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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区种植的主要蔬菜有青菜、芥蓝、黄瓜、番
茄、辣椒、豇豆、韭菜等，近期在楼王、大冈、龙冈、台创园
等蔬菜基地调查，主要病虫有：灰霉病、菜青虫、小菜蛾、
烟粉虱、蚜虫、黄曲条跳甲、潜叶蝇等，发生程度偏轻至中
等。各地要根据病虫发生情况，及时做好防治指导工作，
减轻病虫危害损失，确保全区蔬菜有效供应和质量安全。

一、当前病虫发生情况
1. 灰霉病：5 月 10 日调查，番茄病棚率 30%，病株率

0.8%（0 ~ 5%），病果率0.2%（0 ~ 2%）。
2. 菜青虫：5 月 10 日调查，青菜百株卵量 18.1 粒

（0 ~ 91 粒）；芥蓝百株卵量 15.5 粒（0 ~ 48 粒）。
3. 小菜蛾：性诱剂诱蛾，3 月 10 日设盆，3 月 10 日见

蛾，当日见蛾 2 头。截至 5 月 10 日，平均单盆累计诱蛾
349.3头，比去年同期少201.3头，少36.6%。

4. 烟粉虱：5 月 10 日调查，黄瓜百叶成虫 3 头（0 ~
10头）。

5. 蚜虫：5 月 10 日调查，青菜百株蚜量 21.6 头（0 ~
85头），辣椒百株蚜量43.7头（0 ~ 145 头）。

6. 黄曲条跳甲：5 月 10 日调查，青菜百株成虫 11.25
头（0 ~ 225 头）。

7. 潜叶蝇：5 月 10 日调查，番茄见虫棚率 100%，百
叶虫道 27.8 条（4 ~ 125 条）；黄瓜见虫棚率 20%，百叶虫
道26.5条（0 ~ 175 条）。

8. 其他病害：青菜、黄瓜霜霉病零星发生；番茄早
疫病、病毒病零星发生。

二、发生趋势
目前我区在田十字花科蔬菜大多处于旺盛生长

期，特别是长势嫩绿的田块有利于小菜蛾、菜青虫的发

生为害。根据病虫发生基数、蔬菜生长情况，参照历史
数据，并结合气象资料综合分析，预计今年我区二代小
菜蛾偏轻至中等发生，二代菜青虫中等发生，局部偏重
发生，其他虫害中等偏轻发生。灰霉病、早疫病、霜霉
病、病毒病等目前为轻发生。随着近期气温上升，霜
霉、白粉病等病害有加重发生的趋势，烟粉虱扩散加
快，虫量将会增加，潜叶蝇发生程度加重，蚜虫发生数
量上升，随之病毒病发生也将加重。

三、防治意见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大力推广绿色防

控产品和技术，科学安全用药，控制危害，确保蔬菜生
产和食用安全。

1. 农业防治。①加强棚室内温、湿度管理，创造不
利于病害发生的条件。②加强栽培管理，摘除基部老
叶、病叶、虫卵叶，清除棚室内病残体并带出棚外集中
销毁或深埋，使之不成为二次侵染源。

2. 理化诱杀。①覆盖防虫网，悬挂防虫门帘。②黄
板诱杀烟粉虱、蚜虫、潜叶蝇成虫。每亩大棚插（挂）
20cm×40cm黄色诱虫板30 ~ 40块，双行交错挂，高度略
高于作物。当诱虫板粘满时，及时更换。③性诱杀。每亩
菜地设置3 ~ 4个小菜蛾性诱捕器，诱杀小菜蛾雄成虫，每
20 ~ 30天更换一次诱芯。④性迷向。每亩使用30 ~ 40根
小菜蛾性迷向丝干扰雌雄虫交配，减少落卵量。

3. 化学（生物）防治
（1）防治时间
于发病初期或害虫卵孵高峰至低龄幼虫盛期（3 龄

前）防治，病虫严重田块，隔 5 ~ 7 天再用药一次。具体
用药次数可视田间病虫情及距蔬菜收获时间长短确定。

（2）防治药剂
①灰霉病：选用啶酰菌胺，或唑醚·氟酰胺、啶氧菌

酯防治。
②病毒病：选用宁南霉素，或低聚糖素、氨基寡糖

素防治。
③早疫病：选用啶酰菌胺，或氟菌·肟菌酯、氯氟醚

菌唑防治。
④菜青虫：选用茚虫威，或苦参碱、氟啶脲防治。
⑤小菜蛾：选用乙基多杀菌素，或短稳杆菌、氯虫

苯甲酰胺防治。
⑥蚜虫：选用氟啶虫胺腈，或氟啶虫酰胺、啶虫脒

防治。
⑦烟粉虱：选用溴氰虫酰胺，或 d-柠檬烯、螺虫乙

酯防治。
⑧潜叶蝇：选用溴氰虫酰胺，或灭蝇胺防治。
四、注意事项
①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登记作物、防治对象、

使用剂量（浓度）、方法、安全间隔期使用农药，注意药
剂的轮换使用；病虫严重的田块可以选用两种不同类型
的药剂联合用药。②施药后在田间显著位置设置用药
警示牌，注明用药时间、药剂品种、安全间隔期等内
容。③分批采摘上市的果蔬田，一定要做到先采摘后用
药，在药剂安全间隔期内不采摘果蔬上市，以确保果蔬
食用安全。④注意安全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操作规程用
药，严禁使用高毒农药和禁限用农药，施药人员要身体
健康并做好安全防护。⑤药剂包装瓶（袋）要 3 次清洗，
减少残留。药剂包装废弃物全量回收送交农药经销门
店或村回收点，保护农田环境。（来源：区农业农村局）

当前蔬菜病虫发生趋势与绿色防控意见
随着温度回升，各种病虫害陆

续发生了。那么，桃树谢花后会出
现哪些虫害？又该如何防控呢？

蚜虫
为害桃树的蚜虫主要有桃赤

蚜 、桃 粉 蚜 和 桃 瘤 蚜 。 前 两 种 发
生的多，容易爆发导致危害，桃瘤
蚜主要是那些管理粗放的园子会
发生。

防治可以选用呋虫胺或吡丙醚
及其复配制剂。

介壳虫
俗称“树虱子”，主要危害桃树

的是桑白蚧。为害特点，若虫和雌
成虫刺吸枝干汁液，偶有为害果、叶
者，削弱树势，重者枯死。发生在 4
月下旬到 5 月上旬、8 月下旬到 9 月
上旬。

防 治 可 以 选 用 毒 高 氯 、马 拉
硫 磷 等 药 剂 进 行 交 替 防 治 ，还 可
以 加 入 害 立 平 ，能 够 提 高 防 治 的
效果。

红蜘蛛
为害桃的红蜘蛛多数为山楂

红蜘蛛（山楂叶螨），每年发生代数
因各地气候而异，一般 3 代～9 代。
被害叶的叶面先出现黄点，随虫口
的增多而扩大成片，被害严重时叶
片焦枯脱落，出现大量落叶，影响
树势及花芽分化。

防 治 可 以 选 用 1.8％ 阿 维 菌
素，15％哒螨灵，73％克螨特。其
中各药剂对桃树安全用药浓度为：
15％哒螨灵 1000 倍液，73％克螨特
6000 倍液，1.8％阿维菌素各浓度对桃树无影响。

各药剂对桃树红蜘蛛抗性为达螨灵＞阿维菌
素。阿维菌素和克螨特对桃树红蜘蛛防效好于达螨
灵，且持效期长。

梨小食心虫
该虫在桃树上为害新梢和果实。危害新梢，幼虫

从嫩梢上端的 2 片～4 片叶的基部蛀入。蛀入后，幼
虫在新梢髓部由上向下蛀食，新梢受害后逐渐萎蔫下
垂，而后枯死，这种现象俗称“折梢”。

在被害后期，蛀孔处除了有虫粪外，还会有少量
流胶。一般当受害嫩梢变黑时，幼虫往往已经离开了
受害嫩梢。

防治可以悬挂迷向丝或性诱剂。喷雾药剂选用
氯虫苯甲酰胺、苏云金杆菌等农药。

苹小卷叶蛾
苹小卷叶蛾一年发生 2 代～3 代，以幼虫在枝干

皮缝、剪锯口等处越冬。春季果树萌芽时出蛰、危害
新芽、嫩叶、花蕾，坐果后在两果靠近处啃食果皮，形
成疤果、凹痕，严重影响大桃的品质。

成虫昼伏夜出，有趋光性，对糖醋的趋性很强，可
以诱杀。

防治可以选用甲维盐等农药进行杀灭。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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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前媒体反映个别地方毁麦开工及网上流传
的“割青麦作饲料”短视频，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负责人
表示，农业农村部对此高度重视，“五一”期间就部署核
查核实，各相关省份抓紧调度排查。近日，农业农村部又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全面排查毁麦开工、青贮小麦
等各类毁麦情况，对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该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小麦生产经历了抗秋
汛、促弱苗、防病虫等多个关口，经过多方努力，目前
小麦长势良好，丰收的好形势实属不易。下一步，农
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持续强化小麦后期田管，落实

“一喷三防”全覆盖等增产措施，提前组织好跨区机
收，确保颗粒归仓。该负责人强调，还有 20 天左右小
麦就成熟收获了，对被征用为建设用地的麦田，也要
在小麦成熟收获后再开工建设，珍惜农民朋友 200 多
天的劳动成果，中国人的饭碗大家一起端。

该负责人表示，恳请社会各界共同监督，如发
现毁麦问题线索 ，请及时拨打农业农村部热线电
话（010-59191312）反 映 ，一 经 查 实 ，将 依 法 依 规 严
肃处理。 （来源：《农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

全面排查各类毁麦情况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水稻秧田杂草与水稻秧苗争光、争肥、争水、争空
间，不仅影响水稻壮秧培育，同时，如除草不净，还随秧
苗移栽将杂草带入大田，成为大田草害的主要来源。5
月中下旬是水稻播种落谷集中期，更是开展秧田化除从
源头控制草害的关键期，各地要按技术要求，根据不同
的育秧方式，针对性选用安全高效除草剂，及时科学化
除，切实控制杂草危害。现将有关技术介绍如下：

一、机插秧秧田
于水稻落谷盖籽后，覆盖无纺布前，用 30%丙草胺

乳油（含安全剂）或 30%苄嘧·丙草胺可湿粉,每亩对水
30 ~ 40 公斤均匀喷雾。施药后田间保持湿润状态，不

要淹水。一定要浸种催芽后落谷。
播种时没有化除的秧田及化除效果不好的秧田，

则掌握在杂草 1 ~ 2 叶期（最迟在插秧前 7 天），选用氰
氟草酯进行茎叶处理。每亩药剂对水 15 公斤均匀细
喷雾。

二、旱育秧秧田
先在旱育秧床上足底水、落谷盖土、喷洒盖土水使

表土湿润。用恶草·丁草胺乳油每亩对水30 ~ 40公斤喷
雾，最后覆盖无纺布。该药剂对秧池田常见单、双子叶杂
草均有一定防效。施药后应尽量保持床面湿润，以提高
除草效果。同时又要防止床面积水，避免造成药害。

三、水育秧秧田
用 30%丙草胺乳油（含安全剂）或 30%苄嘧·丙草胺

可湿粉每亩对水 30 ~ 40 公斤，于落谷、塌谷后 1 ~ 3 天
喷雾（在用药适期内，宁早勿迟），施药后保持田间湿润
状态,以提高除草效果。如落谷后遇暴雨天气，要延期
1 ~ 2天施药。注意一定要浸种催芽后落谷。

落谷时没有化除的秧田，或化除效果差的秧田，则
选用氰氟草酯进行茎叶处理。掌握在杂草 1 ~ 3 叶期，
用氰氟草酯乳油每亩对水 15 公斤均匀细喷雾。施药前
排干田水，施药后 24 小时上水，保水 5 ~ 7 天，以保证除
草效果。 （来源：区农业农村局）

水稻秧田化学除草技术意见
答：不能。原因：1. 鸡、猪饲料中添加有大量抗生

素，牛羊长期饲喂后会破坏瘤胃内有益微生物和纤毛
虫，影响瘤胃微生物发酵，进而影响反刍动物对非蛋
白氮的吸收利用。2. 鸡、猪饲料中添加有大量未被保
护的脂肪，饲喂以后会使牛羊采食量和纤维素消化率
下降，引起胀气、胃膨胀。3. 鸡、猪饲料中往往添加大
量的动物源性饲料，为彻底切断疯牛病的传播途径，防
止疯牛病在我国境内发生，因此禁止使用。4. 牛羊饲
料中添加大量的瘤胃调控剂、瘤胃缓冲剂，而鸡、猪饲
料中这些成分则没有，长期使用会导致瘤胃酸度过高，
影响牛羊的食欲，影响生长。 （来源：《农业科技报》）

鸡、猪饲料能饲喂牛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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