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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种植中主要病虫害及登记使用农药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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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生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经常遭受许多病虫害的威胁,随着花生的大面积种植,全

面认识和深入研究花生各类病虫害,对于保持花生供求平衡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

了花生种植中常见病虫害,重点分析了我国花生使用农药的登记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针

对这些问题为花生安全生产提出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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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乳山市地处胶东半岛东端,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宜于花生的生长,广大农民又有种植

花生的传统,历史上乳山市和周边地区便是山东花生的集中产区,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是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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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特色农业之一,也是山东乃至全国大花生的主产区和主要出口加工区.乳山大花生为山东

省威海市乳山市特产,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具有出米率高,荚果大,籽仁椭圆饱满,种皮

粉红,色泽鲜艳,生食香中带甜,口感尤佳的特点,是乳山的主要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1].山东

省12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实施2021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乳山大花生”成功入

围.目前,乳山市每年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87万hm2 左右,其中95%以上为地膜覆盖春花

生,是乳山市特色农业之一.花生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好坏,直接影响花生的产量和品质.
花生在种植过程中,根、茎、叶都有可能受到病虫害的为害.随着栽培面积的增长以及重

茬种植,花生种植中的病虫害问题日益严重,当前山东省花生产区上病害有24种[2],而虫害更

为严重,不低于60种.主要病害有花生茎腐病、叶斑病等,疮痂病、白绢病,它们也成为发生较

重的病害[3],虫害有棉铃虫、蚜虫、蛴螬等,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3.00万~3.33万hm2[4].病虫

害的发生对花生产量、质量均可造成不利影响,可造成花生产量下降40%~75%[4].当前化学

农药防治是做好花生重要病虫害的预防与防治研究及技术推广工作的重要栽培管理技术之一,

也是确保花生稳产丰收的重要保障.本文主要针对种植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病虫害发生进行介

绍,并提出防控措施.

1 我国花生农药登记情况

据中国农药信息网统计,截至2023年3月,我国共有有效期内花生用农药登记产品1092
个;其中单制剂748个,占登记总数68.50%;混配制剂344个,占登记总数31.50%.从产品类

型看,我国花生用药登记产品以杀虫剂为主,其中杀虫剂产品396个(包括杀虫剂产品315个,

杀虫/杀菌剂产品36个,杀虫剂/杀菌剂产品30个,杀菌剂/杀虫剂产品11个,杀虫剂/杀线虫

剂4个),占登记总数36.26%;杀菌剂产品380个(包括杀菌剂产品302个,杀虫/杀菌剂产品

36个,杀虫剂/杀菌剂产品30个,杀菌剂/杀虫剂产品11个,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产品

1个),占登记总数34.80%;除草剂产品341个,占登记总数31.23%;植物生长调节剂产品53个

(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产品52个,杀菌剂/植物生长调剂剂产品1个),占登记总数4.85%(表1).

表1 花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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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36.26
杀菌剂 380 34.80
除草剂 341 31.23

植物生长调节剂 53 4.85

  数据来源:中国农药信息网农药登记信息,表2、表3同.

1.1 花生用杀虫剂登记情况

登记在花生上使用的杀虫剂的数量共396个.其中单剂283个,主要登记农药依次是毒死

蜱132个、辛硫磷51个、吡虫啉22个、噻虫胺19个等产品,合计占比71.46%;混剂113个,

主要登记农药为噻虫·咯·霜灵17个、苯醚·咯·噻虫15个、咯菌腈·噻虫胺·噻呋10个等

产品,合计占比28.54%.从登记剂型来看,有颗粒剂、微囊悬浮剂、悬浮种衣剂等9个剂型.
1.2 花生用杀菌剂登记情况

登记在花生上使用的杀菌剂登记数量380个.其中混剂199个,主要登记农药依次硫磺·

多菌灵43个、苯醚·咯·噻虫19个、噻虫·咯·霜灵18个、精甲·咯·嘧菌15个、咯菌腈·

18第6期     李配,等:花生种植中主要病虫害及登记使用农药情况分析



噻虫胺·噻呋10个等产品,合计占比52.37%;单剂181个,主要登记农药依次是多菌灵78个、

百菌清22个、代森锌16个、代森锰锌14个、咯菌腈14个等产品,合计占比47.63%.从登记剂

型来看,有可湿性粉剂、悬浮剂、悬浮种衣剂、水分散粒剂等12个剂型.
1.3 花生用除草剂登记情况

登记在花生上使用的除草剂登记数量341个.其中单剂255个,主要登记农药依次是乙草

胺66个、精喹禾灵25个、异丙甲草胺21个、丙炔氟草胺10个、甲咪唑烟酸10个、精异丙甲

草胺10个等产品,合计占比74.78%;混剂86个,主要登记农药为扑·乙28个、氧氟·乙草胺

8个、噁酮·乙草胺7个等产品,合计占比25.22%.从登记剂型来看,有乳油、可湿性粉剂、水

剂、水乳剂等10个剂型.

2 花生种植中主要病虫害及特点

2.1 花生茎腐病

花生茎腐病病菌从子叶或幼根侵入植株,在根颈部产生黄褐色水渍状病斑,后变黑褐色,

叶片黄褐色,病斑自根颈部向纵横方向扩展,致使茎基组织腐烂,地上部萎蔫枯死.当环境潮

湿时,病部产生分生孢子器(即黑色小突起),病部表皮易剥落,纤维组织外露.干燥时病部呈褐

色干腐,茎内中空.成株期感病后,约10~30d全株枯死,发病部位多在茎基部贴地面,有时也

出现主茎和侧枝分期枯死现象[5].
山东省乳山市是典型的沿海气候,早春气温回升慢,但是有些农户抢墒播种,由于种植过

早地温低,易造成茎腐病的发生,植株感病后很快枯萎死亡,后期感病者,果荚腐烂或种仁不

满,造成严重损失,甚至颗粒无收.
2.2 花生叶斑病

花生叶斑病包括花生褐斑病和黑斑病,均以为害叶片为主,在花生产区普遍发生,是花生

中后期的重要病害之一.花生发病后,叶片布满斑痕,提早脱落,严重影响光合效能,造成荚果

不饱满,产量和品质下降.
花生发病时,先从下部叶片开始出现症状,后逐步向上部叶片蔓延,发病早期,均产生病

斑,逐渐发展为圆形或不规则形病斑;从外观来说,褐斑病产生的病斑为黄褐至红褐色,并有

明显的黄色边缘,而黑斑病则为相对较小的黑色病斑,两种病斑都多发生于叶片远轴端,两种

病经常混合发生[6].
山东省乳山市目前种植的花生抗病性差,该病初侵染源广泛,流行速率快,一般7-8月的

环境条件有利于花生叶斑病的发生流行.病斑发生后破坏叶绿素,造成光合作用效能下降,大

量病斑会引起落叶,严重影响干物质积累和荚果成熟[7].

2.3 花生棉铃虫

棉铃虫以幼虫食害花生的叶片和花蕾成缺刻,尤其喜食花蕾,影响花蕾受精和果针入土,

对花生的为害极其严重,造成大幅度减产,品质也受到严重影响[8].
棉铃虫是山东省乳山市花生上的重要害虫,在当地属偶发性害虫,防治难度大,不同地域

棉铃虫发生期有明显差异,应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在卵孵化盛期至幼虫三龄前开展防治.
2.4 花生地下害虫

地下害虫以蛴螬、金针虫、地老虎等为主,这些害虫为害时间长,隐蔽性强,防治困难.其

中,以蛴螬较为严重,花生蛴螬咬食花生幼苗,根茎常被平截咬断,造成缺苗断垄[9];荚果期,

蛴螬蛀食幼果,严重影响花生产量.乳山花生田蛴螬的发生程度与往年虫源基数和降雨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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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生用农药登记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化学农药数量多,生物农药覆盖率低

目前已取得花生用农药登记的产品中共涉及有效成分202个,其中化学农药177个,生物

化学农药20个,微生物农药5个.生物农药覆盖率低,很少应用于花生有害生物防治.

3.2 种类不均衡,用药短缺依然存在

花生病虫害种类繁多,据统计当前发现的病害24种,而虫害更为严重,其不低于60种,

传统的蛴螬、金针虫、叶斑病、根腐病逐年加重,部分次要病虫害逐步上升为主要病害.现有登

记产品以传统防治对象为主,对于次要病虫害用药登记过少(表2).

表2 花生主要病虫害农药登记情况

序号 防治对象 登记数量/个 序号 防治对象 登记数量/个

1 蛴螬 308 9 叶斑病 142
2 地下害虫 36 10 根腐病 105
3 蚜虫 23 11 倒秧病 80
4 金针虫 22 12 白绢病 37
5 根结线虫 22 13 褐斑病 8
6 蝼蛄 19 14 茎腐病 5
7 地老虎 17 15 立枯病 2
8 网斑病 1 16 锈病 1

3.3 老旧剂型太多,剂型结构不合理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老旧剂型产品的使用,既不利于花生产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也给环境带来较大的环境风险.据统计现有登记产品中仍有大量老旧剂型产品存

在,其中可湿性粉剂产品203个,占登记总数18.59%;乳油产品271个,占登记总数24.82%
(表3).在发达国家,人们强烈呼吁停止使用芳香烃等溶剂,抵制在蔬菜、果树上使用乳油,并

通过立法、提高农药登记注册条件等方法来加以管制[10].

表3 花生用农药主要剂型情况

序号 剂型 登记数量/个 序号 剂型 登记数量/个

1 乳油 271 11 可溶液剂 12
2 可湿性粉剂 203 12 水分散粒剂 10
3 颗粒剂 182 13 悬乳剂 9
4 悬浮种衣剂 91 14 种子处理微囊悬浮-悬浮剂 7
5 微囊悬浮剂 80 15 种子处理微囊悬浮剂 6
6 悬浮剂 80 16 种子处理乳剂 5
7 种子处理悬浮剂 76 17 可溶粉剂 2
8 水剂 26 18 微囊悬浮-悬浮剂 1
9 微乳剂 15 19 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1
10 水乳剂 14 20 干拌种剂 1

4 花生病虫病防控措施

为稳步提高花生单产水平,需要综合做好优质品种的选育、高效栽培技术和有害生物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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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技术.
4.1 优选花生种,并适时播种

植物种子都具有差异性的特点,因此在具体种植时,应按当地的气候条件、种植需要合理

选择种子[11].选用抗病性、丰产性、适应性好的花生品种,是提高抗病性和高产的重要措施.一
般情况下,最好在5月的中上旬进行播种,但具体的播种时间还需要根据天气情况选择.如果

土地表面5cm深度的温度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且基本保持在15℃时即可进行花生的播种[12].
播种期对于花生的生长发育及产量均有影响[13],适期晚播是减少烂种、死苗的有效措施.
4.2 种子包衣

因重茬、栽培条件等原因,造成花生田的虫害较多、根病严重,尤以苗期表现最甚.所以,

加强花生苗期病虫害的防治,是花生生产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花生拌种是防治花生苗期

病虫害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可使用25%噻虫·咯·霜灵、45%氯虫苯甲酰胺·噻虫胺悬浮种衣

剂等进行拌种后播种,防治花生根茎腐病和地下害虫.
4.3 适时药剂防治

农户应注意农业部门发布的病虫情报,及时查看田间病虫害发生情况,要抓住发病初期及

时喷药防治.花生棉铃虫卵虫量达40头粒(头)/百墩时防治,可选用每667m24%甲维·氟铃

脲微乳剂30mL或30%茚虫威水分散粒剂9g或12%甲维·虫螨腈悬浮剂50mL喷雾.注意:

配药时要进行2次稀释;虫口密度大时,间隔5~7d再防治一次;施药时要采用整株均匀喷雾

的方法,尽量让每一个叶片均匀着药,才能收到非常好的防治效果[14].
花生叶斑病、根腐病、茎腐病在发病初期防治,667m2 用20~30mL30%苯甲·丙环唑乳

油、50~60mL30%戊唑·多菌灵悬浮剂或60~100g60%唑醚·代森联水分散粒剂防治.喷
施药时要注意喷匀、喷透,6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喷施2~3遍,每隔7~10d喷药一次,可保证

花生收获前不会落叶,叶片仍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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