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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玉米常发病虫害：褐斑病、顶
腐病、玉米螟 、茎基腐病，以及除草剂药
害。另外，玉米后期才发生的锈病也应提
前防治。

褐斑病

褐斑病在夏季是高发期，尤其是高温
多雨的天气，最易发生。病斑初期为圆形
或椭圆形、紫褐色，后期为黑色，严重时病
斑可连成片，使叶片枯黄脱落，影响作物
生长。湿度大，低洼地块尤其要注意预防
顶腐病、褐斑病，并及时治疗。

防治方法：建议使用三唑类杀菌剂
（如戊唑醇、氟环唑、苯醚甲环唑、丙环
唑）、嘧菌酯、肟菌酯、甲基硫菌灵、多菌
灵、百菌清等。

顶腐病

7月玉米很容易出现顶腐病，主要是
细菌性顶腐病。顶腐病一般发生在玉米
出穗前，在玉米10片叶—15片叶之间开
始表现症状。

症状表现为心叶变成灰绿色，形成枯
心苗或丛生苗；叶基部水浸状腐烂，病斑
不规则，褐色或黄褐色，腐烂部有或无特
殊臭味，有粘液；严重时用手能够拔出整
个心叶，轻病株心叶扭曲不能展开。

防治方法：一旦发现病株及时进行拔
除，并使用噻菌铜、噻唑锌、氯溴异氰尿酸
等药剂防治，也可以配合钙肥一同使用。
同时，可以加一些叶面肥，增强作物的光
合作用，提高抗逆性。

玉米螟

玉米螟俗称玉米钻心虫，整体是圆筒
形，头部是黑褐色，背部颜色有浅褐、深
褐、灰黄等多种。它是玉米上发生最普
遍，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害虫，可以使春玉
米减产10%左右，使夏玉米减产30%，甚
至是30%以上。

防治方法：玉米螟最佳防治时间在3
龄前，可用高效氯氟氰菊酯、溴氰菊酯、氯
虫苯甲酰胺、甲维盐、氟苯虫酰胺、辛硫
磷、苏云金杆菌等药剂防治。

锈病

玉米锈病一旦爆发，可以通过风雨进行传播，传
播非常快，危害非常大，而且很难治，一般可造成减产
30%-50%。

往年8、9月份很多地区发生了锈病，玉米叶片就
像生了锈一样，但是因为玉米太高防治非常不方便。
今年建议大家提早进行锈病防治。

防治方法：防治锈病可以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喷施
吡唑醚菌酯，在7-12叶喷施苯甲·吡唑酯。也可以使
用己唑醇、氟环唑、啶氧菌酯、戊唑醇、丙环唑、三唑
酮、醚菌酯、苯醚甲环唑、苯甲·丙环唑、代森锌等药剂
交替喷雾治疗。

细菌性茎基腐病

玉米茎基部刚开始会呈现“水渍状”圆形或椭圆
形病斑，慢慢地，病斑会呈现不规则状，颜色是黑褐
色。发病部位会迅速软化，出现腐烂的现象，并出现

“腥臭味儿”。玉米茎秆内部发黑，逐渐腐烂。
防治方法：可以使用氢氧化铜、春雷霉素、中生菌

素、噻唑锌、噻菌铜、氯溴异氰尿酸、噻霉酮等进行防
治，注意水量多点，喷淋对根部定向喷雾。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党菲整理）

喷施叶面肥。7月降雨
频繁，而在下雨或者浇水后
常发生花生叶片黄化问题，
这一般是缺氮的表现。因
此为了避免发生，可以在开
花前追施氮肥，或者叶面喷
施尿素溶液，缺锌时，花生
叶片出现黄白纹，可以喷施
硫酸锌溶液。

人工压蔓。7月很多花
生进入结荚期和下针期，花
生下针是影响产量的重要
因素，为了让花生更快更好
的下针，可以采用人工压蔓
的方法。人工把花生秧压
倒后，在花生秧上压一点
土，这样就会缩短花生针和
地面的距离，使花生更容易
下针，这个方法适合家庭小
面积种植，大面积种植的农
户可以使用控旺类药物，药
物选择时，尽量不要选择成
分有多效唑的药物，多效唑

容易使花生早衰。叶面喷
施磷酸二氢钾也可以起到
控旺的作用。

水肥管理。7月花生进
入下针期，是花生生长发育
最旺盛的时期，水肥需求旺
盛。而这时候恰逢多雨季
节，由于雨量不均，要根据
天气和土壤干旱程度，及时
浇水追肥，以保证花生的正
常发育。特别要注意喷施
硼肥和钼酸铵等微量元素，
可大幅度提高花生产量。
另外若是降雨量过大，造成
田间积水，也要及时排水。

控制旺长。进入 7 月
份，花生容易发生徒长现
象，植株高度超过30厘米，
必须进行控旺，否则会造成
果针不能下扎或小、少等，
就会带来减产。可用5%烯
效唑可湿性粉剂40克/亩+
98%磷酸二氢钾50克/亩+

胺鲜酯30克+0.01芸苔素
内酯10克+钼酸铵30克，
加水15公斤进行防治。

病虫害防治。7月多雨
天气，土壤湿度大，会加重花
生田病害的发生，要做好病
虫害防治。病害主要有立枯
病、根腐病、茎基腐病等，可用
50%多菌灵600倍液喷雾防
治；花生叶斑病、褐斑病、锈病
等病害，可用25%吡唑嘧菌
酯1000倍液喷雾，每隔15天
喷药一次，共喷2至3次。

虫害主要有蛴螬、蚜
虫、红蜘蛛等，防治蛴螬、蝼
蛄、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可
用5%二嗪磷颗粒剂2公斤/
亩顺垄撒施；防治蚜虫、红
蜘蛛等，可用2%阿维菌素
乳油1000倍液+10%烯啶
虫胺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
喷雾防治。

（据农业农村部官网）

控制肥水。夏天进入
雨季，棉花即长枝叶又增蕾
结铃，对肥水的需求达一生
高峰，应适时追肥，谨防脱
肥早衰。但由于雨季雨水
相对偏丰，极利于各种肥效
的发挥而导致棉株旺长、疯
长。因而，在追肥的同时还
应做到：1.对底肥充足，苗
肥量大的棉田应少施或不
施，并注意清沟沥水，谨防
渍涝。2.对棉株发育迟缓，
红茎到顶，叶小色黄的棉田

宜早施并加
大肥料用量，
如尿素用量
每亩可在8公
斤左右，也可
喷洒棉花壮
蒂灵。另外，
若发生连续
干旱，土壤含
水量低于田
间持水量的
60%时，应适
时隔沟补水。

适期化控。进入雨季
后，棉株极易发生疯长，引
起蕾铃脱落，而及时用缩节
胺或助壮素化控可稳定棉
株生长，改善株型，多增蕾
结铃。其方法是：雨季初期
棉花初开花时，每亩用助壮
素6-8毫升或缩节胺1.5-2
克，对水30-40公斤全田喷
施。进入雨季中期，约在7
月底8月初，可亩用缩节胺
原粉3克左右，对水40-50
公斤喷施。

勤整枝打顶。由于雨
季棉株生长加快，其赘芽也
易发生。因而，应于雨停间
隙及时人工抹掉。当棉株
长到预定的株型高度时，为
打破和抑制顶端生长优势，
减少上部无效果枝对养分
的无谓消耗，促进棉铃发育
等，应适时（约在7月下旬）
打顶。

科学防治病虫害。各
种病虫害的发生与否，和雨
季雨量状况关系极大。倘
若雨季降水少而均匀，则利
于棉铃虫暴发流行。然而，
若雨季降水少、干旱严重，
则利于红蜘蛛繁衍危害。
相反，若雨季出现连续阴
雨，棉株旺长，疯长严重，且
田间排水不良，棉株极易患
枯、黄萎病，同时又引发烂
铃病出现等。因此，棉花病
虫害的防治，应结合雨季的
天气情况，合理选择农药，
科学防治，方能事半功倍。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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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棉花优质高产 雨季管理是关键

高温多雨季 花生田间管理要趁早

夏季大田彩椒日灼病可这样防治
日灼病又名日烧病，

为彩色甜椒常见病，多在
夏季发生，轻时零星发病，
严重时病果可达 30%，甚
至更高。

症状：大田彩椒幼果和
成熟果均可受害。果实向
阳面被太阳照射灼伤，初期

退绿，以后病部果肉失水变
薄，形成有光泽近似透明的
革质状，继而病部扩大，稍凹
陷，组织坏死变硬，易破裂。
病部易受病菌感染，生长黑
色或粉色霉层，甚至腐烂。

防治方法：1.根据品种
特性适当增加种植密度。2.

实行与高秆作物间作或采
用遮阳网遮阳种植。3. 增
施磷钾肥，促使果实发育。
开花结果期，及时、均匀浇
水，保持地面湿润，以减少
发病。4.及时防治病虫害，
防止因病虫危害引起早期
落叶。 （银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