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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WP （100g/667m2）防治小麦赤霉病的病穗率防效分

别为 50.65%，防效一般；40%多 •酮 WP （125g/667m2）

和 40% 多 • 酮 WP  （150g/667m2）及 59.7% 咪锰 •多菌

灵 WP（40g/667m2）防治小麦赤霉病的病穗率防效分别

为 38.24%、25.93% 和 22.87%，防效防效均低于 40%，防

效较差。

2. 病指防效

从表 1 可以看出 7 个药剂处理中，40% 戊唑 • 咪

鲜胺 EC（50g/667m2）防治小麦赤霉病的病指防效为

82.58%，防效 80% 且优于其他 6 个药剂处理；25% 氰

烯 菌 酯 SC（100mL/667m2）、48% 甲 硫 • 戊 唑 醇 SC

（100g/667m2）防治小麦赤霉病的病指防效分别为

69.17 %、68.47%，防效均大于65%，防效较好；30%戊唑•

福美双 WP （100g/667m2）防治小麦赤霉病的病指防效

分别为60.06%，防效一般；40%多 •酮 WP （125g/667m2）

和 40% 多 • 酮 WP  （150g/667m2）及 59.7% 咪锰 •多菌

灵 WP（40g/667m2）防治小麦赤霉病的病指防效分别为

45.05%、32.43% 和 17.42%，防效防效均低于 50%，防效

较差。

表 1  不同药剂防治小麦赤霉病药效试验结果

三．小结与讨论

小麦赤霉病为害能导致小麦减产，又能产生多种真

菌毒素，如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ON）。DON 毒素能危

害人畜健康，被欧盟认定为三级致癌物。

当前，迫切需要寻找合适的防治小麦赤霉病药剂。

王桂香 [1] 等研究发现，戊唑 • 咪鲜胺对赤霉病防治效

果较好，优于常规使用的多菌灵类药剂。陈雨等 [2] 研

究发现氰烯菌酯能够强烈地抑制禾谷镰孢菌敏感菌株菌

丝的生长。吴福民等 [3] 研究表明氰烯菌酯能有效防治

小麦赤霉病，还能大幅降低小麦 DON 毒素含量。

本文对 7 种防治小麦赤霉病的药剂进行田间药效实

验，结果表明：40% 多 • 酮 WP 和 59.7% 咪锰 • 多菌灵

WP 防治小麦赤霉病的病穗率防效和病指防效均不是很理

想，进一步说明了当前多菌灵类药剂对赤霉病防效差；

而 40% 戊唑 •咪鲜胺 EC 50g/667m2 防治赤霉病的病穗率

防效为 78.43%，病指防效为 82.58%，说明 40% 戊唑 •咪

鲜胺 EC 对小麦赤霉病防效较好；同时，25% 氰烯菌酯 SC 

100 mL/667m2 和 48% 甲硫 •戊唑醇 SC 100g/667m2 防治

赤霉病的病穗率防效为 69.17% 和 66.67%，病指防效为

69.97% 和 68.47%，说明 25% 氰烯菌酯 SC 和 48% 甲硫 •

戊唑醇 SC 对小麦赤霉病防治效果也比较好。田间观察发

现，40% 戊唑 •咪鲜胺 EC、25% 氰烯菌酯 SC、48% 甲硫 •

戊唑醇 SC 在小麦扬花初期和小麦扬花中后期使用后，对

小麦生长无明显不良影响，与清水对照区（CK）相比，

小麦扬花、灌浆、结实均无任何异常，说明这些药剂对

小麦安全性较好。           

结束语：

因此，本文建议可以使用 40% 戊唑 • 咪鲜胺 EC 

50g/667m2 防治小麦赤霉病，为防止抗药性产生，可以

使用25%氰烯菌酯SC和48%甲硫•戊唑醇SC等轮换用药，

从而延缓赤霉病菌抗药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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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植保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措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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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植保与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

植物保护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对植物保护科学进行

大量研究将大大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其他学科的共同进

步，其包含农业科学、生物科学、动植物学、种植、园林、

园艺等相关知识，内容广泛。随着国家科学技术和现代化

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的农业也取得了较大的突

破与进展。然而，农作物受病虫害侵袭严重，大大影响人

们的生活和工作，为此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以及自然生态

系统的保护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此，应积极发

展农业植保技术，加大宣传力度，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合理监管农药使用，科学防治病虫害，以提高我国农作物

的质量，将农业植保技术推广到各农业基层，确保植物健

康生长。植保技术是农业技术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种技术，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有效改变

了传统的被动防治观念，实现主动预防，提高了种植的整

体性。其迎合了植物的生长发育周期规律，减少了环境污

染，可大大降低农产品和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满足了植

物的生长需求，降低了防治成本。在实际生产中，传统防

治方法对食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植保技术可以利用

先进的设计与技术理念，配合高端农业设备，以全面提高

农产品的生产质量，促进传统农业向绿色无公害农业与有

机农业发展的转型 [1]。

二、农业绿色植保技术应用意义

1. 促进农业生产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目前，部分农户为了增加农作物产量及降低病虫害问

题对农作物带来的影响，往往会加大化肥、农药用量，一

些农户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及经济效益，盲目使用生长剂

等化学药剂，这些行为不仅会使农作物中残留一定量的有

害物质，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还容易扰乱

农产品市场。绿色植保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可

以有效缓解因化肥农药滥用而引发的农作物安全问题和环

境污染问题，还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农户生产观念，对农业

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

2. 有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及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

人们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问

题也越来越关注，市场中高品质农产品越发受到人们的青

睐。而绿色植保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除了提倡通过

综合防治手段代替农药使用，也更加重视对农业生产活动

的科学管控，一方面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加健康、安全的农

产品，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和谐

发展，对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及农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3. 推动生态农业建设

农业发展一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

着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愈

发严重，特别是在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态环境逐渐

成为了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进一步推动中

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就需平衡好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关系，减少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和破

坏，所以，深入研究植保技术在农业生产及病虫害防治

中的应用，也成为了现如今生态农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

课题之一 [3]。

三、农业植保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措施

1. 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发展

目前，很多地区农业生产仍然存在规模较小及种植技

术较为滞后等现象，不仅不利于当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还会对绿色植保技术的推广应用带来极大的阻碍。规模化

种植作为现如今农业主流发展方向，对绿色植保技术的实

施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切实发挥

自身引领作用，大力扶持农业生产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并加强农业生产科学管理模式的推广和应用，为绿色植保

技术的实施创造更加适宜的条件，促进现代农业及农业经

济的发展。

2. 科学应用化学防治手段

化学药剂是传统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手段，虽然会对

摘　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与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由传统农业逐渐向绿色农业转型，这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

了推动作用，但在开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会对农产品的食用安全造成威胁。要想提升农产品的食用安全，就必须

提高农业植保技术，做好病虫害综合防控工作，加大其推广力度，使我国的农作物品质得到有效保障。本文对农业植保技术和病

虫害防治措施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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