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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已有近5000年的发展历史。不过在大豆种植过程中,因植物自身特

性的影响,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蚀,导致粮食减产、质量降低。本文就对大豆病虫害的类型及防治措施进

行讲解和介绍,重点针对化学防治法加以分析和说明,以期提高大豆产量和质量,增大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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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豆病害类型分析 

1.1大豆纹枯病 

纹枯病会破坏大豆的茎部、叶片和

豆荚这三个部位,且不同部位呈现的状

态特征各不相同。在感染纹枯病后,大豆

叶片会产生较多的不规则大斑,好像水

渍阴湿后的效果,随着病情的严重,湿度

波及范围会逐渐增加,直到将整个叶片

感染, 终叶片枯萎死亡。天晴后,枯萎

的叶片会直接掉落,但这样并没有结束,

纹枯病会逐渐向茎部蔓延,直到整个植

株全部枯死。茎秆上的病斑呈现的是云

纹形状,多集中在中间位置,两侧边缘不

明显,叶片颜色会转变成褐色。豆荚部位

会直接形成水渍状的病斑,颜色转变成

深褐色。种子被害后腐败。 

1.2大豆菌核病 

菌核病属于真菌性病害的一种,一

般在大豆苗期和成株期内发病,会导致

苗木枯萎、叶片、茎秆、荚豆腐蚀。感

染菌核病的大豆一般种植在阴雨连绵的

低洼地带内,区域内的排水系统不良或

无任何排水设施,大豆自身的抵抗能力

不佳,养分供应不足,氮肥施肥量过多,

或出现倒伏,这些情况频繁发生在7月下

旬左右或扬花期内。发病前期茎秆上会

出现褐色斑点,发展后,斑点逐渐扩大为

病斑。发病后期出现白色的絮状或颗粒

状物体,逐渐变黑。严重时病株枯死,枯

死的植株呈白色。 

1.3大豆灰斑病 

灰斑病又被称之为褐斑病、斑点病

和蛙眼病,是真菌性病害的一种。灰斑病

是大豆种植中 常感染的病种,已经被

列为世界性病害。我国大豆种植中,灰斑

病的产生多集中在东三省大豆的主要种

植区内,一旦沾染,会使大豆出现严重的

减产现象,减产率在10%-50%不等,为农

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灰斑病影响的是大豆的叶片和籽粒,

豆荚和茎秆部位会少量沾染。发病期不

同,呈现状态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苗期发

病时,叶片上会出现圆形、椭圆形或半圆

形的深褐色斑块；成株期发病,叶片上出

现的则是红褐色的圆形或椭圆形斑块。

板块中间位置呈现灰白色。如果大豆所

处环境湿度较高,那么叶片病变位置会

从中间部位开始发生霉变。严重情况下,

一片叶子上会出现几十个霉斑斑块,导

致叶片枯死脱落。豆荚位置上斑块的产

生以灰白色圆形或椭圆形形状为主,病

变的分界线较为鲜明。而籽粒上产生的

病变以灰色和红褐色为主,中间灰色,两

边红褐色。灰斑病产生的原因与大豆种

植区域温湿度把控不严有着直接关系,

温度在21-28摄氏度,湿度达到80%-90%

时, 容易诱发灰斑病。 

1.4大豆根腐病 

根腐病的出现没有固定规律,在大

豆生长的整个阶段内,都可能发生。尤其

是幼苗期和成株期,由于大豆植株抵抗

力不足,根腐病的出现概率升高。根腐病

发病后,大豆的茎基部位会出现浅褐色

或黑色椭圆形的病斑,叶柄基部缢缩,下

垂脱落。 

1.5大豆霜霉病 

大豆霜霉病在我国东北及华北地

区比较普遍,主要由于气候凉,在幼苗

期、成珠期、结荚期均可被害,霜霉病

会直接危害大豆早期幼苗,使其出现枯

死、霉烂等症状,破坏大豆的生命力,

进而降低大豆产量和质量。为了降低霜

霉病的危害,在大豆栽植前,需对大豆

品种和性能实行检测,尽可能选择性能

较好的品种完成栽种。在栽种中掺入克

霉灵或瑞毒霉,以增强大豆幼苗的抵抗

能力。且做好苗期观察,及时剔除病苗,

降低霜霉病侵染率。 

2 大豆虫害类型分析 

大豆虫害会降低大豆植株的存活率,

导致粮食减产。东北地区作为大豆主要

种植区, 常出现的大豆虫害有食心虫、

蚜虫、红蜘蛛、豆天蛾、卷叶螟等,其中

以蚜虫带来的危害 为严重。大豆感染

蚜虫,症状表现为叶片蜷缩和卷曲,叶片

背面分泌出透明黏稠液体。大豆开花后,

其花蕾受蚜虫影响可能发生变形,花蕾

的饱和度下降,直接影响大豆产量。若大

豆植株上的蚜虫过多,可能直接造成大

豆死亡。红蜘蛛作为常见虫害的一种,

主要是稀释植物中的营养成分,使大豆

因营养不良而停止生长, 终死亡。大豆

感染红蜘蛛,症状表现为叶片开始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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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灰,逐渐掉落,植株矮小,结荚的数量

下降,大豆减产。 

3 大豆病虫害的化学防治方法

分析 

3.1大豆霜霉病防治措施 

霜霉病发病期间,可使用350倍的乙

磷铝药剂喷洒在大豆植株上,达到杀灭

病菌的效果。而在前期预防中,可在大豆

种植期间,混入25%的甲霜灵可视性粉剂

拌和在土壤中,以达到提高大豆抗病害

能力的效果。在种植过程中,为保证大豆

种植效果,降低霜霉病感染的可能,可采

用轮作种植方式。 

3.2大豆纹枯病防治方法 

纹枯病的防治可采用农业和药剂防

治两种方式,同时为了降低染病的可能,

选择大众品种时,需以无病或抗性良好

的种子为主。加强栽培管理,并进行药剂

防治。纹枯病质量中使用的化学药剂以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井冈霉素水剂、退

菌特可湿性分级、菌核净可湿性粉剂为

主,不同药剂的效果各有不同,需结合实

际情况科学选择。纹枯病应在发病初期

阶段得到治疗,以免该病害扩散对大豆

质量和产量造成影响。发病初期治疗中

使用的药剂品种和用量为：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600-700倍液,每隔10天喷洒一

次,连续使用2次左右即可：5%井冈霉素

水剂1500倍液,以喷雾形式在晴朗夜间

或早晚水路未干时喷洒到大豆植株

中,10-15天一次；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10-15天喷洒一次；50%退菌特

可湿性粉剂800倍液,10天一次,共2次。 

3.3大豆菌核病防治方法 

工作人员需先科学选择大豆种子,

以无菌、抗病能力较强的大豆种子为主；

做好整地和田间管理工作,科学把控播

种间距,为其生长提供良好环境；播前用

种衣剂拌种。田间设置科学排水设施,

降低生长过程的环境湿度,减少病害沾

染率；科学浇水、施肥,根据大豆生长需

求,对肥料成分实行科学规划,减少单施

氮肥带来的影响。发现病苗病株,立即清

除。严重地区应立即就地清理带病植株,

以免运输中病菌扩散,感染其他植株。在

发病初期阶段,可采用以下药物达到治

疗和控制效果：50%的复方菌核净100倍

液、12.5%的治萎灵水剂500倍液、7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0%扑海

因可湿性粉剂1000-1500倍液、40%多硫

悬浮剂600-700倍液、50%混杀硫悬浮剂

600倍液等,这些药剂可遵循8天喷洒一

次的原则,使用3次左右即可。 

3.4大豆灰斑病的防治方法 

灰斑病的防治可采用50%多菌可湿

性粉1000倍液、70%甲基托布津1000倍

液、40%多菌灵胶悬剂1000倍液等喷雾防

治,按照8天喷洒一次的原则,喷洒2-3次,

达到控制或消除病害的效果。 

3.5大豆根腐病的防治 

农业防治采取适时早播,掌握播种

深度。合理轮作。根腐病防治可选用物

理和化学药剂两种方式加以处理,在使

用物理方式时,直接在土壤上覆盖薄膜,

通过阳光暴晒的方式达到杀菌效果,保

证土壤温湿度符合大豆植株生长需求。

涝洼地和明水地块及时排涝。在使用化

学药剂防治时,可利用75%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500-600倍液、30%甲基立枯磷乳油

1300-1600倍液在发病初期阶段喷洒到

植株上加以控制,隔8天喷1次,连续2-3

次。如果是茎基部位,可选用50%根腐灵

500倍液或74%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喷洒,喷洒时加叶面肥效果更

明显,若用以上药剂灌根,效果更佳。 

4 大豆虫害的防治方法分析 

虫害也是影响大豆健康生长的主要

原因。虫害产生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土

地消毒过程中,没有将虫卵灭杀干净。或

者其他区域的害虫迁移。大豆常见的虫

害类型为：蚜虫、卷叶螟、豆类螟。这

些虫类会对大豆也和茎秆进行破坏,造

成大豆生长出现问题甚至死亡。因此,

在大豆生长过程中,需做好虫害防治工

作,增加大豆产量。通常情况下,化学杀

虫对突然爆发的大面积虫害具有非常好

的效果,能够快速消灭害虫,物理杀虫主

要采用诱杀陷阱为主,主要对害虫的成

虫进行灭杀,具有一定的长期防治效果。

生物杀虫主要是利用食物链原理,将害

虫天敌投入到大豆种植区内进行捕杀,

达到降低虫害威胁的目的。 

5 结语 

大豆是重要的油料粮食以及副食品

加工原料之一,在我国的种植比较普遍,

为了提高大豆的产量与质量,一定要采

用科学的种植管理方法,选择优良品种、

选择恰当时机播种、加强田间管理, 重

要的是要对大豆常见的病虫害进行防治,

充分掌握大豆病虫害的特征,找出规律

和原因,及早实行预防和控制,从而避免

病虫害大面积爆发带来的损失,确保大

豆作物的质量和产量,增大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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