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设 施 农 业 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21年第6期

前言

在我国发展的新时期下，设施农业快速发展促

使河北地区的大棚蔬菜种植规模越来越大。通过搭建

大棚设施，以营造绿色蔬菜种植生产的良好环境，有

利于合理调节温度、光照、水肥等条件，基于人工操

作和调节，提高蔬菜的产量和质量。但在实际种植过

程中，为有效防治病虫害的发生，应当采用综合防治

技术，突出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的有效

性，确保大棚蔬菜的质量安全、绿色无害。

1　蔬菜产业发展现状

丰宁满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北部，南与北京市

怀柔区相毗邻，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接，当地气

候属中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高原山地气

候，夏季湿润多雨，冬季寒冷干旱，年平均气温为

0.9-6.2℃，降水量为350-550mm。无霜期为110-145

天左右，日照时间为2 903.6h/年。结合当地区位条

件，为满足市场需求，发展以大棚蔬菜产业为主的设

施农业，并在2010年被评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绿色

有机蔬菜生产基地”之一。最近几年，丰宁县设施蔬

菜发展速度较快，总种植面积达1.33万hm2，种植品

种包含白菜、花椰菜、莴苣、甘蓝、萝卜、胡萝卜、

角瓜等。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以日光温室、大中塑料拱

棚为主，小拱棚和网棚以及钢骨架玻璃连栋智能温室

为辅的现代化设施蔬菜生产格局，充分保障四季蔬菜

供应。通过设施蔬菜产业的规模逐年扩大，标准化生

产水平得到了充分提高，推动当地经济呈现良好的发

展态势。不过在丰宁县开展设施蔬菜建设时，病虫害

是限制蔬菜产量和质量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当地

农业农村局应当提高对大棚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的重视程度，强化蔬菜植物保护，确保设施蔬菜的健

康、良好发展。

2　大棚蔬菜种植效益

就丰宁县目前设施蔬菜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主

要是以塑料大棚为主，通过人工控制和调节打破自然

条件的限制，营造良好的作物生长发育环境。在种植

栽培过程中，利用塑料薄膜较好的透光性，实现大棚

内的增温保湿，有利于进行提前定植或者延后栽培

等，实现加快蔬菜收获和延后高产的目标。基于丰宁

县农业农村局的实践调查发现，大棚内的湿度相对较

好，一般可达到70%-80%，而且棚内的气流较为稳

定，具有良好的栽培条件，能够在一年内多茬次种

植。所以在大棚蔬菜种植模式下，其生产的蔬菜种类

较多、产量高、品质优越。同时供应期较长，可适当

延后1-2个月，在缺菜月份填补供应新鲜叶菜以及果

菜类产品等，能够保障全年蔬菜供应[1]。

大棚蔬菜种植模式对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较高，

作业条件的根本改善，使其能够与当前的土地承包责

任制生产形式相适应。在部分棚内无立柱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小型作业设备进行种植、播种和采收等；并

可通过在棚内安装相应的环境控制系统、园艺设施等

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和作业条件。此外，大棚蔬菜的

经济效益较高，其取材便利、造价低廉、容易搭建，

相比于其他温室，大棚设施的建设成本较低。在产量

产值方面，丰宁县地区在春季加温大棚叶菜，可在三

月上旬达到亩产3 000-4 000kg，产值超1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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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季节销售则会收益更多，保守估计全年亩产利润能

够达到2-3万元左右[2]。

3　大棚蔬菜发生病虫害的特点

3.1　大棚蔬菜的病虫害类型

在丰宁县大棚蔬菜种植栽培过程中，主要发生

的病害有早疫病、晚疫病、病毒病、根腐病等，虫害

包括粉虱、茶黄螨、红蜘蛛和蚜虫等。其中粉虱虫害

分为白粉虱和烟粉虱两种，在大棚温室条件下，一年

可发生12代，通常是在10月份左右粉虱成虫进入大棚

内进行繁殖和危害蔬菜，对于茄子、黄瓜以及番茄等

蔬菜质量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如果出现大量的粉虱群

聚刺吸蔬菜叶面，会导致蔬菜的叶片出现干枯或死

亡；茶黄螨对蔬菜的顶芽危害较大，当发生该虫害

时，会造成叶片扭曲或变形[3]。茶黄螨的繁殖速度较

快，在大棚30℃温度条件下可在5天内繁殖一代；红

蜘蛛在大棚内一年能够发生20代，对蔬菜的叶片产生

干枯危害；蚜虫每年发生30代左右，常年危害蔬菜的

叶片，使其出现卷曲和枯萎，并且蚜虫能够传播病

毒，是虫害中危害较大的一种。

3.2　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发生特点

在丰宁县大棚蔬菜种植模式下，病虫害发生的

主要特点包括喜湿性、易流行、危害时间长等。首

先，大棚环境比较封闭，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都相对较

高，特别是在秋冬两季，大棚内外温差很大，导致大

棚内的湿度加大，当在蔬菜叶片上留有水珠时，就会

产生病毒传播，引发根腐病或灰霉病等；其次，大棚

内适宜的温度为病原菌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如

果蔬菜种植发生重茬，就会积累过度的病原菌，进而

形成大规模的病虫害。以丰宁县某蔬菜大棚为例，菜

农连续三年种植黄瓜作物，枯萎病的发生率达到了

30%，产量大幅下降；最后，在封闭的大棚环境内，

病虫害的危害时间比室外露天菜地要长，尤其是在高

温、高湿度条件下，会加快茶黄螨的繁殖能力，进而

在有限的空间内大肆蔓延[4]。

4　大棚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4.1　农业防治技术

针对丰宁县的大棚蔬菜种植发展现状以及发生

特点，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应当重点突出农业防治技

术。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从根本上提高大棚蔬

菜的种植质量。

（1）选择具有较强抗病虫害能力的菜种。相关

种植人员应当优选蔬菜品种；当地农业农村局要加强

对菜种的生长性能评价，并指导菜农适时播种。在具

体选种时，应当严格按照丰宁县的气候环境、种植土

壤条件和播种时间等，加强良种选育，尽可能地提高

病虫害抵抗力。

（2）加强大棚蔬菜病虫害育苗防治。在育苗环

节，应当对所使用的苗床以及育苗器具等开展全面、

彻底的消毒，如将育苗器具放入到高锰酸钾中进行浸

泡，对苗床采用喷雾消毒方法消杀细菌和病毒。然后

应及时清理苗床上的杂草，提高壮苗管理水平，增强

抗病能力，尽量规避病虫害的发生、蔓延。

（3）实施大棚种植轮作换茬制。通过对丰宁县

大棚蔬菜种植情况的调查，经分析后验证轮作换茬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病虫害发生率，促使害虫失去原

有的生存环境，起到抑制害虫发生规模和病原菌传播

的作用。

（4）采用嫁接换根的先进种植技术。在丰宁县

大棚蔬菜种植经营中，通过嫁接换根的方式能够防止

重茬，对枯萎病和疫病的防治效果较好。同时这种农

业防治技术能够提高蔬菜的单位产量，具有积极的应

用价值[5]。

4.2　物理防治技术

对丰宁县大棚蔬菜的病虫害防治应当重视利用

物理方法。首先，可以采用种子温汤处理技术，将蔬

菜种子放置在温汤中进行预处理，能够充分杀灭种子

上附着的病原菌，利用50-55℃的热水进行烫种，持

续10-15min即可。这一过程需要不断地搅动，促使水

温均匀，当温度降低到30℃左右后，再进行规范的浸

种。不过对于不同菜种有不同的浸种温度要求，相关

人员应充分考虑被处理种子对高温的耐受力。

其次，开展夏季高温闷棚技术。由于大棚连续

种植多年，其土壤中可能会出现较多的病菌，而且虫

害繁殖蔓延速度较快。为有效遏制这一现象，可以

在夏季高温期间进行闲茬，关闭大棚，闷棚7-15天

后，棚温达到一定程度，再洒适量的碎秸秆或者石灰

氮等在土壤表层，然后进行翻耕灌水，当水分达到饱

和时，继续覆膜闷棚一个月，能够起到有效防治青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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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软腐病及枯萎病等，避免土传病害的大面积发

生。同时在高温条件下也能够杀死线虫及其虫卵等。

再次，可以在丰宁县蔬菜大棚中推广使用防虫

网和遮阳网，结合大棚的具体情况，选择20-25目的

防虫网，实施全封闭覆盖，最大限度的避免发生害虫

入侵。在夏季高温条件下，要根据蔬菜的特性尽可能

的选择遮阳网进行有效降温，进而提高大棚蔬菜的抗

逆性。

最后，在大棚内进行淹水杀菌洗盐。在丰宁县

蔬菜大棚中，连续多年种植蔬菜后，其土壤可能会出

现盐渍化，对蔬菜质量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很容易滋

生各种病菌和虫害。因此在夏菜换茬时，应当在大

棚内开展畦淹水，持续20天可明显减轻土壤盐渍化程

度，杀除致病菌。部分大棚内可直接实施水旱轮作，

能够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除了上述物理防治方法以外，利用害虫的趋性

进行杀虫在当前丰宁县设施蔬菜保护工作中，逐渐得

到广泛应用。在具体防治中先要充分掌握害虫对颜

色、气味、光等方面的趋性，然后设置相应的物理杀

虫设施。以蚜虫和白粉虱为例，其具有趋黄习性。因

此农业农村局可指导菜农在大棚内悬挂涂抹机油的黄

板，其规格一般设置为长40cm、宽30cm，在每亩中

放置750块黄板则能够有效降低棚内的虫口密度。

4.3　化学防治技术

对丰宁县大棚蔬菜采取综合防治技术，应当重

视化学防治措施。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正确合理选择无毒无害化学农药。由于近

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蔬菜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在防治病虫害时，应当严格禁止使

用国家明文规定的高毒、高残留化学药剂，大面积推

广使用生物农药及无残留、低毒性药剂，保障蔬菜生

产符合无公害标准。针对大棚蔬菜出现的叶霉病、白

粉病等可选用武夷菌素等生物农药，对枯萎病、早疫

病和晚疫病可选用农抗120等药剂，对细菌性病害施

加农用链霉素或者新植霉素等，除此之外也可选择苏

云金杆菌类、宁南霉素以及阿维菌素等。

（2）针对蔬菜的病虫害的不同类型对症下药。

由于在大棚蔬菜种植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较多，每

一种药剂的使用对蔬菜的适应性都有较大差异，因此

为保障正确用药、合理用药，应当准确识别病虫害，

再选择针对性防治药剂。如果病虫害同时发生，可按

照药物的混配禁忌等，适当混合用药，提高防治效

果。

（3）准确掌握用药时间。在丰宁县大棚蔬菜生

产过程中，在害虫卵盛期到3龄前施加药剂以及在病

害发病前或发病初始阶段用药具有较好的作用，并且

应当注重选用药剂的交替使用，尽可能避免病虫产生

抗药性。同时菜农要结合具体现状灵活选择农药剂

型，比如在冬季低温条件下，可选用霉菌利、克菌灵

以及百菌清等粉剂喷粉，在不增加棚内湿度的同时有

效施加病虫防治药剂。

5　结束语

大棚蔬菜是地方蔬菜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能

够提高蔬菜生产产量和产值，带动经济效益增长。为

保障蔬菜种植的高质量，应当针对其病虫害发生类型

和特点，采用综合防治技术，即突出农业防治、物理

防治和化学防治，切实提高大棚蔬菜的生产水平，促

进蔬菜产业健康、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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