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卷 第5期 植 物 医 学 2023年10月

Vol. 2 No.5 PlantHealthandMedicine Oct. 2023

DOI:10.13718/j.cnki.zwyx.2023.05.010

云南昭通4种作物病虫害调查及绿色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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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为保障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绿色植保的

发展理念十分重要.本文对云南省镇雄县牛场镇的4种经济作物玉米、马铃薯、魔芋、辣椒

的常见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根据结果为产业发展提出了选择优势高抗品种、合理轮

作、生防布控及精准施药等绿色植保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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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牛场镇是全国乡村脱贫攻坚的重点乡村之一.从2023年开始进入“十

四五”规划,乡村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其中,产业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也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1].绿色植保的应用推广在有效防

治农业产业的生物灾害的同时,也将危害程度控制在经济阈值内,达到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

农业,重点大面积种植经济效益高的农业产品,实现农业生态平衡和生物灾害可持续发展[2].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牛场镇有农业耕地面积0.297万hm2,以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为主,

同时为发展本地特色产业,还引入有魔芋、辣椒、李子、桃子等蔬菜林果类经济作物.目前这些

作物主要发生的病害有玉米大斑病、魔芋软腐病、马铃薯早疫病、辣椒疫病等,虫害有蛴螬、朱

砂叶螨及蚜虫等.目前,对这些农业病虫害的防治主要以喷施化学药剂为主,选种为辅,且存

在村民乱用药、多用药等为生态经济造成更加严重影响的行为.基于此,本研究主要以调查方

式了解镇雄县牛场镇主要粮食经济作物中常见的病虫害发生情况,并进一步为当地产业振兴提

供几点绿色植保对策.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

1.2 试验地点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牛场镇地处镇雄县西部,东、南接坪上乡,西邻花山乡,北抵盐源乡、碗

厂乡,区域面积167.47km2,常年平均气温11.6℃,年平均降水量938mm.牛场镇土壤以砂质

土为主,少数地区为黏质土、壤土.

1.3 试验方法

1.3.1 主要作物病虫害调查

通过前期调研可知,2022年镇雄县牛场镇主要以马铃薯、玉米、魔芋、辣椒为特色产业.本

研究以这4类作物的病害为调查对象.
根据马铃薯、玉米、魔芋及辣椒的种植时间,病害调查时间安排见表1:

表1 作物常见病害调查表

调查对象 种植周期 调查时间 调查内容

玉米 6-10月 7-8月 大斑病、小斑病

马铃薯 3-6月 4-5月 早疫、晚疫

魔芋 3-11月 5-7月 软腐病、白绢病

辣椒 4-10月 5-8月 辣椒疫病、病毒病

本次调查以镇雄县牛场镇为中心,在周边沙沟村、田坝村、牛场村3个村镇的种植点进行

调查,分为A,B,C,D4个点,分别记为种植玉米、马铃薯、魔芋、辣椒.
每个地点调查用五点取样法,每个点调查20株,叶部病害每株抽查10片叶,每10d调查

一次,记载每种作物的病害的累计株数和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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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病害叶片数/总结片数×100%

病情指数=∑(各级发病叶数×各级代表值)/(调查总叶数×最高级代表值)

本次调查的病虫害分级情况如下[3-7].
玉米大斑病:

0级———全株无病斑;

1级———雌穗下部叶片有少量零星病斑,病斑占叶面积的5%~10%;

2级———植株中、下部叶片有少量零星病斑,病斑占叶片面积的10%~30%;

3级———植株下部叶片有多量病斑,少数叶片枯死,中部叶片有中量病斑,上部叶片有少

量零星病斑,病斑占叶片面积的30%~50%;

4级———植株下部叶片部分枯死,中部叶片有多量病斑,少量枯死,上部叶片有中量病斑,

病斑占叶面积的50%~80%;

5级———植株下部叶片全枯死;中部叶片多数枯死;上部叶片有多量病斑,少数枯死.
马铃薯晚疫病:

0级———无症状;

1级———病斑占块茎体积的20%以下;

2级———病斑占块茎体积的20%~50%并出现少量白霉;

3级———病斑占块茎体积的50%~80%并出现大量白霉;

4级———薯肉完全变褐且块茎腐烂.
魔芋软腐病:

0级———无症状;

1级———叶柄一侧有2cm的小型水浸状病斑或病斑长占叶柄总长的10%以下,同侧叶片

轻度黄化;

2级———叶柄一侧有2cm以上病斑或病斑长度占叶柄总长的10%~50%,同侧叶片黄化;

3级———病斑呈环绕型或纵向型斑长度占叶柄总长的50%以上,叶片枯黄或部分枯死;

4级———全叶枯黄或倒伏腐烂.
辣椒疫病:

0级———健康无症状;

1级———地上部仅叶果有病斑;

2级———地上茎、枝有褐腐斑;

3级———茎基部有褐腐斑;

4级———地上茎、枝与茎基部均有褐腐斑,并且部分枝条枯死;

5级———全株枯死.

1.3.2 主要作物虫害调查

本研究虫害调查以马铃薯、玉米、魔芋及辣椒为调查对象,根据这4类作物的种植时间,

虫害调查时间安排如表2.

28 植 物 医 学        http://xbbjb.swu.edu.cn       第2卷



表2 作物常见害虫调查

调查对象 种植周期 调查时间 调查内容

玉米 6-10月 7月 玉米螟、蚜虫

马铃薯 3-6月 5月 块茎蛾、蛴螬

魔芋 3-11月 6-8月 魔芋线虫、豆天蛾

辣椒 4-10月 5-8月 蚜虫、棉铃虫

虫害调查方法与内容同上.

虫害率(%)=虫害发生叶片数/总结片数×100%

本次调查相关害虫分级情况如下[8].
马铃薯蛴螬:

0级———马铃薯块茎无地下害虫取食斑;

1级———马铃薯块茎表皮偶见取食斑点,但较浅;

2级———马铃薯块茎取食斑面积小于1cm×2cm,或为害深度不超过0.5cm;

3级———马铃薯块茎取食斑面积大于1cm×2cm,小于表面积1/4,或为害深度大于

0.5cm,虫道数3~5条;

4级———马铃薯块茎面积被取食1/4~1/2,或虫道5条以上,但部分还有食用价值;

5级———马铃薯块茎面积被取食1/2以上,或虫道5条以上,无食用价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病虫害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发现,镇雄县牛场村种植的玉米主要病害是玉米大斑病,并没有害虫的发生.

2022年玉米大斑病病叶率达50%以上.发病程度4级的占2.1%,3级的占5.4%,2级的占

10.5%,1级的占33.4%,0级的占48.6%.整体牛场镇玉米大斑病的病情指数为0.19.

2.2 马铃薯病虫害调查结果

马铃薯主要病害是马铃薯早疫病,主要发生的虫害是蛴螬.病虫害发生的情况调查结果显

示,牛场镇马铃薯主要病害为马铃薯早疫病,此次调查中马铃薯整体发病率为33.5%.其中0级

占66.5%,1级占23%,2级占10.5%,整体牛场镇马铃薯早疫病的病情指数为0.11.牛场镇马

铃薯的常见害虫是蛴螬,主要为害地下块茎部分,发生率为29%,其中1级占23%,2级占

6%,马铃薯蛴螬的虫情指数为0.07.

2.3 魔芋病虫害调查结果

田间调查显示,牛场镇魔芋主要发生的病害是魔芋软腐病.本次调查并未发现虫害发生.
结果显示魔芋软腐病的发病率为24%,其中1级占14%,2级占5%,3级占3%,4级占2%.
魔芋软腐病的病情指数为0.1.

2.4 辣椒病虫害调查结果

辣椒种植中主要发生的病害是辣椒疫病,通过调查结果表明,辣椒疫病的总体发病率占

27%,其中0级占73%,1级占16%,2级占9%,3级占2%,4级无.辣椒疫情的病情指数是

0.1.本次调查中暂无辣椒害虫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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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3.1 主要作物病虫害

玉米和马铃薯作为云南镇雄县牛场镇主要粮食作物,采用了马铃薯-玉米轮作的形式种植,

玉米秋收后进行秸秆还田,然后再种马铃薯.此类种植既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前茬作物的秸

秆可作为养料,又利用二者病虫害及伴生杂草的不同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但在本次调查中,

仍然发现玉米和马铃薯依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病害和虫害,其中玉米主要以玉米大斑病病害为

主,发生率在50%以上,病情指数为0.19,玉米大斑病的发生面积虽广,但病害严重程度较轻.
马铃薯主要受马铃薯早疫病和蛴螬的为害,发生率分别是33.5%和29%,病情指数和虫害指数

分别是0.11和0.07.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玉米和马铃薯依然有病害和虫害的发生,造成了一定

的经济损失,虽然马铃薯-玉米的轮作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减少病虫害发生,但病虫害问题仍然

是粮食作物安全生产的障碍.
魔芋和辣椒作为特色经济作物,是推动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重要产业.牛场镇魔芋种植

的主要病害是魔芋软腐病,发病率达24%,虽然病情指数只有0.1,但软腐病作为魔芋种植的

灾难性病害,一旦发生没有有效治理方法,只能将整株拔除,是魔芋种植的最大障碍和制约因

素.另一个经济作物辣椒,经过调查发现主要的病害为辣椒疫病,发生率达27%,病情指数同

样为0.1,但辣椒疫病同魔芋软腐病同样属于一种毁灭性病害,一旦收到侵染,发病与传播速度

快,最终导致辣椒枯萎死亡.

3.2 主要作物病虫害原因分析

此次调查期间,玉米与马铃薯的病害发生率都在40%以上,村民会在马铃薯和玉米幼苗后

期喷施保护性药剂,但仍有病害发生,通过调查资料发现玉米大斑病除病残体土壤传播外,也

可通过昆虫如独角蚁形甲和双斑萤叶甲进行传播;马铃薯早疫病主要靠土壤中的孢子遇到持续

下雨天气时传播,传播成功率达70%.
魔芋作为早引进作物,在牛场镇已开始进行重茬栽培.而魔芋重茬种植一是导致土壤营养

元素下降,魔芋茎块体积变小;二是重茬地里病原菌多,容易导致病害发生及传播[9].辣椒是

2022年引进作物,引进品种为“二荆条”,根据辣椒疫病传播途径可推断辣椒疫病的发生主要是

因为种子带菌,其次为土壤带菌.

3.3 绿色植保策略建议

绿色植保是结合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手段将田间作物病虫害损失

控制在经济阈值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禁止使用任何化学试剂,零施药的防控.绿色植保主

要目的是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在降低病虫害发生的同时,又能解决抗性、再猖獗和残留问题.
结合本次调查情况及如今的绿色防控技术,提供以下防治措施建议:

1)合理的推广优势品种

目前种质资源中已有大部分抗病品种,通过引入推广抗病高产的品种,可以预防田间常见

病虫害的发生.如玉米可通过引入“Qi340”和“Dan340”等即高抗有高产的优势品种[10],马铃薯

引入“丽署4号”“克新12号”“晋薯7号”和“克新4号”等抗病品种[11].

2)合理的轮作间作

不同的作物对土地的养分需求不同,在利用土地的同时也能养地,甚至还能提高土壤肥

力,改善土壤的理化特性,增加土壤微生物种群,抑制土壤病原微生物的繁殖[12].姜开梅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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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马铃薯-玉米轮作的方式能抗玉米大斑病,小斑病的病情指数均有所下降;对玉米大斑病

的防治效果为12.15%~20.12%,对玉米小斑病的防效达10.93%~21.12%,且马铃薯、玉米产

量均高于单作玉米或马铃薯.李伟明等[14]研究发现大蒜间作大白菜不仅能显著降低软腐病的发

生率,还能显著增加大白菜的纵、横径.何超[15]通过试验发现,辣椒套种大蒜后,辣椒疫病的

发病率下降了30% .针对目前的种植方式,建议通过马铃薯与玉米轮作的方式种植,辣椒与魔

芋可以通过套种大蒜的方式来降低病害的发生.

3)生物防治的应用

利用自然中的生物及其产物去治理另一种病害或虫害的方法,具体可分为利用天敌治虫的

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等[16].王志江等[17]通过比较苍耳、青蒿和苦参3种中草药的提

取物对烤烟红花大金元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种中草药的提取物都能提高土壤养分,降低土壤酚

类物质含量,促进烤烟生长,并且苦参提取物还能对烟草根结线虫的防治效果达23%.沈亚伦

等[18]发现LC50浓度下的川芎石油醚萃取物对白菜黑斑病的防治效果达51.6%.巨云为等[19]试

验证明万寿菊根的乙醇粗提物对于松材线虫的矫正死亡率达90%以上.大蒜水可减少辣椒疫病

的发生[20],斯氏线虫X-7线虫能寄生在蛴螬体内减少蛴螬数量[21].马铃薯蛴螬可参考利用斯氏

线虫X-7线虫来进行防控.

4)适当的化学防治

前期精准监测,针对病虫害精准防控,选用高效广谱无公害农药,应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在防治药剂选择上,要选用低毒、低残留环保药剂,经多年防治效果及综合多种因素分析,代

森锰锌、肟菌·戊唑醇等药剂在真菌类病害上都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可在田间推广使用.

4 展望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也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农产业则是农村产业中

的重要一环.依托当地地域优势,发展具有特色鲜明、市场价值的本地农业是产业发展的重点,

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采用生物防治———天敌、益生菌、自然萃取物等绿色无污染的

方法防治产业中的常见病虫害,打造绿色产业发展链,提高云南昭通农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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