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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吉林省大豆主要病虫

害发生及相应防治对策

张 伟 1, 2, 苏前富 1, 宋淑云 2, 晋齐鸣 2*, 李 红 1, 隋 晶 1, 王立新 1

(1.东北农业大学 , 哈尔滨 150030; 2.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植物保护研究所 , 吉林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 : 从 2007 年 8 月 19 日到 9 月 15 日对吉林省全省 9 个地区 25 个市县乡镇大豆生产田 , 省大豆区试、

生试大豆田的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了定点调查和病样采集。结果表明:近年由于气候的原因 , 大豆霜霉病和大豆

褐斑病中等偏重发生 , 大豆蚜虫个别地区大发生。依据调查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大豆病害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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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ence and Dis tribution of Main Diseases and Pes ts of Soybean in
2007 in J ilin Province and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ZHANG Wei1,2, SU Qian- fu1, SONG Shu- yun2, JIN Qi- ming2, LI Hong1,SUI Jing1,WANG Li- xin1

(1.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2.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 tract: A sentinel survey and disease acquisition about the occurrence of main diseases and pests of soybean

has been done at soybean production test field, soybean regional test field and soybean production field in nine regions

and twenty- five cities and counties of Jilin province from 19, August to 15, September in 200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the reason of climate in recent years, Soybean Downy Mildew and Soybean acicola occurred at medium to

serious, while Soybean Aphids occurred seriously in individual areas. Base on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to soybean disease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 Jilin Province; Soybean disease; Distribution; Control measures

大豆是世界 上重要的粮 食和油料作 物 , 是植

物蛋白和食用油的主要来源。大豆病虫 害是限制

大豆产量和品质提高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世界各

地 , 每年因各种病虫害给大豆生产造 成的经济 损

失是巨大的。吉林省作为全国的大豆主产区 , 及时

调查、发现、了解大豆生产上病虫害的发生危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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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科学及时地诊断新病 害 , 提出具体 的防治措

施 , 对于提高大豆产量和品质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为此对全省 9 个地区 25 个市县乡镇大豆

生产田 , 省大豆区试、生试大豆田的主 要病虫害发

生情况进行了定点调查和病样采 集 , 并据此提 出

了相应的防治对策。

1 大豆主要病虫害调查情况

1.1 调查范围和地点

东 部 地 区 :延 吉 、龙 井 、安 图 、敦 化 、额 穆 、白

山 、梅 河 口 ; 中 部 地 区 :四 平 、公 主 岭 、伊 通 、辽 源 、

农 安 、吉 林 、蛟 河 、白 石 山 、舒 兰 、扶 余 、榆 树 ; 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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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7 年吉林省大豆病害普查结果统计

调查地区 调查地点 熟期
病害种类与病级

病毒病 霜霉病 褐斑病 灰斑病 细菌性斑点病 黑斑病 菌核病 大豆蚜虫

延边 敦化市官地镇 早熟极早熟 1 1～2 1 2～3 较重

地区 敦化市官地农业站 早熟极早熟 1～2 1 2～3
敦化市额穆镇 早熟极早熟 3～4 2～3 1 1～2

延边农科院 早熟极早熟 1- 2 1 1 较重

安图 早熟极早熟 1
通化地区 白山市种子管理站 早熟 1～2 1

通化市农科院 中熟 1 1 1 1～2
吉林和 蛟河市拉法镇 中熟 1 1 零星

长春 蛟河市白石山镇 中熟 1～2 1～2 1 1
地区 吉林市农科院 中熟 1 1

舒兰市天德镇 中熟 1 零星

榆树市黑林镇 中熟 1～2 1
四平和辽 四平市郭家店镇 中晚熟 1 1～2

源地区 辽源建安 中晚熟 1 1～2 1
伊通 中晚熟 1 1～2

白城和松 白城市农科院 中早熟 1 1 1
原地区 扶余县永平乡 中早熟 1 零星

扶余县 中早熟 1 1 1 重

地区:白城、洮南、大安、通榆、长岭、松原等地。

1.2 调查方法

每 个 地 点 调 查 3～5 个 地 块 , 每 个 地 块 选 择 5

个点 , 调查各种病虫害发生的普遍率和严重度。

1.3 大豆病虫害发生种类及危害

本次大范围 省内调查发 现的主要病 虫害种类

有 :大豆灰斑病 、大豆根腐 病、大豆菌核 病 、大 豆 病

毒病、大豆霜霉病、大豆黑斑病和大豆细菌性斑点

病等。发生程度 1～3 级 , 结果见表 1。

地处吉林省东部山区和 半山区的延 边、敦化、

白山地区为早熟、极早熟品种区域 , 大豆主要种植

品 种 有 黑 农 38、绥 农 14、长 农 12、吉 育 58、吉 林

47 和吉林 48 等。大豆霜霉病发生 普遍 ,严重地 块

发 病 级 别 最 高 达 到 3～4 级 , 叶 片 枯 黄 , 病 斑 连 片

发黑 ; 大豆菌核病在敦化地区较重发生 , 严重地 块

发 病 率 可 达 15%～27%, 病 级 为 2～3 级 ; 大 豆 灰

斑病、褐斑病轻发生 , 病级 1～2 级 ; 大豆蚜虫重发

生 , 个别地块植株死亡率可达 50%以上。

长 春 、通 化 、吉 林 地 区 为 中 熟 品 种 区 域 , 主 要

种 植 大 豆 品 种 有 吉 育 57、吉 林 35、吉 林 37、吉 林

39、吉生 2 号和长农 12 等。大豆霜霉病 、灰斑病、

褐斑病、黑斑病轻发生 , 均为 1～2 级 ; 大豆蚜虫零

星发生 ; 榆树市干旱比较严重 , 个别地块发生羞萎

病 , 病级 1 级 ; 在通化海龙 镇发现菌核 病 , 病级

1～2 级。

四平、辽源地 区为 中 熟 、中 晚 熟 品 种 区 域 , 白

城、松原地区中早熟品种区域 , 主要种植大 豆品种

有九 农 22、长 农 13 和 白 农 9 号 等 。 大 豆 褐 斑 病 、

霜霉病、灰斑病较轻发生 , 均 1～2 级 ; 个别地块大

豆蚜虫大发生。

从调查结果 来看 , 个别地 区大豆霜霉 病和大

豆蚜虫中等偏重发生 , 已对生产造成损失 , 应引起

足够重视 , 应加强早期预报和预防。大豆褐斑病全

省普遍发生 , 有成为重要病害的趋势。

1.4 大豆蚜虫和大豆霜霉病偏重发生原因分析

1.4.1 大豆蚜虫

1.4.1.1 气候条件适宜

2007 年 吉 林 省 大 部 分 地 区 出 现 旱 情 ,气 温 高 ,

降雨少 ,使 大豆蚜虫迅 速繁殖 ,田 间蚜量 剧 增 ,危 害

严重。

1.4.1.2 防治方法不当

由于近年大 豆蚜虫发生 较轻 , 农民不 重视蚜

虫的防治。同时还有一部分是防治方法不当,农民

喷药时只 注 意 叶 正 面 或 上 部 叶 片 喷 药 , 而 大 豆 蚜

虫除集中 在 上 部 叶 片 背 面 外 , 茎 秆 与 底 部 叶 片 密

度也非常大 , 且多是一扫而过 , 所以不仅防治 不及

时,且防治效果极差 ,虽多次防治 , 最后仍出现危害

严重的局面 ,给大豆生产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1.4.2 大豆霜霉病

大豆霜霉病是苗期系统 侵染病害 , 播 种时如遇

低温,则发病率高。湿度对病害发生与流行影响最

大 ,调查发病 较重的地区 都 是 山 区 半 山 区 , 气 候 冷

凉潮湿 , 故发病偏重。另与感病品种的种植有关。

2 吉林省大豆主要病虫害防治对策

对我省大豆 病虫害的防 治应该遵循 “预防为

主 , 综 合 防 治 ”的 方 针 , 明 确 本 地 区 病 虫 害 种 类 及

其消长规律 , 做好预测预报工作 , 具体的 防治方法

如下 :

2.1 大豆霜霉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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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 用 抗 病 品 种 : 并 与 非 豆 科 作 物 轮 作 1 年

以上。

②种 子 处 理 :在 播 种 前 用 600～800 倍 杜 邦 克

露稀释液浸种 1～1.5 h。

③药 剂 处 理 : 发 病 初 期 应 及 时 拔 除 中 心 病 株

并 移 至 田 外 深 埋 , 同 时 每 隔 10～15 d 喷 洒 1 次

600～800 倍杜邦克露 或绿乳铜稀 释液 , 连续喷 洒

2～3 次 ; 每 667m2 可 用 25% 瑞 毒 霉 可 湿 性 粉 剂

100～125 g 对水喷雾。

④采 收 后 应 及 时 清 除 田 间 病 残 体 , 减 少 次 年

菌源。在调种引种时,应考虑调出地大豆霜霉病发

生 的 有 关 情 况 ,调 用 无 病 种 子 ,防 止 大 豆 霜 霉 病 进

一步扩散和蔓延。

2.2 大豆褐斑病的防治

①选用抗病品种 : 选用发 病轻的高产 、优质品

种 , 播种前进行种子消毒。

②合理轮作 : 与其他作物 实行 3 年以上 轮作。

收获后及时清除病株残体 , 深翻土地 , 减少 越冬菌

源。

③药剂防治 : 发病初期喷 洒杀菌剂 1～2 次 ,

可减轻发病。

2.3 大豆根腐病的防治

大 豆 根 腐 病 菌 多 为 土 壤 习 居 菌 , 其 寄 生 范 围

广 ,防 治困难。防治 重点是保 主根 ,保幼苗 ,推 迟 侵

染,减 轻危害 ,促进 幼苗生长 ,提 高植株抗 病、抗旱、

抗寒能力。

①合理进行轮作倒茬,严禁重茬与迎茬。

②加强田间管理。

a.播种:播种期过早或播种 过深均可加 重根腐

病发 生 , 应 考 虑 适 期 晚 播 与 注 意 播 深 。 一 般 土 表

0～5 cm 土温基本稳定 在 6～8℃即可 播种 , 注意

墒情 ,湿度大 时 ,宁可稍晚 播而不能顶 湿强 播 ,不 要

在排水不良的低洼地种大豆。根据品种特点,合理

密植。播种深度一般掌握在 4～5 cm,如应用播后

苗前除草剂 时 ,可适当调 整播种深度 ,过浅 时 ,易 造

成药害,但又不能过深。

b.中 耕 :中 耕 至 少 要 进 行 2 次 ,大 豆 根 腐 病 重

的 地 块 根 据 苗 情 及 早 进 行 ,改 善 土 壤 通 透 性 ,地 温

提高,促使新生根大量形成 , 吸收养分补充植株,否

则易造成无侧根导致幼苗死亡。

c.化学药剂防治: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加 50%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3:2),用药总量为种子重的 0.5%。

2.4 大豆菌核病的防治

大 豆 菌 核 病 属 毁 灭 性 病 害 ,发 病 晚 ,初 期 很 难

发现 ,与低洼 内涝相伴 ,高 温高湿蔓延 更 快 ,用 药 不

便,极易造成绝产。

①深翻:发病严重的地块,实行秋季深翻,将落入

田间的菌核埋入土壤深层,使病株残体腐烂死亡。

②合 理 轮 作 : 与 非 寄 主 作 物 或 禾 本 科 作 物 实

行 3 年以上轮作。

③排 水 与 施 肥 :及 时 排 除 田 间 积 水 ,降 低 田 间

湿度 ,适量少施氮肥可减轻发病。

④铲趟:在菌 核萌发 期 铲 趟 ,能 破 坏 子 囊 盘 ,减

轻发病。

⑤药 剂 防 治 :在 定 期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 一 般 可 于

菌核萌发出土后到子囊盘形成盛期喷药。常用药剂

有: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每公顷用药量为 1 500

g, 对 水 喷 雾 ; 40% 菌 核 净 可 湿 性 粉 剂 , 每 公 顷

750～1 000 g, 对 水 喷 雾 。 一 般 于 发 病 初 期 防 治 1

次 , 7～10 d 后 再 喷 1 次 , 但 一 定 要 喷 得 均 匀 , 才

能获得较好效果。

2.5 大豆细菌性斑点病的防治

①选 种 抗 病 品 种 , 尤 其 重 病 区 且 勿 种 感 病 品

种 ,精选无病种子并进行种子消毒。

②及 时 收 集 田 间 的 病 株 落 叶 做 燃 料 或 堆 肥 。

秋翻土地,将病株残体深埋 ,消灭菌源。

③发 病 前 期 ,一 般 先 有 中 心 病 株 出 现 ,这 即 是

田间病害传播的初侵染来源。应选用百菌清、多菌

灵、甲霜灵和绿得保等一 类叶面喷洒 的杀菌剂及

时防治,以控制病害蔓延,并能兼治其他叶部病害。

2.6 大豆灰斑病的防治

①选用抗病品种。

②严格精选无病种子 , 并进行种子消毒。

③彻底清除 病株残体 , 及 时秋翻将病 株残体

深埋土里 , 消灭菌源。

④实行 3 年轮作 , 合理密植。

⑤在发病初 期及时喷洒 药剂进行防 治 , 可减

轻发病。在大豆结荚初期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 、40%多 菌 灵 胶 悬 剂 、70%甲 基 托 布 津 , 配 1 000

倍 液 喷 雾 , 每 隔 7～10 d 喷 1 次 , 共 喷 2 次 , 防 效

可达 70%～80%。

2.7 大豆蚜虫的防治

①选 用 抗 虫 品 种 :选 用 抗 蚜 品 种 ,是 最 经 济 有

效的方法。

②药 剂 防 治 : 在 田 间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 根 据 虫

量决定 防治日期。常 用药剂有 : 40%乐果乳油 , 每

公 顷1 500 mL, 对 水 喷 雾 ; 10%吡 虫 啉 可 湿 性 粉 剂

2 000～4 000 倍液喷雾。因蚜虫多群(下 转 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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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31 页 )集 叶 背 , 因 此 叶 片 背 面 重 点 喷 施 , 以

保证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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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99.5% 氯 化 苦 液 剂 防 治 人 参 锈 腐 病 效 果 较

好 , 根据 2 年田间防治结果 , 试验药剂防治效果均

高 于 生 产 上 常 用 药 剂 多 菌 灵 的 效 果 。 使 用 剂 量

25～35 kg /667 m2 在 人 参 播 种 前 进 行 土 壤 施 入 ,

可以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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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 筛选包膜控释材料 , 进行包膜工艺和各种专

用 肥 料 研 究 , 结 合 硝 化 抑 制 剂 、脲 酶 抑 制 剂 、磷 素

活化剂等 , 研制开发出适宜不同土 壤和作物需 要

的缓控释专用复合肥料 ;

②将包膜与物理、化学和 生物方法结 合 , 对缓

控释肥料养分控释机理、肥效作用、环境 效应等进

行深入的研究 ;

③建 立 健 全 缓 控 释 肥 开 发 生 产 的 行 业 标 准 、

企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 为缓 控释肥的研 究和产业

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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