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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作物栽培是现代农业开发的重点对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之
一，其产品是我国食品、纺织等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随着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变化以及农药、化肥不合理地施用，各类病、虫、草害的累积变异和发生危害
的形势愈来愈严峻，制约了以经济作物为重点栽培对象的现代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优质农产品数量
的增加，从而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病、虫、草害始终贯穿经济作物的生长周期，因此其防治新技术要大力推广和运用，才能保障其
产业的良性循环和发展，提高其规模化种植效益，实现农民的持续稳定增收。
　　《经济作物病虫草害防治新技术》是面向生产实际、讲究科学实用的一本经济作物病、虫、草害
防治实用技术读物。
其中收集和整理了近年来作物保护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经济作物病、虫、
草害基础知识和防治策略，介绍了经济适用的作物检疫防治方法、农业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方法、物
理防治方法、化学防治方法及综合防治方法等防治措施；针对目前经济作物生产的实际，全面兼顾，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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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作物病虫草害防治新技术》是面向生产实际、讲究科学实用的一本经济作物病、虫、草害
防治实用技术读物。
其中收集和整理了近年来作物保护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经济作物病、虫、
草害基础知识和防治策略，介绍了经济适用的作物检疫防治方法、农业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方法、物
理防治方法、化学防治方法及综合防治方法等防治措施；针对目前经济作物生产的实际，全面兼顾，
重点突出，介绍了大豆、油菜、花生、芝麻、棉花、烟草、茶叶等七大类经济作物品种近200种常发性
病、虫、草害的发生症状与危害规律；详细阐述以无公害农药为主导的、多项措施相结合的病、虫、
草害综合防治新技术和新方法，力求为广大种植户和农业产业开发企业的技术人员提供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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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大豆霜霉病　　分 布大豆霜霉病在我国东北、华北及大豆生育期气候冷凉地区发生较多，
严重的引致叶片早落或凋萎、种子霉烂，减产30％一50％。
　　危害特点大豆霜霉病主要危害幼苗或成株叶片、荚及豆粒。
带病种子长出的幼苗能系统发病，子叶未见症状，从第一对真叶基部现褪绿斑块，沿主脉、侧脉扩展
，造成全叶褪绿。
以后全株的叶片均可显症。
花期前后雨多或湿度大，病斑背面生有灰色霉层，病叶转黄变褐而干枯。
叶片被再侵染的，出现褪绿小斑点，后变为褐色小点，背面也生霉层。
豆荚染病外部症状不明显，但荚内常现黄色霉层，即病菌菌丝和卵孢子，受害豆粒发白无光泽，表面
附一层黄白色粉末状霉层。
　　发生规律病菌以卵孢子在病残体上或种子上越冬。
种子上附着的卵孢子是最主要初侵染源，病残体上的卵孢子侵染机会少。
卵孢子随种子发芽而萌发，产生游动孢子，从寄主胚轴侵入，进入生长点，向全株蔓延成为系统侵染
病害，病苗则成为再侵染源。
大豆开花后叶片较易感病，病部产生的孢子囊随风、水传播后引起再侵染。
此期雨水多，阴天多，露大雾重，昼暖夜凉或高温交替的天气有利于该病流行。
　　防治方法选用抗病品种，中耕除草，将病株残体清除田外销毁以减少菌源，排除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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