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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在国内属于传统十大名花之一，在各个区域种

植广泛，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栽培历史长达数千年。

当前城市内月季种植范围愈发广泛，形成了独特的城市

景观，提升了城市美观度，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在

月季生长发育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现

阶段自然生态系统变化速度较快，相较以往出现了重

要的变化，月季病虫害类型愈发复杂，如何对月季病虫

害进行防治成为相关人员所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社会，

重视落实绿色防治理念，使用综合防治手段提高月季病

虫害防治效果，避免给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在月

季常见病虫害防治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对防治手段进行创

新和优化，应用多种不同的防治技术，形成综合治理体

系，为月季营造良好的生长发育环境，进一步提高防治

效果。

一、月季生长特性
月季属于直立灌木，高度在 1 ～ 2m之间，月季小

枝较为粗壮，呈现为圆柱形，小叶数量在 3—5月，形

状多数为宽卵形或者卵状长圆形，长度在 2.5 ～ 6cm，

宽度在 1 ～ 3cm之间。月季自然花期在每年 4—9月之

间，果卵球形或者梨形，长度在 1 ～ 2m之间，果期处

于 6—11 月。月季对于自然环境的要求并不严格，但是

更加喜好偏酸性土壤，要求土壤结构疏松，土层肥沃，

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喜欢温暖且拥有充足日照的环境。

多数月季品种白天适宜在 15 ～ 26℃的环境下生长，晚

上适宜温度在 10 ～ 15℃之间，如果温度在 5℃以下会

进入到休眠状态，温度持续在 30℃以上月季会自动半休

眠，生长发育受到影响，部分月季品种具有较强的耐低

温和耐高温性，可以根据当地自然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

品种。

二、月季常见病虫害类型和防治
月季常见的病虫害类型较多，在对其进行防治时需

要了解不同病害的发病原因以及发病特点，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合适的防治措施。本文选择月季常见 4种病害

以及 3种虫害进行分析，提出了各种病虫害的具体防治

手段。

（一）黑斑病及其防治

1.病害特点。黑斑病是因蔷薇盘二孢侵染所引起的

病害问题，每年 6—8月是黑斑病发病高峰阶段，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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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在繁殖过程中会形成孢子盘，孢子盘突破月季表皮之

后，在其上方产生较多斑点，斑点颜色多数为黑褐色。

在灌溉时月季中病原菌会在水流中不断扩散，从而导致

病害面积扩大，叶片上方也会出现病斑，圆形黑色状病

斑，如果病害严重甚至会给根系位置造成危害，烂根问

题较为普遍。

2.防治策略。黑斑病多发于高温多雨季节，在进入

这一时期后可以向月季田喷洒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每间隔 7d给药一次，连续给药 4 ～ 5次，

能够起到预防疾病出现的效果，或者在发病初期阶段使

用该药物，也可以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将 45%特克多

悬浮剂 500 倍液和其进行轮换使用。如果病害症状较为

严重，可以搭配 70%甲基托布津 800 倍液到 1000 倍液

进行使用，并提高药物浓度，例如可以将 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浓度上调到 1500 倍液。

（二）灰霉病及其防治

1.病害特点。灰霉病是灰葡萄孢所引发的病害，通

常发病于叶片以及花朵上，花蕾颜色改变，初期病斑面

积小，灰黑色，严重后花蕾腐烂。花瓣被病害侵染颜色

转变为褐色，之后腐败，影响月季植株整体观感。叶

片被病原菌感染之后会于叶尖以及叶缘出现水渍状小

斑点。

2.防治策略。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700 倍液、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700 倍液可以起到较好的治

理效果，在给药时轮流更换两类药物，可以避免灰霉病

变得愈发严重，为月季提供合适的生长发育环境。在进

行治理时，需要重视清理病株残体，特别是在种植月季

之前需要对土壤进行深翻，将存在的病株残体及时清理

掉，利用深埋或者烧毁的方式处理。定期对株间杂草进

行清除，避免杂草和月季争夺营养成分，如果在发现病

害后，需要立即将发病植株清理掉。在挑选月季植株时

需要重视选择可以抵抗灰霉病的优秀品种，降低灰霉病

发生概率。

（三）白粉病及其防治

1.病害特点。白粉病因蔷薇单丝壳菌发病，选择在

植株上方越冬，在春天开始后会开始大量繁殖，入侵月

季内部组织，影响月季健康发育，幼嫩芽会出现不完整

的现象。白粉病在进入春天后快速传播，主要是因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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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风，大风天气会加快病害传播速度，影响大面积月季

的生长发育。温度和湿度也是影响白粉病发病速度的主

要原因，如果温度和湿度较高，病菌传播速度会有所加

快，一般会在 5—10 月之间进入高峰期，在叶片上方可

以发现明显的黄斑，且黄斑上附着白色粉末。在园林月

季生长过程中，如果持续受到白粉病循环侵染，会使叶

片出现提前掉落的现象。

2.防治策略。在防治白粉病时需要优先选择合适的

月季品种，提高月季抵抗白粉病的能力，摩纳哥公主是

可以抵抗白粉病的常见品种之一。65%代森锌 600 倍液

在白粉病预防过程中应用较为广泛，当月季发芽之后可

以喷洒药物，每间隔 7d喷洒一次，持续 3 ～ 4次便可

起到预防作用。当白粉病症状较为明显时使用 70%甲基

托布津 200 倍液、2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200 倍液进行

防治。

（四）霜霉病及其防治措施

1.病害特点。霜霉病是常见的真菌性病害，由蔷薇

霜霉菌引发，月季嫩叶上方发病率较高，会使叶片上方

出现淡绿色水渍状斑点，形状呈不规则状态，随着病害

越发严重，会逐渐改变为黄紫色、褐色，叶面呈现灼烧

症状。霜霉病会导致叶片出现脱落的现象，月季枯萎死

亡。霜霉病扩散速度较快，并且病原菌会持续侵蚀叶片

内的营养元素，影响月季植株整体营养成分的供应，会

导致月季出现发育不良的问题。

2.防治策略。在霜霉病出现时，管理人员应选择

58%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作为防治药物，在治

理时应重点将其和含铜汞碱性的药物进行分开使用，避

免给月季根系造成危害和影响。水分含量是影响霜霉病

发展的主要因素，需要对灌溉用水的用量进行合理控

制，挑选节水灌溉技术，形成水肥一体化的灌溉模式，

避免大水漫灌出现积水。在月季管理过程中，需要重视

对绿地内的积水情况进行观察，如果出现积水需要立即

进行排水，并减少浇水量，控制月季田间湿度水平，避

免湿度过高导致病原菌滋生。

（五）蚜虫及其防治

1.虫害特点。蚜虫是危害月季的主要害虫，夏季蚜

虫活跃，会不断繁殖扩散，给月季造成危害，其中月季

枝叶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月季长管蚜以及蔷薇绿长管

蚜是主要的蚜虫类型，蚜虫会在花梗、枝叶或者花蕾等

区域入侵，刺破外部，吸取内部的汁液，月季无花、少

花问题明显，整体观感下降，其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大

幅度下降，会影响月季种植效益。蚜虫也是传播其他病

害的主要途径，蚜虫所携带的细菌在其不断运动过程中

传播给其他月季，例如会传播煤污病。因此在对煤污病

进行防治时，也需要重点检查月季地内是否存在大量的

蚜虫。

2.防治策略。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000 倍液到

2500 倍液、5%溴氰菊酯乳油 3000 倍液是防治蚜虫的主

要药物，在进行治理时需要对两种药剂进行轮换使用，

通过定期更换药物的方式避免出现耐药性，提升虫害治

理效果。生物防治法是治理害虫的主要手段，管理人员

可以在月季田间释放瓢虫，能够利用天敌的作用主动对

害虫进行控制，避免害虫大量繁殖，减轻蚜虫给月季带

来的危害和影响。蚜虫具有趋光性的特点，在治理蚜虫

时可以利用其这一特性在田间放置杀虫灯，杀虫灯可以

将蚜虫吸引过来并自动将其消灭，减轻虫害治理难度，

提高治理效率。

（六）蓟马及其防治

1.虫害特点。蓟马属于缨翅目，该种害虫口器属于

锉吸式类型，蓟马主要危害的是月季皮质层，会通过花

瓣吸收大量营养成分，具有昼伏夜出的生活特性，因此

往往在发现害虫时通常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月季受到其

侵蚀和影响，防治难度较大。蓟马会选择在叶片背面

附着，排泄出的褐色物质会形成条斑，叶片变形，褶

皱症状明显。如果温度处于 23 ～ 28℃之间，湿度处于

40% ～ 60%之间，该害虫的繁殖速度最快。

2.防治策略。蓟马活动时间通常会选择傍晚之后，

由于该阶段光线较差，药物喷洒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因

此需要在白天对月季进行观察，及时清理出现病害的花

瓣，之后利用药物进行进一步防治。1.8%阿维菌素乳油

3000 倍液到 3500 倍液或者 50%杀螟松乳油 1000 倍液

是治理蓟马的常用药物，每一周给药一次，连续给药四

周即可，需要更换药物，避免出现耐药性。

（七）红蜘蛛及其防治

1.虫害特点。红蜘蛛是较难治理的一种虫害问题，

其身体长度通常在一毫米以内，肉眼无法完全观察到，

只能看见红色小斑点，只有在红蜘蛛聚集在一处时才可

以发现。红蜘蛛自身繁殖速度较快，一般 5～ 7d便可以

繁殖一代，每年可以繁殖的代数高达十几代，长期附着

在根系或者土壤内，在春季会陆续进入繁殖阶段，11月

到 8月是红蜘蛛危害月季的主要阶段。红蜘蛛会导致叶

片细胞的营养元素大量流失，叶绿素流失之后会出现黄

褐色斑点，叶片也会随之脱落，花朵逐渐萎缩，最终月

季死亡。

2.防治策略。5%哒螨灵 4500 倍液、1.8%齐螨素

6000 倍液是较为常用的红蜘蛛防治药物，可以取得较好

的防治效果，通过将药物喷洒在月季叶片或者花朵表面

上，可以对红蜘蛛进行治理。但是这一类药物很有可能

会给部分月季造成危害，需要了解月季品种特性，合理

选择药物。

三、月季常见病虫害间接防治措施
在月季病虫害防治中除去直接防治外，还可以通过

其他各类措施实施间接防治，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让

月季拥有合适的生存发育环境，能够抵抗外界病原菌的

入侵。

（一）合理修剪

在月季生产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定期修剪，是防

治病虫害的关键，可以避免侵染来源过多，优化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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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光照条件，防止病菌上出现过多病原，可以抑制

病虫害的发展。在修剪时需要选择晴朗天气，并且修

剪时间选择于早上，在对其实施大修剪时要求在离地

30 ～ 40cm的位置留下 3 ～ 5个分枝，且分枝应保持健

壮。大修剪之后需要重视对修剪处的伤口进行管理，喷

洒甲基硫菌素，防止伤口受到病原菌的侵染，加快伤口

愈合速度。在完成修剪后，需要将所清理下来的残枝和

落叶进行集中处理，不能随意堆放在月季附近，避免出

现病原菌交叉感染的现象，可以由专门人员进行异地集

中焚烧。

（二）品种筛选

品种选择是影响月季生长发育的关键，需要结合地

区的自然条件以及病虫害发生规律选择合适的品种，确

保品种选择的合理性，能够提高月季品种对于当地环境

的适应能力，提高月季存活率。在挑选品种时重点选择

本地所培育的月季品种，和自然环境适应度和匹配度更

高，生长效益也会更好。

（三）月季苗检疫

月季苗疫病检查是观察月季苗是否存在病虫害隐患

的重点工作，需要重视检查其叶片和根系是否存在病虫

害症状，如果发现有病虫害症状需要更换其他月季苗进

行栽种。特别是在补充月季苗时更加需要重视实施检疫

工作，挑选健壮且不存在病虫害的种苗，避免外界引种

引入带有病虫害的种苗，从而导致其他月季受害。在栽

植前需要做好土壤消毒处理，按照 1 ∶ 50 的比例对福

尔马林溶液进行配比，将其浇在定植土上，在定植土上

方覆盖塑料膜，覆盖一周之后即可。同时，对种苗的根

系进行处理，选择 1%硫酸铜溶液浸泡根部位置，可以

促进后续月季生长发育。

（四）合理密植

在种植月季时需要设计合理的密度，如果月季之间

间距过小，很有可能会出现根系争夺营养成分的现象，

会使部分月季生长发育不良，但是如果间距过大也会出

现浪费土地和肥料资源的现象，因此需要优化密度设

计。在栽植月季时需要保证叶片间的通风和光照条件不

会受到影响，按照每 1m212 株以内的标准进行栽植，有

利于促进月季根系发展，提升月季生长态势。

（五）构建智能化防治机制

在现代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月季栽培过程中

也开始广泛应用各类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在对病虫害

进行防治时可以选择在田间安装传感装置，收集田间信

息，了解湿度和温度数据变化，如果病原菌容易在这一

环境内滋生，需要重点进行管控。定期利用无人机对月

季的生长发育状况进行巡视和检查，通过拍照或者实时

回传录像的方式了解月季田间是否出现大面积病虫害，

如果出现立即进行处理。无人机在化学药物喷洒过程中

也有着重要作用，可以将药物存储在无人机的内部箱体

中，无人机可以做到精准给药，从而提升防治精准度，

避免化学药物使用过多，防止出现污染问题。

四、结束语
鲜花可以作为生活绿植，丰富室内空间，也可以在

园林工程建设中进行应用，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月季

是常用的鲜花之一，颜色优美，为了可以满足市场上对

于月季的需求，月季栽培规模持续扩大。在月季栽培管

理过程中容易出现黑斑病、灰霉病、白粉病、霜霉病、

蚜虫以及蓟马等各类病虫害，会给月季造成不同程度的

危害和影响。在防治时应当重视使用物理手段、化学手

段、生物手段，形成绿色无公害病虫害治理体系，并重

点从源头对月季进行有效管理，加强修剪、品种筛选、

月季苗检疫、密植、水肥管理环节管理力度，落实栽培

技术要点，杜绝病虫害的出现和蔓延，提升月季种植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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