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严格植物检疫措施

严格检疫措施是防止危险性病虫及其它有害

生物随马铃薯种薯、商品薯转移而传播蔓延和保

护农产品贸易流通的重要措施。马铃薯癌肿病、
环腐病，马铃薯块茎蛾仅在云南省局部地区发生，

要严格执行植物检疫，防止上述危险性病虫害随

种薯传到无病区危害。
3.4 加强对蚜虫、叶蝉等传媒害虫的防控

媒介害虫的防治是防治马铃薯病毒的突破口，

在所有传毒介体昆虫中蚜虫是最主要的传媒介体。
应用化学农药防治媒介昆虫在目前还是一种主要

的防治手段，但对农药使用应该有针对性，要把

握用药的关键时期。因为使用杀虫剂只能控制媒

介昆虫的种群数量，而不能有效地降低或阻止病

毒的传播及发生。但当媒介昆虫以田间的植物为

寄主时，若能在病毒接种前使用杀虫剂将其杀灭，

便可达到控制其对非持久性方式病毒的传播，从

而有效地防治薯田病毒病。
3.5 无公害防治措施的应用

随着人们对马铃薯病虫害防治中化学农药弊病

的认识及绿色食品消费观念的增强，对无污染的

马铃薯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开发和示范推广

符合环保、安全、高效、经济的生物农药，并加

强作物间作套种组合等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马铃

薯病虫害发生，积极探索和发展无公害防治措施，

这将是今后马铃薯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必然趋势。

马铃薯是宁夏自治区确定的战略性主导产品，

目前固原市种植面积达到 9.854 万 hm2，年总产鲜

薯195 万 t，成为宁南山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经

多年的生产实践总结，已建立了比较成熟的马铃薯

无公害生产体系。现将脱毒马铃薯主要病虫发生种

类及无公害生产植保技术总结如下，供同类地区借

鉴。

1 主要病虫草害发生种类

1.1 马铃薯蚜虫

蚜虫是马铃薯常发性害虫，也是病毒病传播的

主要介体。经 2 年的调查，马铃薯上的蚜虫有 23
种，其中桃蚜、麦二叉蚜、玉米蚜、甘蓝蚜为马铃

薯田蚜虫的优势种群，发生危害期多为 6~8 月份。

1.2 地下害虫

主要有蛴螬、小地老虎、蝼蛄、全针虫，是影

响马铃薯地下块茎质量和产量的重要害虫，危害期

4~9 月份。
1.3 马铃薯晚疫病

马铃薯晚疫病是重要的真菌性病害，病菌主要

侵染叶片，茎杆和块茎，一般年份造成块茎病烂

8%～15%，流行年份达 40%以上。
1.4 马铃薯早疫病

马铃薯早疫病在当地普遍发生，当马铃薯出苗

后不久，特别是在现蕾期后，叶片上产生病斑，病

斑呈现规则或不规则的同心轮纹状。这种病害的发

生与晚疫病相反，在高温与干旱的条件下发生严

重，造成叶片干枯，影响产量。
1.5 马铃薯环腐病

马铃薯环腐病为细菌性病害。当地群众叫烂圈

腐病，病菌侵害后，主要表现在块茎和植株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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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防治马铃薯病虫草害常用药剂

注：施用方法除地下害虫及杂草为土壤处理外，其余病虫害均
为小孔径 1 mm 喷雾。

农药名称
667 m2 常用药量或

稀释倍数

10%吡虫林可湿性粉剂

0.36%苦参碱水剂

米乐尔 36%的颗粒剂

50%的辛硫磷乳油

25%的瑞毒霉

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的多菌灵

70%的代森锰锌

83 增抗剂

20%病毒 A（毒克星）

菌毒清

48％地乐胺

48％氟乐灵

10~20 g

500~800 倍

3 000~6 000 g

200 mL

500 倍

500~1000 倍

500~800 倍

500~800 倍

100 倍

300~500 倍

200 倍

200 mL

100~150 mL 兑水 30 kg

防治对象

蚜虫类

地下害虫

晚疫病

早疫病

病毒病

杂 草

菌种薯播种后，严重者未出苗就腐烂，轻者可以出

苗，表现极不健康，生长细弱，节间缩短，植株矮

小，最后全株枯死，叶片仍不脱落。苗期发病到整

株死亡约 20~30 d。
1.6 马铃薯病毒病

马铃薯病毒病是影响高产、稳产的主要因素，

马铃薯病毒病分布广、发生重。当地主要有马铃薯

轻型花叶病（PVX）、马铃薯条斑花叶病（PVY）、马

铃薯皱缩花叶病、马铃薯卷叶病等种类。
1.7 杂草

马铃薯田主要杂草有刺儿菜、牛筋草、牛繁

缕、田旋花、蜡烛草、节节草、芥菜等。

2 防治技术

2.1 种植基地选择

在无污染的环境中建立脱毒马铃薯生产基地，

实行轮作制度，不能轮作的在播前进行土壤处理，

可以有效地杀死土壤中害虫和减少病菌。在生产过

程中要及时摘除病叶，拔除病株并集中处理，做到

田园清洁。
2.2 品种选择

选择适应本地气候条件，产品性能优良的抗病

品种，如中心 24 号、宁薯 4 号、宁薯 8 号、青薯

168 号、高原 7 号等品种。
2.3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马铃薯一般于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播种，10
月上旬收获，应适当早播，争取早发根，培育壮

苗，应推广地膜覆盖栽培，以满足马铃薯对温度的

需要，多年实践表明，肥力好的田块每 667 m2 以

4 000~4 500 株为宜，中等以下肥力的田块不超过

4 000 株。
2.4 加强肥水管理

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应推广科学灌水，不仅可以

改善作物生育状况，且能提高作物的抗病能力及受

害补偿能力。肥料以农家肥、有机肥、生物肥为

主，控制氮肥等化肥的使用量，可降低重金属、硝

酸盐、亚硝酸盐的含量，降低有害物质残留量。施

足基肥，每 667 m2 施农家肥 2 500 kg，并混施尿

素15 kg，磷酸二氨 10 kg，现蕾期结合中耕培土，

每 667 m2 施尿素 10 kg，二氨 5 kg，现蕾、开花期

和块茎膨大期叶面喷施叶面宝或磷酸二氢钾，以防

功能叶早衰，提高植株的抗病虫能力。

2.5 合理控制病虫

无公害脱毒马铃薯生产对植保要求高，为尽量

减少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量，在病虫害一般发生

年份，宜采用物理和机械防治。利用昆虫的趋光

性，在小地老虎、金龟子等成虫盛发期，用白炽

灯，高压汞灯，频振或诱虫灯诱杀成虫，以减少虫

源基数。
利用蚜虫对颜色的趋性，在幼苗生长期，田间

悬挂黄板，诱杀有翅蚜，减少蚜虫发生量，同时可

减轻病毒病的发生。还可以利用害虫对某些物质的

趋性进行诱杀，如糖醋液，性诱剂，杨树枝等进行

诱杀。
2.6 科学使用农药

当病虫害发生比较严重时，推广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及生物农药进行防治，绝对禁止使用甲胺

磷、氧化乐果、呋喃丹等农业部明令禁止的高毒高

残留农药。
做到能挑治的不普治，严格掌握农药品种的使

用次数和使用方法（表1），且注意轮换使用以延缓

病虫抗性发展。同时全面推广先进药械，实施“精、
准”施药技术，减少农药浪费和农药对环境的污染，

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和有效性。收获前 15 d 禁止使

用农药，保护农业生态，确保脱毒马铃薯无公害产

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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