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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区辣椒病虫害发生及综合防治
1

苏健东

（遵义市播州区现代高效农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责州 遵义 563100）

【摘 要】：辣椒是播州区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但经常遭受各种病虫害危害。为促进辣椒产业稳定健康发展，提

高产业效益，针对我区辣椒主要病虫害发生特点和规律，总结各类防治措施。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

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无害化治理技术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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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辣椒病虫害发生情况

1.1辣椒苗期病虫害

1.1.1猝倒病。以撒播育苗发生普遍，发生面积约 333.33余 hm
2
，2016年 3月上旬在该区团溪镇开始发现，平均病株率 2.78%。

1.1.2灰霉病。2016年全区主要采用中棚漂浮育苗技术，该育苗技术易发生灰霉病，4月上旬～6月中旬发生。今年 4月 1

日在三岔镇小拱棚育苗、中棚漂育苗中开始发现，发病株率 2.8%～14.5%。各镇乡均有发生，有的因防治不及时发病株率达 70%

以上，对当地辣椒生产造成较大危害。

1.1.3蚜虫。蚜虫发生面积约 33.33hm
2
。

1.1.4金针虫。今年三岔镇移栽后（4月下旬）发生，受害株率达 11.8%，全区发生面积约 333.33hm
2
。

1.2期病害

1.2.1炭疽病。8月上、中旬温度高、空气湿度大、田间种植密度大、果实拥挤易发病。遵椒系列发病轻，韩国辣椒发病重、

普遍。全区发生面积约 466.67hm
2
。

1.2.2辣椒根腐病。7月下旬发生，由于今年雨季长，根腐病发生较重，全区辣椒地均有发生，发生面积约 533.33hm
2
。

1.2.3早疫病。6～8月份易发生，如遇阴雨天气，病害发生重。遵椒系列、韩国辣椒均有发生。全区发生面积约 333.33hm
2
。

生长期虫害有小地老虎、茶黄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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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小地老虎：4月中旬～5月上旬，发生面积约 533.33hm
2
。

1.3.2茶黄蟥：发生面积约 666.67hm
2
。

2、采取的防治措施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无害化治理

原则。

2.1建立无害化示范区

选择在三岔镇红光村为中心示范区。

2.2病虫监测

设立病虫监测点，及时掌握主要病虫发生动态，提出防治适期、防治区域及防治办法。为加强辣椒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指导农户合理施药防治，辣椒在三岔、龙坪分别设立了病虫监测点。技术人员经常深入辣椒地调查病虫害，根据病虫害的密度，

发生规律，田间品种布局，结合当地气象资料，预测病虫害的防治关键时期，及时指导椒农施药防治，发现主要病害的中心病

株，立即施药预防，阻止病害进一步蔓延，使防治达到最佳效果。

2.3农业防治

2.3.1在示范园区内选用抗病、优质、高产、商品性好、适合市场需求的（泰国）正椒十号、正椒十二号、满天星、（韩国）

天升辣椒。

2.3.2做好田园清洁，降低病虫基数。及时清除田埂、沟渠、地边杂草，清除前茬作物的病残体，拔除田间中心病株、虫株

残体集中烧毁，减少病虫的转主寄生和病虫滋生地，切断病虫的传染源，降低田间虫口基数，防止病虫害的进一步传播蔓延。

2.3.3加强肥水管理，采用平衡施肥技术，合理控制氮肥施用，适量增施磷、钾肥，多施有机肥，增强植株的抗逆能力。雨

后及时清除田间积水，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降低田间湿度，从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

2.4具体措施

2.4.1选地。选背风、光照充足的地块为苗床地。

2.4.2小拱棚育苗与中棚漂浮育苗技术相结合。大面积采用中棚集中漂浮育苗技术，棚宽 4m，棚长 12m，每棚可供 0.67hm
2

辣椒苗。育苗全程在无菌环境中操作，育苗基质（高温灭菌）、水（1g/盘硫酸铜消毒）均作消毒处理。无条件的地方采用小拱

棚育苗，苗床宽 1m，长 1 0 m，施充分腐熟的厩肥 2000kg(667m
2
)，复合肥 50kg，提供充足的养分，保证苗期营养需要，培育壮

苗，增强辣椒抗病力，苗床播种后先覆盖 1层地膜，再在地膜上加盖小拱棚薄膜，拱棚高 50cm，出苗后取掉地膜。

2.4.3适时播种，密度适宜。于 2月中、下旬播种，遵椒系列每 667m
2
用种量 0.15kg,泰国韩国辣椒每 667m

2
用种量 0.02kg。

2.4.4追肥和浇水。在 3月下旬，每 667m
2
用辣椒专用肥 1.5〜2.5kg,结合清粪水 1250～1400kg补充营养需要和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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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整地下基肥。4月下旬每 667m
2
施腐熟人牛粪 2000kg,复合肥 100kg，有机肥 100kg，翻土深耕，牛粪深埋，让牛粪在

土下腐熟。

2.4.6地膜覆盖。下肥后用 1m宽地膜覆盖厢面（最好是雨后土壤湿润覆盖）。

2.4.7适时移栽，合理密植。4月中、下旬天晴移栽，采用双株宽窄行法，窄行 60cm，宽行 73cm，窝距 33cm，每 667m
2
约栽

3000株，保证株行间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移栽后及时施药防治小地老虎、金针虫。

2.4.8中耕培土，除草追肥。椒苗成活后，除草 1次。在辣椒封行前再结合除草，培土 1次，同时 667m
2
施复合肥 50kg。除

草可防病虫，培土防辣椒倒伏。同时增强辣椒抗逆力。

2.5物理防治

在辣椒示范园区安装了 15盏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害虫，降低田间虫口密度，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

2.6药剂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严格执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严禁使用国家明令

禁止使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及生物源农药。

正确诊断为害辣椒病虫的种类，适时对症下药，避免滥用农药，

2.6.1移栽前药剂除草防治病虫害。（1） 3 月下旬用人工除杂草。（2）4 月上、中旬用 58%瑞毒霉 1000倍液或 25%甲霜

灵+灰嘧乐交替喷施，防治猝倒病、灰霉病，苗期施 1～2次。（3）4月下旬用吡虫灵喷施 1～2次，防治蚜虫，可与以上农药同

时混合施用。

2.6.2移栽后药剂防治病虫害。（1）防治小地老虎、金针虫，移栽后及时喷施 2.5%溴氰菊酯或 50%辛硫磷 800倍液防治小

地老虎和金针虫。或用新鲜莴苣叶加拌敌百虫溶液晚上施于椒行间，诱杀小地老虎，同时人工捕捉小地老虎。

（2）防治蚜虫和病毒病，人工拔出病重的植株，5 月中旬、6 月上旬施药防治蚜虫、病毒病，防治蚜虫用金大地，防治病

毒用 40%克毒宝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或 20%卷叶立克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喷施 2次。

（3）防治螨虫，6月中旬、7月下旬用中保杀螨或 34%速螨锉乳油 1500倍液喷施 1～2次（隔 7天一次）；或 7月上旬田间

放柏氏钝绥螨（捕食螨）每 667m
2
放虫 2000头，防治效果好。

（4）防治斜纹夜蛾和烟青虫，7 月中旬～8 月下旬及时喷药防治，可用 48%乐斯本乳油 1500倍液或阿维.毒喷雾 1～2次。

（5）防治炭疽病，8 月中、下旬用万翠喷施 1～ 2 次。

（6）防治早疫病，发病初期（5 月下旬\ 6 月中旬）可用 255g/l异菌脲悬乳剂 1500倍液或 72%霜霉疫净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雾 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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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治根腐病，发病初期可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或 50%甲基硫菌灵可湿粉剂 500 倍液灌根，隔 10天一次。

病重株立即拔出毁灭，病穴用石灰消毒。

3、病虫害防治效果显著

今年主要在三岔镇建设病虫综合防治技术示范园区 146.67 余 hm
2
。病虫综合防治效果明显，其中猝倒病、灰霉病防治效果

为 92.3%，蚜虫防治效果为 91.4%，地下害虫防治效果为 76.8%,早疫病防治效果为 87.8%，病毒病防治效果为 85.2%，茶黄螨防

治效果为 95.8%，根腐病防治效果为 65.8%，平均防效达 85.01%。

4、生态效益

通过加强田间调查，搞好预测预报，有针对性地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重点是生物农药，组织椒农在辣椒病虫害

防治关键时期及时开展防治，减少用药次数和用药量，保护利用天敌，采取农业防治、物理防治与合理使用药剂防治等措施，

充分调动作物生态系统中的有益因素，达到控害护益，促进了田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效减少农药的污染和残留，达到了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无害化生产，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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