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4 20142014 年 第 4 期甘肃农业科技

水在4月底，即肉质根膨大初期，这个时期也是胡
萝卜的最大需水需肥期，结合灌水追施“金大地”
或“施可乐”复合肥150 kg/hm2，主要催进根系膨
大。若胡萝卜新叶呈淡绿色、叶顶向外卷、叶片畸
形、心叶枯死，则说明缺硼，可在肉质根膨大期喷
洒1～2 g/kg的硼酸或硼砂溶液，喷防2次。若胡萝卜
新叶生长受阻、叶卷曲变褐枯死，则说明缺钙，可
用3～5 g/kg的氯化钙溶液进行叶面喷雾。
8 病虫害防治
胡萝卜生长期最容易发生的病害有黑腐病、

软腐病，主要虫害有蚜虫等。及时清除病株、加
强水肥管理，可有效预防病害发生。黑腐病发病
初期选用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 500倍液，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50%克菌丹可
湿性粉剂300～400倍液，每隔7～10 d喷1次，连防
2～3次，效果更佳。软腐病发病初期用72％农用
链霉素可溶性粉剂3 000～4 000倍液，或90%新植
霉素可溶性粉剂4 000倍液灌根或对茎基部喷雾。4月
上中旬蚜虫发生时，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 500
倍液，或3%啶虫脒乳油1 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
9 采收

5月底至6月上旬，将胡萝卜采收、清洗、分
级，并按10～15 kg规格定量包装上市。塑料大棚
胡萝卜收获后，可复种甘蓝、大白菜、花椰菜、
萝卜、大葱等，能显著提高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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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是甘肃省优势特色产业之一。为了保证
药材的优质、安全、无公害、无污染，提供质量稳
定可控的中药原料，国家科技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期以来都在积极探索中药材生产管理规范（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GAP）的实施和基地建设。甘
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药材病虫害课
题组为了促进全省中药材产业的发展，经过多年
研究，总结出了黄芪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黄芪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方法技

术规程。确立了黄芪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基本
原则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黄芪露地栽培方式的病虫害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

本规程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
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5084-1992 国家农田灌溉水质量标准
NY/T394-2000 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黄芪病虫
对黄芪造成经济损失的病原物（真菌、细菌和

质原体、病毒和类病毒、线虫、寄生性植物）、虫
（昆虫、螨）。
3.2 农业防治
通过改变耕作栽培措施，或利用选育抗病、

抗虫作物品种，有目的地创造利于作物生长发育
而不利于病虫发生和为害的方法。
3.3 物理防治
利用各种物理因素和机械设备防治病虫的方法。

3.4 生物防治
利用有益生物或生物的代谢产物控制病虫的

发生、繁殖或减轻其危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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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化学防治
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的方法。

4 防治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总方针，以农

业防治为基础，发挥植株自身抗性能力和自然天
敌的控制作用，根据病虫发生规律，合理运用化
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机械防治等措施，经济、
安全、有效、简便地控制病虫害。
5 主要防治对象
5.1 黄芪根腐病
5.1.1 农业防治 一是轮作倒茬。应避开前茬为
甘草及大豆等豆类作物的地块，实行3 a以上轮作，
忌连作。二是土壤消毒。选择地势高，土层深厚、
疏松、排水良好、中性或碱性砂壤土或绵沙土地
块，将土壤耙细整平，多雨易涝地应做高畦、修
好排水沟。结合整地施肥，用70%恶霉灵可湿性粉
剂，或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45～60 kg/hm2拌入过
筛细土225～450 kg，或直接混入基肥中拌匀后均
匀撒施于地表，再进行深翻整地。三是选用无病
种苗。种植前精选种苗，剔除有伤口、有病斑等
不健全的种苗，选用大小较为一致，健康的种苗。
5.1.2 化学防治 农药施用应符合GB4285和
GB/T8321的规定。一是假植法。即种苗移栽前在土
坑中或窖内底部先撒1层用70%恶霉灵可湿性粉剂，
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或58%甲霜锰锌可湿性
粉剂与土按1∶20配制成湿药土，厚约2～3 cm，然
后在药土上铺1层种苗，厚度约为3～4 cm；种苗上
再撒1层药土后铺1层种苗，重复多次，最上部用药
土盖严，最后用塑料布密闭盖严，闷5～7 d后种植，
种植时药土可撒施于种植田中。二是浸根。种苗移
栽前在70%恶霉灵可湿性粉剂2 000倍液，或40%多·
福·溴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500倍液药液中浸泡30 min，捞出后置于室内或阴
凉处晾干，然后种植。三是沟施。将70%恶霉灵可
湿性粉剂，或40%多·福·溴可湿性粉剂，或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与土按1∶5制成药土，种植时撒施
于播种沟内，用药量15～60 kg/hm2。四是喷施。可
用70%恶霉灵可湿性粉剂3 000倍液，或40%多·福·
溴可湿性粉剂500～600倍液，或3%恶·甲水剂500倍
液，或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等喷茎基部防治，第1次
于5月中下旬第1次除草结束后喷施，以后间隔15～
20 d喷1次，共喷施3～4次。
5.2 黄芪白粉病
5.2.1 农业防治 一是轮作倒茬（同5.1.1）。二是清
洁田园。收获后彻底清除田间病株残体，并集中烧
毁。三是中耕除草。一般齐苗后即可除草松土。黄
芪育苗田除草一般不少于4次，良种繁育和大田生

产除草一般不少于3次。四是合理灌溉。有灌溉条
件的田块，整个生长期可根据土壤墒情灌水2～3次，
如遇降水，应减少浇灌次数。同时注意通风条件，
灌水或降水后及时排水，以降低田间湿度。
5.2.2 化学防治 病害发生期视病情选用5%烯唑醇
微乳剂1 000倍液，或20%丙环唑微乳剂2 000倍液，
或25%腈菌唑乳油3 000倍液，或25%三唑酮可湿性
粉剂500倍液喷雾防治，间隔10～15 d喷1次，连喷
3～4次。农药施用应符合GB4285和GB/T8321的规定。
5.3 豆蚜
5.3.1 生物防治 减少农药使用次数，以天敌如七
星瓢虫、龟纹瓢虫、草龄、食蚜蝇等来控制蚜虫数
量，使蚜虫的种群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数量之内。
5.3.2 化学防治 在虫害发生期，可用10%吡虫啉
乳油1 000倍液，或20%啶虫脒乳油1 000倍液，或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2 000倍液喷雾防治2～3次。
农药施用应符合GB4285和GB/T8321的规定。
5.4 二斑叶螨
5.4.1 农业防治 秋后清除田间枯枝落叶并集中烧
毁，采收后深翻、冬季灌水均可消灭大量越冬雌成螨。
5.4.2 生物防治 减少农药使用次数，以天敌如
食螨瓢虫、小花蝽、草蛉、捕食螨等来控制,使二
斑叶螨的种群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数量之内。
5.4.3 化学防治 虫害发生期可用1.8%阿维菌素
乳油3 000～4 000倍液，或20%三唑锡悬浮剂1 500
倍液，或15%哒螨灵乳油2 000倍液喷雾防治2～3
次。农药施用应符合GB4285和GB/T8321的规定。
5.5 豆芫菁
5.5.1 农业防治 秋收后深翻土地，将正在越冬
的豆芫菁幼虫翻入深土层中，打乱或破坏其生存
环境，压低越冬基数。
5.5.2 物理防治 成虫发生期利用其白天多在植
株顶端活动和群集为害的习性，进行人工捕捉，
或用网捕，减少田间虫口密度。
5.5.3 化学防治 可用20%氰戊·马拉乳油750倍
液，或25%氰·辛乳油 1 000倍液，或20%灭幼脲悬
浮剂1 000倍液喷雾防治。农药施用应符合GB4285
和GB/T8321的规定。
5.6 豆荚螟
5.6.1 农业防治 合理轮作，避免豆科植物连作，
采收后及时深翻、冬季灌水消灭越冬虫源。
5.6.2 化学防治 可选用50%杀螟松乳油1 000倍
液，或25%氰·辛乳油1 000倍液，或2.5%溴氰菊酯乳
油3 000倍液，或20%灭幼脲悬浮剂 1 000倍液喷雾
防治。农药施用应符合GB4285和GB/T8321的规定。
5.7 黄芪根瘤象
5.7.1 农业防治 合理轮作，避免与豆科植物连
作，采收后及时深翻、冬季灌水降低越冬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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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物理防治 早春3月底至4月初，越冬成虫
出土活动时人工捕杀，或用糖、醋、水、酒按比
例3∶4∶2∶1配制后加入占总量0.2%的90%敌百
虫晶体诱杀成虫。
5.7.3 化学防治 早春3月底至4月初，越冬成虫
出土活动时用20%氰戊·马拉乳油750倍液喷雾防
治；播种时可在土壤中撒施5%丁硫克百威颗粒剂
2 250 g/hm2防治；齐苗后结合灌水用15%阿维菌素
乳油灌根1～2次防治，每次间隔30 d，用量4 500
g/hm2；8月中旬至9月中旬羽化成虫出土活动时可
在行间铺撒秸秆诱集，并喷洒20%氰戊·马拉乳油
750倍液2～3次进行防治。
5.8 蛴螬
5.8.1 农业防治 合理轮作，避免与豆科植物连
作。采收后及时深翻、冬季灌水降低越冬虫源，
避免施用未腐熟的厩肥，减少粪肥着卵量，或中
耕除草时人工捕杀幼虫。
5.8.2 物理防治 利用成虫的趋光性采用灯光诱
杀。有条件的地方，可于夏季6—7月羽化成虫出

土活动时，在田间地头夜间悬挂黑光灯诱捕；或
设置电子杀虫灯诱杀成虫，减少田间虫卵数量。
5.8.3 化学防治 播种时土壤中撒施5%丁硫克百
威颗粒剂2 250 g/hm2，或3%辛硫磷颗粒剂3 600
g/hm2，或3%毒死蜱颗粒剂用量3 600 g/hm2防治。
齐苗后结合灌水用15%阿维菌·毒乳油4 500 g/hm2

灌根1～2次，每次间隔30 d。农药施用应符合
GB4285和GB/T8321的规定。
5.9 金针虫
5.9.1 农业防治 合理安排茬口，精耕细作，深
耕多耙，避免施用未腐熟的厩肥，减少粪肥着卵
量；增施磷钾肥以提高植株抗病力。适时浇水，
见干即浇，使其卵不能孵化，减少虫源数。
5.9.2 化学防治 播种前结合施基肥，将3%辛硫
磷颗粒剂3 600 g/hm2，或3%毒死蜱颗粒剂3 600
g/hm2与粪肥拌匀撒施；齐苗后结合灌水，用15%
阿维·毒乳油4 500 g/hm2灌根1～2次，每次间隔30
d。农药施用应符合GB4285和GB/T8321的规定。

（本文责编：陈 伟）

甘肃高台县地处东经98毅 57忆 27义 至100毅 06忆
42义 ，北纬39毅 03忆 50义 至39毅 59忆 52义 ，位于河西走
廊中部，黑河中游下段。年均气温7.4℃，最低气温
在1月，月平均气温-9.7℃，7月平均气温在22℃以
上，极端最高气温38.7℃，极端最低气温-31 ℃。
年日照时数3 118.3 h，全年无霜期150 d，多年平均
降水量103 mm，蒸发量2 000 mm左右，光照充足，
温差大，干旱少雨，属酿酒葡萄栽培的适宜区。
贵人香葡萄属欧亚种，原产意大利，是一个古

老的酿酒葡萄优良品种，北方各酿酒葡萄产区均有
栽培。果穗中等大，平均重210 g，圆柱形，果粒着
生紧密，平均粒重1.3 g，近圆形，绿黄色。芽眼萌
芽率高，结果枝占芽眼总数的86%以上，每果枝平
均1.8个果穗。延迟采收制作高级冰白葡萄酒的果粒

含糖量在320 g/L以上。在高台县的萌芽期是4月下
旬，花期5月底至6月初，果实转色期7月底，正常酿
造干白葡萄酒的果粒成熟期在9月下旬。该品种适
应性强、抗病性较强、生长势中庸，易丰产，现已
成为河西走廊酿造冰白葡萄酒的主栽品种。
1 定植
河西走廊土壤结构为砂质土，质地疏松、通

透性好，导热性较好，利于排水，土层深厚，是
适于葡萄栽培的所谓“暖性土壤”。定植前采用
“深沟浅栽”技术开沟施足基肥。定植沟深60 cm、
宽40 cm，上下一致。开沟时心土、表土分开放
置。下层填入30 cm拌匀后的表土和有机肥60～90
m3/hm2，其上撒施过磷酸钙3 000 kg/hm2。上层用熟
土、绵沙各1/2混匀后回填到离地面20 cm处。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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