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豆的栽培历史悠久，其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均很高，是我
国最常见的粮食农作物之一。近些年来，大豆的栽种面积逐年扩
大，因栽培管理的粗放及大豆自身特点，其常常受到病虫害的侵
袭。本文以云南地区大豆种植为例，分析大豆在种植中常见的病
虫害种类及其相关防治技术，以期提高我国大豆的产量和质量，
更好地带动我国经济发展。

一、大豆主要病害
（一）锈病
锈病是大豆在种植中最常见的病害，尤其在云南，云南以亚

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为主，降水量大且集中。锈病高发
于阴雨潮湿天气，对大豆的叶片和叶柄叶茎均构成极大地危害。
一般来说，叶片的正面和背面均能发病，尤其是叶片的背面，因
常见不到阳光导致锈病更加严重。锈病初起时，先在叶片上生出
黄褐色斑点，病斑很快会扩大面积，导致叶片背面隆起，形成病
菌夏孢子堆。补救之后孢子堆的表皮会裂开，散发出大量棕褐色
的粉末，这些粉末就是夏孢子，可直接导致大豆叶片出现干枯现
象。在锈病后期，夏孢子堆周围可形成冬孢子堆，导致整株大豆
叶片和叶柄出现干枯现象，极大地降低了大豆产量。

（二）紫斑病
大豆在幼苗时期最常见的病害为紫斑病，在患病时期，大豆

的叶片叶斑颜色从紫色变成棕褐色，且斑点会逐渐变大，在叶片
上，由于叶脉的限制导致斑点形状不规则，当病斑数量加大时会
合并为大斑块。当雨季来临时，病斑上会生出灰色霉菌，这些霉
菌就是病菌孢子，通常叶片背面的孢子数量会多于叶片正面的孢
子数量。叶柄和叶茎上的病斑呈长条形或者梭形，颜色为深褐色
或者紫褐色。紫斑病严重时可使整段叶柄呈现紫黑色。表现在大
豆粒上，则直接呈现紫色，可导致种皮呈现深紫色并出现龟裂条
纹。对大豆幼苗的生长带来极大危害，导致大豆苗成活率下降。

（三）霜霉病
霜霉病与紫斑病一样，都高发于大豆的幼苗时期。霜霉病主

要出现在叶片和籽粒上，初期在叶片两侧出现褐绿斑点，在大豆
叶片背面也会出现白色霜霉。其病菌扩散极快，若不能采取及时
有效地防治措施，会导致大豆大面积减产。

（四）菌核病
菌核病可在大豆生长的各个阶段出现，尤其是开花期出现概

率最高。菌核病高发于夏季，在初期时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害
时间变长，感染面积扩大，使得大豆秆上出现大量斑点、颗粒物
及菌丝，最终导致褐色菌核出现。

（五）根腐病
根腐病也高发于大豆幼苗时期，初期，先是个别须根染病，

逐渐扩散到主根。主根染病后，起初并没有明显症状，后期根部
腐烂加剧，导致根系吸收养分和水分的能力下降，地上部分则出
现叶片发黄现象。病情轻微时，在午后光照强时叶片会出现枯
萎，到晚间即可恢复。到病情比较严重时，晚间也不会恢复。整
株大豆叶片出现发黄和枯萎现象，根皮与根髓分离，导致整棵植
株死亡。

（六）病毒病
病毒病可导致大豆叶片出现斑驳现象，在大豆叶面出现液

泡，感染上病毒的大豆植株整株矮小，豆荚畸形，若不及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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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将导致大豆质量和产量均出现下降的情况。
二、大豆主要虫害
（一）蛴螬
蛴螬主要寄生在大豆根部，其繁殖速度极快，产卵数量多，

当蛴螬聚集行动时，可导致植株大面积出现倒伏现象，降低植株
成活率。

（二）豆荚螟
豆荚螟是豆科植物常见的病害种类，幼虫寄居在豆荚内部，

使豆荚被蛀空，整株出现枯死腐烂情况。豆荚螟通常在夜间活
动，尤其是在周围环境干燥少雨时，豆荚螟大量出现，危害大豆
豆苗。

（三）食心虫
食心虫与豆荚螟一样，均寄居在豆荚内部，以取食豆粒为

生。食心虫可结茧成蛾，大量产卵繁殖。通常出现在云南雨季过
后，极大地扩大了大豆虫害面积。

三、相关防治技术
（一）农业防控技术
在进行大豆栽培种植前，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当地土

壤情况及气候降水情况，选择适宜在当地生长的抗病能力强的大
豆品种，选定后进行晒种处理，将已有病虫害迹象的种子剔除；
加强土肥水管理，对土地进行深翻处理，提升土地通透度；对土
质进行检测，根据土壤情况合理施加肥料，在施肥时，可选择性
施加生物菌肥、有机肥或农家肥，根据生长情况和土质情况合理
配合磷肥钾肥一起使用。施肥时要注意根据实际情况施肥，避免
过度施肥，造成资源浪费。在大豆生长过程中定期除掉田间的杂
草，清除病虫栖息地；在收获后，可将大豆秸秆打碎深翻，也
可将秸秆作腐熟还田处理，降低次年病虫害发生概率；雨季到来
时，需及时清理田间积水，避免土壤潮湿导致病虫害蔓延。

（二）生态防控技术
在大豆的病虫害防治中，也可利用生态防控技术来降低病

虫害出现概率。首先，需避免大豆的大面积单一种植，可采取套
种、混种和轮种等方式提升大豆的抗病虫害能力，以云南为例，
可采取大豆套种玉米的方式来抑制土壤里所含的病原体，提升大
豆的抗病能力同时也带动了玉米种植，增加了其经济效益。

（三）物理防控技术
物理防控在大豆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中也被广泛应用。其对

植株本身不造成危害，提升大豆质量，符合无公害化生产要求，
在虫害的防治上效果极为明显。可在大豆种植区域安装黑光灯、
高频杀虫灯等，利用生物的趋光性对害虫进行诱杀；还有一种高
频黑光灯，其由紫外线灯管、高压网罩和袋囊组成，这种高频黑
光灯可以做到无污染且高效率扑灭虫害，因此被广泛运用。但在
使用时，需注意及时用毛刷清理网罩和袋囊上的虫子，以免影响
扑杀效果；也可使用性诱剂对害虫进行诱杀，在田间每公顷安装
30 ～ 45 个诱捕器，将其挂在大豆顶部 20cm处，定期清理诱捕
器，更换诱芯，来保证诱杀效果。安装诱捕器时，可选择不同的
性诱剂，大面积使用，来增强防控效果。

（四）化学防控技术
1.大豆病害化学防治技术
锈病。可配制 36%的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475 倍液或者是 9%



抑多威乳油 2850 倍液，根据锈病病情严重程度每隔 4 ～ 5 天喷洒
1 次，连续使用 2 次或 3 次。

紫斑病。在开花期，可喷施 45%浓度的多菌灵可湿型粉剂
950 倍液或者是 68%代森锰锌 480 倍液，对防治紫斑病的效果显
著。

霜霉病。大豆若要预防霜霉病，可选择抗病害能力强的大豆
品种，适量施加磷肥，定期对大豆田间进行除草，种植时合理布
局，控制种植密度，保持植株间的通风程度，增强大豆天敌间光
照强度和光照时间等，降低霜霉病的发生概率；也可使用药物来
进行防治，可配置福美双药剂 480 倍液，对田间进行喷施，频率
控制在每天 2 次即可，持续喷施 5 天。

菌核病。在发现大豆植株感染菌核病之后，需彻底清理患
病植株，避免造成大范围感染。在初期，可利用 45%扑海因粉剂
1150 倍液和 48%速克灵可湿型粉剂 1500 倍液，连续喷洒 3 周，
每周喷洒 1 次即可。

根腐病。根腐病主要由环境潮湿引起，因此，在防治根腐
病时，可在雨季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避免大豆根系长时间泡在水
中，加重根腐病。也可用 20%甲霜灵可湿型粉剂 700 倍液和 70%
杜邦克露 750 倍液，对大豆田间进行喷施，喷施时需注意要根据
发病范围和发病程度合理喷施。

病毒病。选用 23%病毒A450 倍液或 4%菌毒清 450 倍液进
行喷施。在病毒病高发时，利用 1.3%植病灵乳剂 850 倍液进行防
治，可连续使用 3 次，来达到更好的防治效果。

2.大豆虫害化学防治技术
蛴螬。在进行大豆种植时，需深翻土壤，铲除越冬蛴螬。也

可配置 73%辛硫磷乳油与沙土搅拌，每公顷使用 18kg，然后再播
撒豆种，并用薄土覆盖豆种。

豆荚螟。在豆荚螟和豆荚脱离阶段时，喷施 1%杀螟松或者
2.8%溴氰菊酯的 3500 倍液来进行防治；也可在雨后喷施白僵菌来
防治。

食心虫。在食心虫害初起时，可投放赤眼蜂防治；也可在
幼虫阶段使用 22%氰戊菊酯乳油来进行防治；成虫阶段可喷施
4%S-氰戊菊酯 147 ～ 285g，能起到很好地防治效果。

（五）生物防控技术
生物防控技术是指运用害虫的各种天敌来对害虫进行扑杀的

技术。例如蚜虫在大豆的种植中是最为常见的虫害，这时，可利
用蚜虫的天敌如瓢虫、草蛉、蜘蛛或食蚜蝇等对害虫进行防治。
针对大豆常见的食心虫，可利用赤眼蜂来进行防治，在食心虫产
卵期，每公顷释放 30 万～ 45 万只赤眼蜂来防治食心虫。也可利
用低毒性、低残留的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如苏云金杆菌、多抗霉
素、球孢白僵菌、核型多角体病毒、蜡质芽孢杆菌和中生菌素等
低毒性的生物药剂对病虫害进行防治；也可利用各种植物免疫及
抗生长的制剂对大豆种子进行处理，提升大豆抗病害能力；也可
配置生物型肥料对大豆种子进行处理或者将其喷在叶片上，提升
大豆抗病虫害水平和抗逆性，增加大豆产量并改善大豆品质，实
现无公害化生产。

四、结束语
大豆在种植生长过程中，极易收到病虫害的侵袭，若不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范围，将会对大豆的生长造
成极大地危害。因此，相关部门需加大资金投入，引入先进技术
手段，以预防为主，运用各种防治手段，切实保证大豆的正常生
长。更要引入绿色无公害防治技术，提升大豆质量，促进大豆产
业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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