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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花生在农业作物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并成为现代
农业产业开发中的主要农作物形态。为充分保障其种植的产量和
质量，以推动经济发展，则应当关注其病虫害的防治。在实践过
程中，相关人员需要先了解花生病虫害的发生特点，再结合发育
规律采取有效防治技术和手段，促进花生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创新
发展。

一、花生病虫害的发生特点
就现阶段的花生种植实践来看，其病虫害的产生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并且对花生果实的质量造成损，不利于生产加工以及
市场销售。而花生病虫害具有相应的特点，其一般会发生在根、
茎、叶等领域。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腐病及茎腐病
在花生幼苗成熟阶段，会发生根腐病或者茎腐病。其发病特

点为叶子颜色变为黑色，并逐渐转为腐烂，导致整株植物枯死。
该病害主要发生在土质黏重、高湿的条件下，是花生病虫害中发
病率最高的类型之一。

（二）白绢病
该病害主要发生在花生的根部或者茎部，特点是根茎呈现褐

色，并有腐烂演变趋势。其致病菌存在于种植土壤或者残秧、种
子中等。当花生种植栽培后，土壤中的病菌就会形成一种白色的
绢丝，并会随着花生生长发育而积累，最终导致花生枯萎。

（三）青枯病
在花生病虫害类型中，该病比较常见，通常发病于植株的开

花初期阶段，特点表现为植株顶部的根茎发生脱落，随后会彻底
枯萎直至腐烂。同时青枯病很容易出现成片发病，造成大面积的
花生产量受损。

（四）地下害虫
对花生产量和质量影响最大的因素即是地下害虫的破坏，其

发生特点为每年的 5 ～ 8 月份高发，一旦发生地下虫害，则表现
为花生的地下果实空壳、局部腐烂、整株枯萎死亡等。

（五）叶片类害虫
花生在种植时经常会发生损害叶片的害虫，其是以植株叶子

和花生果实为食。这一类害虫的发生特点是成批出现，影响范围
广，常见害虫有蚜虫、红蜘蛛等。

二、花生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技术
（一）种植前防治技术
对花生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应当以“防”为主，以“治”为

辅。因此在种植之前，则应当采取有效地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首先需要合理选择花生种植品种，对当地种植土壤进行科学的理
化分析，根据其特点和成分等选择适宜的种子，再进行种植栽
培。通常情况下，可选择生长期在 130 天左右的种子作为合适。
其次是要对选定的种子进行消毒，并与其他作物相比，应采用特
殊的种子消毒技术，即是合理进行选种和晒种环节，能够预防发
生根腐病和茎腐病。在拌种环节中，相关人员要混入适当的药
剂，比如 3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可加入适量的细干土，提高
拌种质量。在播种之前还需进行一定的浸种和种衣剂包衣，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花生作物出现根结线虫病。

（二）发芽期防治技术
在花生的发芽期内，主要会发生茎腐病、根腐病和根结线虫

病等，为此相关人员需采用针对性地综合防治技术，具体如下：
1．防治茎腐病。即可采用轮作方式，与甘薯、蔬菜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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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轮作，合理选用品质较高的种子，则能够降低茎腐病的发生
率。播种时需合理掌握栽种密度，减少病虫害的传播蔓延趋势，
降低发病率。

2．防治根腐病。在轮作方式基础上，每间隔 2 ～ 3 年，选
择与水稻以及旱地作为进行交替种植，防止在花生种植时残留细
菌，而对重复种植的花生幼苗产生干扰。并且在播种之前，应对
土壤进行深耕晾晒，借助太阳光杀除残留病菌。并需施加木霉菌
200 ～ 300 倍液，此时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有机肥的施用
量。

3．防治根结线虫病。先要对播种种子进行严格地疫病检
查，然后与玉米和小麦等旱地作物进行轮作。如发现部分花生作
物已经感染病原，则要立即提前收获，细致处理其根系，防止病
原菌传播。对遗留在土壤中的花生根系可采用焚烧、深埋等方法
彻底消除根结线虫病。

（三）开花期防治技术
花生开花期容易发生的病虫害有白绢病、青枯病和蛴螬等病

虫害。对于白绢病的防治技术应用，即是保障花生品种的质量较
高，并科学进行轮作，定期翻土、强化田间监控和管理。同时可
利用 3%井冈霉素兑水，喷洒在花生根部位置，可有效防治花生
作物的白绢病。对于花生青枯病的防治，要了解其是通过土壤进
行传播病菌的病害，因此为保障花生的正常发育生长，可增加有
机肥的使用量，也可在土壤中按照 600kg/hm2 的量洒入石灰或草
木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治花生作物的青枯病。如果发现存在
病株植物，应当立即清除，避免出现大面积的病虫害发病状况。
而蛴螬是导致花生作物缺苗的主要原因，在当前其是影响花生产
量和质量的第一大害虫，在防治工作中，应当采用 15kg的白僵菌
沿着花生播种的线路进行施用。也可采用适当的农业管理措施进
行防治，比如人工检查和巡视、种植蓖麻进行诱杀等，对蛴螬害
虫的防治都有较好的效果。

（四）结果期防治技术
花生作物在结果期受病虫害的侵害相对较小，但仍有可能出

现一些伤害叶片的害虫、病害，常见的有叶螨、造桥虫、叶斑病
等，通常发生高温、干燥天气下。对这一类害虫主要是采用无毒
无害的新型杀虫剂进行防治，对叶斑病的防治可采用丙环唑、多
菌灵等治疗药物实施控制。此外，相关种植管理人员还需定期对
土层进行翻查，及时发现害虫幼虫，有效利用杀虫剂开展防治措
施。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花生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其产

量和质量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在花生生长发育
的不同阶段开展相应的防治技术，在播种前、发芽期、开花期、
结果期等针对易发病虫害，采取有效地预防和治理措施，最大限
度地保障花生种植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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