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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

广河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辖县，位于甘肃省的中部、西南

部，区内沟壑纵横，水土流失现象较为常见，年平均气温在 6℃

-9℃之间，昼夜温差在 10℃以上。广河县是典型的一年一熟农作

物种植地区，近几年来，广河县的马铃薯种植成为了当地农民脱

贫致富的重要渠道，乡村振兴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1 广河县马铃薯生产现状与问题

1.1 现状

广河县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干旱少雨、缺少水资源是比较

明显的特点，也是广河县的基本县情，这些自然因素是制约广河

县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广河县深居内陆，全县耕地的中山旱地

近 30 万亩，占据整体耕地的 70%，绝大多数区域属于干旱与半

干旱区域。广河县平均降雨量能够达到 440 毫米[1]，但是有效降

雨量却只能在 300 毫米左右，而且大多数集中在第三季度，降水

季节、时空不均匀，当地农民常年靠“天”吃饭。在全县种植人员、

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膜马铃薯技术被应用到了马铃薯种

植中去，从根本上解决了降水被蒸发的问题，保障降水的存储

量，避免因降水率低而出现减产问题。以 2017 年的一组马铃薯

种植数据为例，当地马铃薯平均每亩产量为 3453.7kg，相比过往

的增产效果十分显著。特别是近几年来，广河县政府对农业种植

加大了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特别是良种补贴，从根本上强化了

马铃薯的推广力度，增强马铃薯产量与质量，为当地把马铃薯企

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强大后盾。目前，广河县正在开展脱毒马铃薯

一级、二级种的繁育，实现了马铃薯的本土化繁育。同时，当地

正在积极推广马铃薯种薯 12 号、定引 4 号、青薯 9 号等先进的

品种。

1.2 问题

近几年当中，广河县马铃薯种植得到了良好发展，种植面积

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存在的困难也逐渐体现，需要在实践中解

决，结合过往经验进行研究。首先，最为明显的问题是农民技术

不到位。广河县一些农户身处地块较为偏远，虽然在学习新技术

上有着良好积极性，但是可能会因为整地、播种等环节过于粗

糙，日常管理不到位，进而引发了病虫害问题。另外，田间管理不

规范。出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播种密度不科学，导致田间

生长较多杂草，植物生长受到限制，会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同

时在施肥与病虫害防治中，一些农民偏向喷洒农药或者施加氮

肥，导致植株上部生长旺盛，但是下部会出现一些病害。最后，由

于一些马铃薯种植农民的生产条件较差，所以技术投入、人力投

入均跟不上马铃薯生产要求，病虫害问题日益突出。

2 马铃薯常见病虫害的发生

2.1 病害

2.1.1 早疫病

早疫病主要存在于马铃薯的叶片上，随着病害的不断传播

与扩散，可能会侵入到马铃薯块茎中。马铃薯叶片受到早疫病的

袭击后，会快速形成病斑，威胁马铃薯的健康生长。早疫病病菌

一般会潜藏在病体内过冬，通过菌丝、分生孢子进行快速繁殖。

到第二年播种期，病菌会快速侵袭。特别是在雨水作用下，病菌

迅速扩散，还会随着湿度的增加提高危害程度。

2.1.2 晚疫病

晚疫病是马铃薯常见病害中一种典型的真菌病，每年七八

月份是发病高峰期。甘肃省广河县此季节天气炎热，温度较高，

正处于雨季，给病菌的繁殖提供了良好条件。马铃薯晚疫病是当

地马铃薯种植的一种常见疫病，会影响马铃薯的产量与品质。晚

疫病发生以后，马铃薯叶片会出现病斑，随后枯萎，此病的控制

难度较大。

马铃薯常见病虫害的发生原因与防治策略
马文霞

甘肃省广河县农业农村局绿色发展中心 731300

摘 要：在人们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对食品质量安全提出了更多的需求。近年，我国粮食产业结构开始不断调

整，马铃薯的种植规模与种植面积获得了大幅度提升。甘肃省广河县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全县马铃薯耕地面积超过 40

万亩。由于马铃薯是广受大众喜爱的食物，有着营养成分高、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特点，所以在广河县有着历史悠久的种植经

验。但是在日常种植当中，马铃薯病虫害问题常有时发生，可能会影响马铃薯的健康生长发育，导致产量下降。为此，对马铃薯

常见病虫害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并找到相关的防治策略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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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病毒病

在过往广河县马铃薯种植中，发现的病毒病种类较多，例如

常见的花叶病、卷叶病等。在病毒侵袭马铃薯叶片以后，会出现

花叶坏死现象。此外，病毒病还会导致马铃薯的体积变小，无法

提高产量和质量，会对农户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2.1.4 黑胫病

黑胫病是甘肃广河县马铃薯种植中的一种常见病害，是一

种细菌性病害。此病害的发生与种植土壤过于潮湿有着密切关

联，高温天气下的发病率更高，特别是地势较低、降水较多的区

域。如果在生长期出现此病害，则无法实现健康生长，叶片卷曲，

发育较小，呈黄色，如果较为严重，茎会发黑，有腐烂气味。黑胫

病对马铃薯的生长危害极强，会直接影响产量。

2.1.5 环腐病

环腐病属于维管束病害，马铃薯的块茎、茎叶上均有病症出

现。在植株感染环腐病以后，会体现出枯斑、萎蔫两种明显症状，

特别是花蕾的开花阶段，症状最为明显。枯斑型症状主要在发病

初期，叶脉失去绿色，呈现出黄绿色，斑驳比较明显，随着病情的

进一步发展，叶片、叶尖处伴有褐色，叶脉会向上卷曲，最终出现

枯死现象。萎蔫症状在发生时，顶部会出现萎蔫，叶脉向上卷曲，

有明显的失水状态，病情较轻的马铃薯植株，可能会出现叶片萎

蔫的情况，如果病情较为严重，则会出现大量的萎蔫，还会出现

枯死情况。切开病株维管束之后，会发现呈现深黄褐色，花与浆

果并无明显症状。如果块茎感染此病，基本需要在一个月到两个

月的时间才会出现症状，表面很难观察出症状，需要切开维管束

之后才能发现，可以发现维管束已经软化，表面爆裂。块茎病害

最为严重的一种是环状腐烂，可能还会出现皮肉分离、出现网

纹、红褐色、伴有腐烂味道的情况。根部、块茎维管束出现此病害

以后，有明显的黄褐色改变，排除的菌为乳黄色，块茎颗粒状。总

体上来看，环腐病病原只会对马铃薯造成危害，感染该病的种子

在播种后，会出现腐烂、难以发芽、发芽出土问题，病害还会顺着

维管束进行扩散。

2.2 虫害

2.2.1 蚜虫

蚜虫是马铃薯种植过程当中，一种常见的虫害蚜虫的体型

较小，相对柔软，颜色多变，以绿色、黄色最为常见。主要通过吸

取马铃薯叶片的营养成分和汁液为主，夺取马铃薯生长过程中

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导致马铃薯在生长中出现营养不足的情况，

进而造成产量下降。蚜虫在温度 20℃左右的天气中最容易繁殖，

并且繁殖数量较快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

2.2.2 地老虎

与蚜虫不同地老虎是一种马铃薯地下部分害虫，也可以认

为是夜蛾幼虫。相比起蚜虫，地老虎的体型和体积更大，以黑褐

色为主，会破坏马铃薯的块茎部分被迫害。被破坏过的马铃薯块

茎能够肉眼可见出现很多孔洞。地老虎这种害虫比较容易在湿

度较大的环境中繁殖，并且对低温的耐受性极强。

2.2.3 二十八星瓢虫

二十八星瓢虫也可以称为马铃薯瓢虫，瓢虫幼虫、成虫会对

马铃薯的叶片、嫩茎、果实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危害。在叶片遭到

危害之后，表皮会出现网状，随后发黄。如果瓢虫危害较为严重，

叶片会枯萎。幼虫相比起成虫，对马铃薯生长造成的危害可能更

严重，一般情况下会减产 10%-20%，严重情况会减产 50%[2]。

2.2.4 块茎蛾

块茎蛾这一虫害主要危害马铃薯块茎，块茎蛾的体长一般

在半厘米左右，呈黑色或者深褐色，对光线有特殊要求，趋光性

较强。块茎蛾幼虫会啃食马铃薯块茎，并在块茎处留下大小不规

则的孔洞，导致马铃薯在短时间内迅速腐烂，最终导致马铃薯刚

发出的嫩芽枯死。

3 马铃薯病虫害的防治对策

3.1 马铃薯病害防治技术

3.1.1 早疫病防治技术

首先，选择早熟、抗病性强的马铃薯品种，尽早做到提前收

获。同时，选择土壤营养充足、肥沃、透气性较好的区域开展马铃

薯种植。另外，早疫病的防治必须要施加有机肥，提升马铃薯的

抗病菌能力。需要种植人员清理土壤中的病残体，减少病毒的感

染。在马铃薯收获以后，减少运输、储存过程中对马铃薯造成的

损伤，运输温度和储存温度要适宜，及时做好换气工作，避免病

毒进入到窖内。其次，马铃薯在发病之前，可以喷洒森锰锌可湿

性粉剂、阿米西达起到良好的防治作用。最后，在马铃薯发病后，

可以喷洒 50%剂量的速克灵可湿粉[3]。

3.1.2 晚疫病防治技术

晚疫病防治难度相比起其他病害的防治难度更大，所以要

播种优秀的马铃薯抗病品种。尽量早播，避免积水，强化田间管

理、育苗育种。为了提高晚疫病的防治效果，需要科学应用化学

药剂。可以选择雷多米尔可湿性粉剂搅拌薯块，降低晚疫病的发

病率。如果在马铃薯生长期恰逢雨季，可以使用波尔多液、多宁

等化学药物进行喷洒预防。在喷洒过程中需要保障叶片全部覆

盖，每周喷洒一次。在发现马铃薯植株已经感染晚疫病后，需要

喷洒克露、抑快净等药物进行防治，还可以添加可湿性粉剂、甲

霜灵提升防治效果，降低病菌的抗药性，控制病害的传播与扩散。

3.1.3 病毒病防治技术

病毒病是广河县马铃薯种植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病害。

在马铃薯种植过程中，种植人员应该优先选择无病的马铃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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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旦在种植过程中发现了病株，要第一时间消除，并对病株

进行统一处理，保障病原被消灭。留种田最好远离菜地、烟草地，

避免病毒的扩散。

3.1.4 黑胫病防治技术

黑胫病防治需要打造无病种、安全的马铃薯生产基地，控制

种植密度，培育小种薯，控制刀具病害的传播。在种薯成熟后，要

第一时间进行晒种，促进栓化，保障病害部位尽快愈合，避免病

毒的传播和扩散。播种之前，应该全部淘汰被感染的种薯，对各

种工具进行消毒与杀菌，避免病毒的传播。此外，最好在有良好

灌溉条件的位置进行种植，避免种植在黏土当中。如果出现了黑

胫病，需要立刻拔除感染植株，随后应用链霉素处理土壤。

3.1.5 环腐病防治技术

环腐病防治需要构建无病种的马铃薯种植基地，选择不超

过 50g 的种子开展播种工作，在播种中，所用到的刀具必须要做

好消毒，例如火焰消毒、高锰酸钾消毒等，每次播种都要换一次

刀具，一块已消毒，把所有的病植株全部淘汰。同时，可以应用次

氯酸钠、漂白粉，消毒容器，减少病原菌繁殖。一旦发现了病株，

需要立刻拔除。在防治上，可以科学用药物防治。例如，按照每

50mg/kg 硫酸铜浸泡十分钟作用[4]。如果是发病初期，可以用链霉

素进行喷洒防治。此外，科学贮藏也是一种良好的防治方法，需

要在薯窖内安装通风设备。

3.2 虫害的防治

3.2.1 蚜虫防治措施

甘肃广河县马铃薯种植过程中，蚜虫是比较常见到的一种

虫害。蚜虫不会在海拔高、温度低、风速大的区域活动，所属在平

地、温度较高、日照充足的地方活动，为此，在种植马铃薯时，要

在温度较低的季节格外重视蚜虫病害的发生。在蚜虫病害的防

治方面，需要种植人员去除田边的杂草，破坏蚜虫的栖息场所，

以及中间寄主，以便于大规模消灭蚜虫，还可以应用蚜霉菌来起

到良好的防治作用。在蚜虫防治过程中，可以应用灭蚜松、吡虫

啉可湿性粉剂进行防治，每亩为基础，控制好不同药剂的相关剂

量。同时，应用杀灭菊酯 3000-4000 倍喷雾也能起到良好的防治

作用。在马铃薯出苗以后，进行第一次喷药，结合实际情况在后

续的每十天左右继续喷药，并结合蚜虫数量控制喷药剂量。

3.2.2 地老虎防治措施

在地老虎防治措施方面，种植人员在秋季要对即将种植区

域进行深耕，破坏地老虎的生长习性和栖息地，并捕杀幼虫，集

中销毁虫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地老虎有一定的趋光性，种植

人员可以选择黑光灯等方法进行诱杀。

3.2.3 二十八星瓢虫防治措施

二十八星瓢虫就是马铃薯瓢虫，这种害虫幼虫比成虫的防

治难度更大。为此，可以通过人工的方法，杀灭越冬的成虫，并及

时清理田边的杂草，控制并科学降低二十八星瓢虫的目的。同

时，人工手段杀虫的方法也比较可取。可以通过摘除虫卵，集中

销毁的方式，控制并减少瓢虫数量。在药物防治方面，由于广河

县每年第三季度是病虫害的高峰阶段，所以在这一阶段，可以选

择乳油喷洒防治，还可以应用万灵进行喷洒，每周喷洒一次，持

续喷洒三周左右，便能起到良好的防治效果。

3.2.4 块茎蛾防治措施

上文说到，块茎蛾的趋光性较强，所以可以选择杀虫灯进行

诱杀。同时，针对块茎蛾，还可以通过引入天敌的方法进行防治，

斯氏线虫就能起到良好的防治效果，还有较好的灭杀效果。针对

块茎蛾的防治上，可以喷洒赛波凯乳油，稀释两千倍后进行防治。

3.2.5 豆芫菁防治措施

豆芫菁虫害的品种相对较多，并且有着杂食性特点，是甘肃

广河县一种特殊的常见虫害。豆芫菁会啃食马铃薯叶片，留下马

铃薯叶脉，导致剩下的马铃薯植株无法实现健康生长，逐渐枯

死。在广河县过往的马铃薯种植中，这一情况经常发生，轻度时

破坏率在 20%左右，重度可能超过 50%[5]。针对豆芫菁的防治工

作应该以农业防治为主，减少虫口密度，控制越冬虫卵，彻底的

消灭害虫。同时，主要以人工手段诱杀为主，加强药剂防治，有机

磷、有机氯就能起到理想的防治作用，通常在喷洒化学药剂之后

的 15 分钟内便可杀死此类害虫。同时还可以选择一定剂量的高

效氯氰菊酯以及快杀灵。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甘肃广河县的马铃薯种植取得了巨大进

展，马铃薯种植面积与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为当地的乡村振兴和

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过往种植中，频繁出现

的病虫害问题，给当地马铃薯种植产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许多

不良影响。为此，需要充分了解马铃薯病虫害的发生原因，针对

性的寻找防治技术与防治方法，保障当地马铃薯种植业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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