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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是一年生品种，具有很高的生产潜力，可以满足国内市

场和国外市场的需要。但随着湖北来凤地区生姜种植面积不断

增大，其病虫害危害程度呈逐年上升态势，对当地的生姜产业和

综合农业的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种植技术有待优化、病虫害防治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等，基

于生姜市场对生姜生产品质、产量的高需求，基于生姜病虫害的

严重危害程度，必须且有必要对生姜种植病虫害防治工作予以

高度重视，切实提升生姜种植效能。

1生姜生长特点

生姜生长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作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生姜营养价值高，对消除食

物中的异味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二个方面是生姜生长的时间比

较长，可以分为萌芽、幼苗、生长、休眠四个时期，总共可以生长

两百多天，根据不同的生长特征和生长需要，农民要根据具体的

条件进行相应的种植管理。第三个方面是生姜种植需要具备良

好的生长条件，需要保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因此，农民应重视

生姜各生长阶段的情况，为生姜健康生长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

2生姜种植技术

2.1 合理选择栽培地

生姜的生育期比一般的蔬菜品种要长，生姜本身就是一种

喜温的植物，生姜耐阴性较强，耐寒性很低。一般情况下，生姜地

周围环境温度不能低于 16℃。此外，生姜根系较弱，耐涝性、抗干

旱性较弱。在确定生姜的种植范围时，要综合考虑生姜特性，即

所选的土地不可有强烈的光照，也不可有较低的温度。应保证土

地松软、疏松，以保证土壤具备良好的透气性和渗水性。要注意

土壤 pH 值在 5～7 范围内，避免所选土地重茬，且 3～4 年内所

选土地栽种过生姜。其次，为了保证生姜的生长质量，所选地域

要远离污染源。

2.2 科学选种

在种植生姜时，要进行科学合理选种，选用的品种要符合当

地气候、土壤等条件，以保证生姜正常生长。此外，要根据不同的

市场条件和不同的市场需要，合理地选用不同的生姜品种，保证

一定的经济效益。在选育上，选择抗病优质、抗逆性强、商品性好

的优质新品种。选择肥厚饱满、皮色光亮、肉质新鲜、无病虫害、

无机器损坏的生姜块。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脱毒姜种。

生姜种的个头越大，就能提前发芽，生姜苗的生长速度就会更

快，这样不仅能保证生姜质量，还能提高生姜产量。

2.3 种子处理

播种前 30 天，选择一个阳光充足的天气，把姜种子从地窖

里取出，用水冲洗干净，掰成 50～100g 的生姜块，放在背风、向

阳的地方，并在地面铺上草席、麻袋进行晾晒，晾晒时间为 1～

2d，晚上放入屋内，如果选在白天中午时间段，此时光照温度较

强，需设置遮阴设施。在晾姜期间，要及时清除干瘪、质软变褐、

受冻、受病虫侵害的生姜品种。

2.4 种子消毒

可按 1∶1∶100 波尔多溶液进行浸泡处理，浸泡时间为

20min;可使用 1%的石灰水进行浸泡处理，浸泡时间为 30min;可

使用 1000 倍的高锰酸钾液进行浸泡处理，浸泡时间为 10min;可

使用新植霉素和卡那霉素 500mL 进行浸泡处理，浸泡时间为

48h;可使用 30%氧氯化铜 800 倍液进行浸泡处理，浸泡时间为

6h，处理后用水冲洗干净，晒干后催芽。

2.5 种子催芽

将灭菌后的种子放在湿度为 15%～80%、温度为 22～28℃

的环境中进行变温催芽。在早期催芽阶段，将温度控制在 23℃，

在中期催芽阶段，将温度控制在 26℃，在晚期催芽阶段，将温度

控制在 24℃。种子萌发约 1cm时，就可以进行播种。

病虫害防治

基于效能提升的生姜种植病虫害防治技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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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姜是湖北来凤地区一种具有独特优势的经济作物。生姜皮薄、香脆、丝少、肉细、色泽鲜亮、辛辣味重，不但是一

种重要的调味品，而且具备较强的药用价值。近几年，生姜市场价格不断提高，生姜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但是生姜病虫害问题

已严重影响生姜生产品质。对此，本文对基于效能提升的生姜种植病虫害防治策略展开研究，以提升生姜种植效益，增加农户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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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播种前准备

播种前 30 天，应在晴朗天气下，先用旋耕器将土地翻松，每

667m2 使用 25～30kg 的 98%棉隆细粒剂，将其撒在土壤表层。撒

完药后，用旋耕器将棉隆翻入土壤中，然后再覆盖薄膜，撒药、旋

耕、覆膜应持续进行。覆盖 10～15d 后，卸除薄膜，再经过 10～

15d，进行播种。按照畦面宽 2～2.5m、畦沟宽 30～50cm、沟深

20～25cm 开厢，在畦上横向沿 60～65cm 行距开深 20～25cm 种

植沟备播，并开好宽 50cm、深 30cm 的腰沟、围沟，做到沟沟相

通、雨停沟干。根据 NY/T394-2013 中 4.2 和 5.2 的要求，施用基

肥。

2.7 合理播种

在 4月初至 4月底的时候，可以提前 5～7d 进行覆土。在各

生姜块中保存一株短壮芽，用乙烯利 250mg/L 进行浸泡处理，浸

泡时间为 15min，取出进行播种。在播种之前，在栽植沟中施用种

肥，将种肥与土壤混合，然后浇水，等水分渗透后，将种子放在栽

植槽中，沟内株间距为 20～25cm，以保证发芽的朝向。栽培沟沿

南北方向的姜芽朝西南。每 667m2 栽植数为 4500～6000 株。播

种后覆盖 4～5cm 的细土。

2.8 田间管理

2.8.1 遮荫

在发芽率达 50%时，搭建 2m 高的棚架，使用折光率为 50%

～60%的遮阳材料，在 8月底前将其拆掉。采用特殊膜覆盖，可以

达到对温度和光照条件的综合调控。特殊膜小棚育苗后，要视天

气状况而定，在膜上穿孔洞，适当调整通风，以保证白天温度在

22～35℃之间，保证夜间温度在 15～22℃之间，中午短期的最高

气温不高于 38℃。当植株生长到大约 5 个分支的时候，摘下薄

膜。在中棚或大棚内进行温度调控，可参照小棚温度变化，采用

扒缝透气，保持棚膜完好，第二年继续使用。

2.8.2 合理水肥灌溉

出苗生长阶段，在出苗达 80%的时候浇水。雨水多的地方要

注意及时排水，避免农田中积水。适时地进行灌溉和降雨后的除

草。

幼苗生长阶段，保持生姜种植地土壤湿度稳定，具体应为生

姜种植地最大持水量的 75%，适时排灌，灌溉和雨水后要适时划

锄。在姜苗高约 30cm，且有 1～2 个小分枝时，进行首次追肥。

生长繁茂阶段，保持生姜种植地土壤湿度稳定，具体应为生

姜种植地最大持水量的 80%，并根据墒情，间隔 4～6d 进行一次

浇水，注意排水和防涝。在三杈期前后，进行第二次追肥。在根的

膨胀阶段进行第三次追肥。

2.8.3 中耕、除草

在进行中翻时，要充分利用生姜根部柔嫩特点，对中耕深度

进行灵活把控，避免对根部造成损伤，同时要注意控制中耕作业

频次，在生姜出苗后，进行一两次中耕。或者使用 72%异丙甲草

胺乳油、33%二甲戊灵乳油进行除草。另外，在生姜的生长期间，

要进行定期除草，清除农田里的杂草，确保其茁壮成长。对于靠

近根部位置，在进行除草时，要注意不要松土。

2.8.4 培土

生姜生长繁茂阶段，融合追肥、灌溉作业，进行培土作业。间

隔 15～20d 进行一次培土，共进行 3～4 次培土作业。

3生姜病虫害防治

3.1 病害防治

3.1.1 姜瘟病

姜瘟病给生姜的生长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又被称为“生

姜癌”，青枯雷尔氏菌则是引起生姜瘟病的最主要原因。在发病

初期，生姜的茎基部会出现深紫色的变化，根系会出现黄褐色斑

点，随着症状的加重，植物体会逐渐腐烂，叶子脱落，大量的白色

液体从根部流淌出来，散发出刺鼻气味，最终会导致生姜植株枯

死。姜瘟病病菌是以水分流动为媒介，在泥土里扩散，如果不加

以抑制，会在短时间内造成整片生姜地的生姜患病。在重茬种

植、低洼积水、施氮肥较多、土壤较黏稠的地块中，发生姜瘟病的

概率较高。当前，生姜瘟病菌是导致大规模生姜产量下降的重要

原因。要想有效控制和降低姜瘟病发病概率，就需要从整体层面

进行病害防治技术强化，比如对土壤进行彻底杀菌，种植时选用

高质量、无菌种种姜，并加以隔离等。生姜瘟病发生后，可使用

20%噻森铜悬浮剂配制 500 倍液对生姜进行喷洒，每隔 7d 进行

一次喷洒。另外，还可以将 46%氢氧化铜 1500 倍液进行喷洒，主

要作用于生姜根系部位，持续使用 2～3 次，可以有效抑制姜瘟

病扩散，将姜瘟病对生姜植株的伤害降到最小。

3.1.2 叶斑病

叶斑病由生姜感染革兰氏阴性好氧菌引起，叶斑病主要影

响生姜叶片生长，特别是在 27～30℃的环境中，会在叶片上长出

许多细小的黄斑点，叶片逐渐变黄、枯萎、掉落。在夏天，如果遇

上高温、多雨气候，或是施用过多氮肥时，叶斑病发生的概率就

会增加。对叶斑病进行综合防治，要选择比较湿润、通透性较强

的土壤进行生姜种植，如果发现叶斑病，立即清除患病株，可以

使用 40%百菌清悬浮剂 750 倍液进行喷洒，或者使用四氟醚唑

水乳剂 1500 倍液进行喷洒，每隔 7d 进行 1 次喷洒，持续使用 3

次，可以有效抑制叶斑病扩散。

3.1.3 枯萎病

枯萎病是一种能给生姜带来严重伤害的土壤病害，引起这

种病害的主要病菌是半知菌亚门镰刀菌，其中有腐皮镰孢菌、尖

镰孢菌等，病菌可以在潮湿的环境中大量繁殖，并利用分生孢子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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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植物，从而破坏生姜根系。病情轻微的病株会导致叶子发

黄、凋谢，到了晚期，茎基部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根部会变成褐

色、腐烂，并且会有一些黄色的菌丝粘在上面，会有大量清液被

挤出，严重的植株会出现枯死，仅剩下地面的茎秆和叶子。对枯

萎病进行综合防治，要注意适当灌溉，在雨水多的时候，要注意

疏通和排水，并定时喷洒抗抑菌类药剂，在发病初期，可使用乙

蒜素乳油 1000 倍液，进行灌根作业，可以有效抑制枯萎病扩散。

3.1.4 白星病

白星病的特点是在发病早期，生姜叶面出现黄白色的叶斑，

叶斑形状为梭形、长圆形，直径 2～5mm，边缘部位颜色略深，病

斑中央部位颜色较浅，容易裂开、穿孔，多个病斑可形成条斑或

大病斑，叶子上布满白病斑，严重时会导致整个叶子枯萎。在阳

光或温度较高的地方，如果提前卸除遮阳罩，或者在下雨后或露

天工作，很容易引起白星病。对白星病进行综合防治，可使用药

剂控制，使用醚菌脂、甲基硫菌灵、百菌清、苯醚甲环唑复配剂等

进行控制。为了避免其发生抗药性，应轮流施用上述药物，每隔

7d 进行 1次喷洒，持续使用 3～4 次，可以有效抑制白星病扩散。

3.2 虫害防治

3.2.1 小地老虎

小地老虎喜欢温暖潮湿的气候，15～26℃的温度环境更有

利于小地老虎害虫发育，对生姜生长造成严重的虫害影响。小地

老虎虫卵呈半球形，虫体的表面比较粗糙，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凸

起，通常体长 4～6mm。小地虎主要危害生姜幼苗，在 5～6 月份

为该虫害高发时期。对小地老虎虫害进行防治，可以在播种期撒

施少量的杀虫剂，也可以喷洒杀虫剂，主要使用 0.3%印楝素乳

油、5%辛硫磷颗粒剂、2.5%敌百虫粉剂等，在喷洒的时候要保证

药液均匀地洒在根部。

3.2.2 姜螟

姜螟以幼虫为害为主，造成生姜叶面发黄，重则整株死亡。

若发现生姜螟，应尽早将其杀死，或在 1～2 龄时用药剂将其杀

死。此种幼虫于五月上旬开始为害，7～8 月份是为害最烈的时

期，在低龄幼虫期，可以使用 50g 除虫菊酯类进行消杀，或者使

用 50g20％速杀灭丁乳油进行消杀。

4生姜种植病虫害防治注意要点

4.1 切勿盲目种植生姜

在生姜生产区，姜农对种植技术较为熟练，可按本地土壤条

件、水利条件、劳动力数量及自家库容量，适当种植生姜。由于生

姜的抗寒能力较弱，采收时间较短，不宜播种太多，以防采收时

间不及时而造成生姜冻害。对刚开始接触生姜种植的农户而言，

宜在小范围内栽培，着重了解其生长规律，掌握其栽培技术，并

掌握其生产经营管理的方法，不要盲目大面积播种。

4.2 切勿轻视病虫害预防

部分姜农存在轻视病虫害预防问题，对于生姜病虫害防治

存在侥幸心理，在应该防治的时候选择被动消极对待。在病虫害

发生前，如果不能积极地进行防治，往往会错失最佳控制的机

会，只能采取消极防治措施，既耗费人力，又耗费时间。有些姜农

对生姜病虫害的认识不足，对疾病的用药也不够全面，不懂得病

虫害的预防和治疗，跟着他人用药，或是被商家误导，乱用药物。

要有效提高生姜病虫害防治效益，必须要根据病虫害发生的初

期预报，制定合理的控制措施，做到积极、正确地防治，一要合理

地选对防治方法，二要合理地进行种植管理，以达到控制病虫害

的目的。

4.3 切勿低估生姜质量，仅注重产量

生姜种植产量高，但并不意味着生姜种植品质高。在种植过

程中，要同步重视生姜种植品质和产量。生姜的色泽、光亮度、姜

块大小是收购生姜时确定收购价的重要因素。在生姜苗萌发后，

分次、大量地冲施增产型黄腐酸盐，可以显著提高生姜颜色和光

亮度。分次冲施钾肥，能提高姜块色泽亮度，增加生姜单块重量。

4.4 切勿忽视姜窖内储藏

新鲜的生姜不直接销售，会放进生姜窖里等下一年出售，因

此，生姜窖的储藏和管理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生姜窖的储藏和

管理是生姜种植地前期田间管理工作的一种延伸，也是生姜丰

产、丰收的保障。一般情况下，生姜要在生姜窖内存放 5～10 个

月，生姜在生姜窖内长期存放，会累积大量的细菌和病菌，容易

造成生姜腐病、癞皮病等病虫害，严重影响生姜品质。所以，在进

入姜窖之前，可使用农用链霉素、阿维菌素等对生姜进行处理，

以达到防治姜窖内病虫害的目的。

综上所述，基于效能提升的生姜种植病虫害防治，综合利用

种植技术，通过农业、物理、生物、化学控制手段进行病虫害防

治，可以切实提高生姜生产效率，提升生姜安全品质。湖北来凤

地区生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要持续加大对生姜种植病虫害防

治技术的创新研究和推广应用，推动本地区生姜产业可持续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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