 17.21±1.07 64.64±2.21 7.55±0.76 84.50±1.56
病毒病 22.46±2.03 - 3.86±0.47 82.81±2.1 3.58±0.71 84.06±3.15
黑茎病 20.18±1.59 - 5.34±0.62 73.54±3.07 4.82±0.62 76.11±3.06

表15 巫山县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虫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

虫害

名称

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综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蚜虫 -142.83±5.56 - 26.52±3.85 69.74±1.59 52.50±2.65 80.44±1.09
蛴螬 -335.50±10.09 - -24.75±1.65 71.36±0.38 6.86±1.46 78.61±0.34
二十八星瓢虫 -141.54±5.17 - 10.38±1.31 62.90±0.54 42.52±2.80 76.20±1.16
地老虎 -316.70±14.98 - -35.46±1.02 67.49±0.25 15.58±2.29 79.7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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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图4 巫山县不同处理示范区病虫害防治效果

表16 巫山县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虫害损失率测定

试验区 667m2 产量/kg 与综合区产量比损失率/%

综防区 1523.83±16.27 -

自防区 1444.78±31.00 5.19±2.03

未防区 443.66±18.87 70.89±1.24

  综上所述,该地区主要发生病害为青枯病、黑茎病、环腐病和病毒病,其中环腐病发生较

为严重,未防区病情指数高达48.67;主要虫害有蚜虫、蛴螬和地老虎等,其中地下害虫蛴螬、

地老虎发生较为严重,未防区减退率皆低于-300%.
通过综防区的科学防治,青枯病、环腐病和发生的各种虫害防效显著高于自防区和未防区.

同时,研究发现,该地区的地下害虫发生情况是本次研究5个地区中发生最为严重的地方;由

于地下害虫的猖獗加剧了环腐病等病害的发生,大大降低了马铃薯产量,与综防区相比,未防

区损失马铃薯产量1080.17kg/667m2.对试验地马铃薯进行产量测算后发现未防区产量损失

高达70.89%,自防区产量损失率5.19%.经了解,该地区马铃薯种植户已专门从事马铃薯种植

多年,进行较为科学的综合防控措施,防治效果显著.同时,经测算植保贡献率高达65.69%,

是本次试验植保贡献率最高的地区.

2.2.6 重庆市武隆马铃薯病虫害

前期调查发现,重庆武隆往年主要发生病害为马铃薯晚疫病.在综合防治区进行了病害预

防工作,在马铃薯种植期,严格进行切刀消毒并剔除病薯;选择干燥沙性强的田块进行种植;

合理配施氮肥、磷肥,增施钾肥,以增强植株抗病性;注意开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抑制病害

发生.同时,注意查看田间病害发生情况,发现有病株及时拔除带出田间消灭,以减轻发病.通

过对该地区不同示范区全生育期的病虫害防治,并对该地区主要发生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调

查,在收获期进行产率测算工作.不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不同示范区防治效果和产量见表17至

表19、图5.
综上所述,该地区主要发生病害为青枯病、晚疫病、病毒病、黑茎病和环腐病,其中病毒病

发生最为严重,病情指数为49.58,可能是种薯带病导致;综防区青枯病防治效果很好,可能是

与玉米套作,改变了土壤微生物区系变化,不利于青枯病菌生存和繁殖.该地区主要虫害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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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二十八星瓢虫、蛴螬和马铃薯块茎蛾等.

表17 武隆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病害

名称

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自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综防区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青枯病 26.48±1.08 - 7.03±0.75 73.46±2.85 4.49±0.51 83.03±1.91
晚疫病 20.03±1.66 - 7.30±0.53 63.57±2.63 4.36±0.89 78.23±4.42
环腐病 16.38±0.51 - 5.88±0.97 64.10±5.89 4.01±0.67 75.54±4.09
黑茎病 37.56±1.42 - 12.94±0.96 65.54±2.57 6.06±0.71 83.87±1.89
病毒病 49.58±2.43 - 16.22±0.71 67.29±1.43 8.04±0.82 83.78±1.65

表18 武隆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虫害发生情况及防治效果 %

虫害

名称

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自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综防区

减退率 防治效果

二十八星瓢虫 -298.41±13.01 - 18.04±1.87 79.43±0.47 25.16±3.55 81.21±0.89
蛴螬 -237.50±13.32 - 10.28±1.5 73.42±0.44 28.48±3.53 78.81±1.05
地老虎 -196.74±14.10 - 13.78±1.32 70.94±0.45 39.18±1.76 79.50±0.59
马铃薯块茎蛾 -218.17±17.04 - 13.89±1.34 72.94±0.42 33.83±0.98 79.20±0.3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图5 武隆不同处理示范区病虫害防治效果图

表19 武隆不同处理示范区马铃薯病虫害损失率测定

试验区 667m2 产量/kg 产量损失率/%

综防区 1809.50±18.95 -

自防区 1690.54±20.57 6.57±1.14

未防区 1153.60±25.34 36.25±1.40

通过科学防治,该地区综合防治区病害防效明显,各项病虫害防效均高于自防区防效;产

量测算结果显示,经过科学防治措施,挽回产量损失655.90kg/667m2,未防区产量损失率为

36.25%,自防区产量损失率6.57%,植保贡献率为29.67%.表明了科学防治措施在提高经济产

量方面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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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试验通过产量测算,5个地区的植保贡献率并不相同,其中巫山县植保贡献率最高达

65.70%,彭水、酉阳、武隆、铜梁4地的植保贡献率相似,为31%左右。其原因可能是巫山地

区马铃薯的毁灭性病害———晚疫病基本不发生,以及对地下害虫进行了很好的防治,极大地挽

回了产量损失(图6).同时,本次研究发现,马铃薯晚疫病对产量影响极大,在晚疫病发生严重

的地区,产量大大降低,由此,在马铃薯种植的全生育期,对马铃薯晚疫病进行提前的防治至

关重要.

图6 不同地区植保贡献率

3 结论与讨论

在重庆5个地区开展了马铃薯病虫害调查和植保贡献率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植保技术指

导,开展综合防治的示范区马铃薯病虫为害明显减轻,各种病害的防治效果达73.62%~

84.50%,各种虫害的防治效果达71.35%~84.19%;农户自防区,马铃薯病虫为害有所减轻,

但防治效果明显低于综防区,病害防治效果为54.34%~82.81%,虫害防治效果为62.90%~

79.43%;计算出植保贡献率为28.34%~65.70%,虽然各地区间植保贡献率有所不同,但都肯

定了科学综合植保措施在农业生产中提高作物产量的价值.
根据调查,农户自防区主要依靠病虫害发生后的化学防治,田间管理较差,重施氮肥、磷

肥,导致植株徒长,抵抗力差,多种病虫害易发生,说明广大农户只注重了化学防治,综合防治

措施不到位,尤其是低估了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价值.相关技术人员应该

加强对马铃薯种植户的相关种植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综合防治意识;同时,健全和完善不同地

区不同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系统,防患于未然,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凸显出植保工作在马铃薯

病虫害防控中的重要意义.
本次试验都种植中晚熟品种“费乌瑞”,它是一个常规的老品种,其产值严重受病虫害的制

约,而一些示范应用的新品种仍然也有严重的病虫害发生.无论是自防区还是综防区,化学防

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科学认识化学防治所发挥的作用,制订对症下药、适时用药、

精准施药的科学化学防治措施,在提高马铃薯产量的同时,保证土壤及周围其他作物的健康,

保证农产品安全.
不同地区因土壤情况、环境因素、气候条件、前茬作物等影响,病虫害发生流行情况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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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所以,在病虫害具体防治时,不同地区要因地制宜,制订本地病虫害防治措施,提高防治

效率;同时,根据不同地区历史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提前预测预报、提前预防,才能减轻病虫

害造成的损失,提高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确保马铃薯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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