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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麦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藜麦主要病虫害防治的技术要求,描述了生产记录和档案管理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藜麦主要病虫害的防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８３２１(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１５６７１　农作物薄膜包衣种子技术条件

GB/T２４６８９２　植物保护机械　杀虫灯

GB/T２４６８９４　植物保护机械　诱虫板

NY/T３９３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１２７６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１９９７　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规范　通则

NY/T２６８３　农田主要地下害虫防治技术规程

NY/T３６８７　藜麦栽培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防治对象

４１　病害

藜麦主要病害有藜麦霜霉病(PeronosporavariabilisGäum)、藜麦尾孢叶斑病(CercosporachenopoＧ
diiFresen)、藜麦异孢霉叶斑病(HeterosporicolabeijingensisBrahmanage& KD Hyde)、藜麦笄霉软

腐病[Choanephoracucurbitarum(Berk & Ravenel)Thaxt]等,其分布与危害、症状、病原见附录 A.

４２　虫害

藜麦主要虫害有筒喙象(Lixussp)、藜麦根直斑蝇(TetanopssintenisiBecker)、黄曲条跳甲(PhylＧ
lotretastriolataFabricius)、菠菜潜叶蝇(Pegomyaexilis Meigen)、华北大黑鳃金龟(Holotrichiaoblita
Faldermann)等,其分布与危害、危害状、分类地位、形态特征见附录 A.

５　防治原则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和“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因地因时制宜,以农业防治为

基础,以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为关键,辅以化学防治,将病虫危害损失控制在经济允许水平之下.

６　防治技术

６１　农业防治

６１１　选用抗(耐)病品种

选用适宜当地的抗旱、耐盐、抗倒伏、抗(耐)病虫的品种,并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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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应符合 NY/T３６８７的要求.

６１２　轮作

宜与玉米、谷子、燕麦、马铃薯等进行轮作倒茬,减少筒喙象、藜麦根直斑蝇、黄曲条跳甲、菠菜潜叶蝇等

的虫口基数.轮作时宜考虑上茬作物阔叶除草剂的使用情况,除草剂对藜麦药害的预防应符合 NY/T１９９７
的要求.

６１３　灌底墒水

在土壤封冻区域宜进行冬灌,降低筒喙象成虫、藜麦根直斑蝇幼虫、华北大黑鳃金龟幼虫的虫口基数.

６１４　翻耕晒垄

播种前宜深翻土壤３０cm~４０cm,晾晒３d~５d,降低藜麦根直斑蝇幼虫、华北大黑鳃金龟幼虫、菠
菜潜叶蝇蛹的虫口基数及病原菌的数量.

６１５　适期播种

根据种植区域的农时,适当调整播种期,使开花期、成熟期避开雨季,预防主要病害.

６１６　覆膜穴播

采用覆膜穴播阻止藜麦根直斑蝇在藜麦根茎部产卵,播种方式应符合 NY/T３６８７的要求.

６１７　清洁田园

藜麦播种前和采收后及时清除病残株与田间地头的杂草,集中深埋或堆沤,减少筒喙象、藜麦根直斑

蝇、华北大黑鳃金龟、黄曲条跳甲、菠菜潜叶蝇等的虫口基数,降低多变霜霉、藜尾孢、北京异孢霉、瓜笄霉

等的病原菌数量.

６２　物理防治

６２１　灯光诱杀

连片种植的地块宜架设杀虫灯,每１hm２~２hm２ 设置１盏,挂置高度灯体底部距离地面１２０cm~
１５０cm.在华北大黑鳃金龟等成虫发生期开灯诱杀,开灯时间从２０:００到第二天６:００.杀虫灯质量应符

合 GB/T２４６８９２的要求.

６２２　糖醋液诱杀

根据种植区域的自然条件,可选择在藜麦根直斑蝇成虫发生期每６６７m２ 悬挂５个~１０个糖醋液诱

捕器进行诱杀,糖、乙酸、水的质量比为１∶１∶１０,每１０d~１５d更换１次.

６２３　诱虫板诱杀

宜选择在黄曲条跳甲成虫发生期悬挂黄色诱虫板,每６６７m２ 悬挂２０张~３０张,高出植株顶部１０cm~
１５cm.诱虫板质量应符合GB/T２４６８９４的要求.

６３　生物防治

采用生物源农药、昆虫病原线虫、七星瓢虫等天敌昆虫等防治霜霉病、藜麦根直斑蝇、华北大黑鳃金

龟等.

６４　化学防治

６４１　土壤处理

用３％辛硫磷颗粒剂每６６７m２２５kg拌２０kg细土配制成毒土、播种时撒施,防治藜麦根直斑蝇和华

北大黑鳃金龟的幼虫.土壤处理方法应符合 NY/T２６８３的要求.

６４２　种子包衣

可采用种子包衣预防病虫害,种子包衣剂应符合 GB/T１５６７１、NY/T３９３、NY/T３６８７的要求和各省

份临时用药规定.

６４３　生长期用药

根据生长期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优先选择高效、低风险农药防治.在无登记农药可用时,按当地农

业农村部门的临时用药管理规定,选择相应的防治用药.使用农药应符合 GB/T８３２１、NY/T１２７６、NY/

T３９３的要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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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生产记录和档案管理

生产过程中应详细记录防治对象、防治技术、使用时间、技术负责人、操作员等信息.
化学防治时应建立农药使用档案,详细记录农药名称、农药来源、农药登记证号、剂型、有效成分、规

格、防治对象、用药量、施用方式、施药器械、使用次数、施药间隔期等信息.
生产记录样表见附录B,记录保存２年以上.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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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藜麦主要病虫害危害特征及分布

　

A１　藜麦霜霉病

A１１　分布与危害

藜麦霜霉病主要分布在甘肃省、青海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北京市、河北省等区域.
藜麦霜霉病主要危害叶片,影响光合作用,导致减产;从苗期至成熟期均可发病,通常植株下部叶片先发病

且较重;一般在冷凉、高湿(相对湿度７０％以上)的环境条件下易发生,保护地种植发病重.

A１２　症状

发病初期,病斑形状不规则,淡黄色至淡粉色,病健交界清晰,直径１５mm~６０mm,叶背有稀疏淡

灰色霉层;中期病斑呈粉色,直径１３０mm~２２０mm;后期病斑连片,叶片枯黄、脱落,叶背面有灰黑色

霉层(图 A１).霜霉病的病斑不受叶脉限制,在叶缘或叶片中央均可出现病斑;不同品种的症状略有差

异,在部分品种上表现为黄色病斑.

图A１　藜麦霜霉病的症状

A１３　病原

病原学名为多变霜霉(PeronosporavariabilisGäum),属假菌界(Chromista)卵菌门(Oomycota)霜
霉纲(Peronosporea)白锈菌目(Albuginales)霜霉科(Peronosporaceae)霜霉属(PeronosporaCorda).孢

囊梗自气孔伸出,单生或束生,呈树枝状,二叉分枝４次~５次,末端小枝呈直角至锐角分枝,顶端尖细、弯
曲,长度９９μm~３０９μm.孢子囊淡褐色,卵圆形至椭圆形,大小(２５４~３６７)μm×(２１６~２４７)μm
(图 A２).多变霜霉除侵染藜麦外,还可侵染藜属杂草.

A２　藜麦尾孢叶斑病

A２１　分布与危害

藜麦尾孢叶斑病主要分布在青海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等区域.藜麦尾孢叶

斑病主要危害叶片,从开花期至成熟期均可发病,通常植株中下部叶片先发病,逐渐向上扩展;在２２℃~
２６℃、相对湿度７５％以上的环境中易发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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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２　藜麦霜霉病多变霜霉的孢囊梗和孢子囊的形态

A２２　症状

发病初期,病斑近圆形、淡黄色;中期病斑呈浅褐色、附着少量点状霉层,周缘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呈

灰褐色,稍隆起,有灰褐色霉层,直径３９mm~７６mm,严重时变黄、易脱落(图 A３).

图A３　藜麦尾孢叶斑病的症状

A２３　病原

病原学名为藜尾孢(CercosporachenopodiiFresen),属真菌界(Fungi)子囊菌门(Ascomycota)座囊

菌纲 (Dothideomycetes)球腔菌目(Mycosphaerellales)球腔菌科(Mycosphaerellaceae)尾孢属(CercospoＧ
raFresenexFuckel).分生孢子梗深褐色,簇生,弯曲,有１个~５个曲膝状折点,大小(３０６~９９３)μm ×
(４４~７７)μm.分生孢子浅褐色,圆柱形至倒棒形,顶部钝圆、基部平截,有１个~４个隔膜,大小

(３０２~５１９)μm ×(４６~１０２)μm(图 A４).藜尾孢除侵染藜麦外,还可侵染榆钱菠菜、草地滨藜、藜、
小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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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４　藜麦尾孢叶斑病藜尾孢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形态

A３　藜麦异孢霉叶斑病

A３１　分布与危害

藜麦异孢霉叶斑病主要分布在甘肃省、青海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河北省、北京市、
四川省等区域.藜麦异孢霉叶斑病主要危害叶片,从开花期至成熟期均可发病,在２２℃~２６℃、相对湿

度７５％~８０％的环境中易发生.

A３２　症状

发病初期,病斑呈淡黄色、近圆形小点;中期病斑中央呈褐色,周缘有淡褐色晕圈;后期病斑呈深褐色,
中央干裂、穿孔,表面有近轮状排列的小黑点(分生孢子器);严重时病斑连片、枯黄、脱落(图 A５).

图A５　藜麦异孢霉叶斑病的症状

A３３　病原

病原学名为北京异孢霉(HeterosporicolabeijingensisBrahmanage& KD Hyde),属真菌界(FunＧ
gi)子囊菌门(Ascomycota)座囊菌纲(Dothideomycetes)格孢腔菌目(Pleosporales)小球腔菌科(LeptoＧ
sphaeriaceae)异孢霉属(HeterosporicolaCrous).分生孢子器黑褐色至黑色,近球状,埋生或半埋生,大
小(２１６４~３０４６)μm×(２２２６~２９０１)μm.分生孢子透明,椭球形,无隔膜,大小(２５~５１)μm×
(１１~２３)μm(图 A６).

A４　藜麦笄霉软腐病

A４１　分布与危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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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６　藜麦异孢霉叶斑病北京异孢霉的分生孢子器和分生孢子形态

藜麦笄霉软腐病主要分布在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等区域.藜麦笄霉软腐病主要危害藜麦的穗、茎、
叶,从开花期至成熟期可发病,通常穗部先发病逐渐扩展至植株中下部主茎、侧枝及叶片;一般在高温、高
湿(２８℃~３０℃、相对湿度８０％以上)环境条件下易发生,保护地种植时易发生.

A４２　症状

穗颈部发病,初期病斑呈苍白色至棕色,病健交界清晰;中期病斑呈棕褐色至黑色,水渍状,软腐,穗萎

蔫;后期穗枯萎,附着大量深棕色霉层(小型孢子囊).茎部发病,病斑呈棕色至黑色、水渍状、软腐.叶片

发病,叶基部呈水渍状、深绿色、软腐,逐渐枯萎(图 A７).

图A７　藜麦笄霉软腐病的症状

A４３　病原

病原学名为瓜笄霉[Choanephoracucurbitarum(Berk & Ravenel)Thaxt],属真菌界(Fungi)毛霉门

(Mucoromycota)毛霉纲(Mucoromycetes)毛霉目(Mucorales)笄霉科(Choanephoraceae)笄霉属(ChoaneＧ
phoraCurr).小型孢子囊呈桑葚状着生在孢囊梗顶端,孢囊梗透明,微弯曲.小型孢子囊孢子深棕色,
椭球形,有条纹状纹饰,大小(１２２~１９４)μm ×(７５~１２２)μm.大型孢子囊黄色至深黑色,近球形,大
小４１８μm~１６７４μm,成熟后释放孢囊孢子.孢囊孢子棕色,纺锤形,两端有毛状附属丝,大小(１３２~
２３９)μm ×(６７~１２８)μm(图 A８).瓜笄霉除侵染藜麦外,还可侵染藜、台湾藜、辣椒、西葫芦、莴
苣等.

A５　筒喙象

A５１　分布与危害

筒喙象主要分布在甘肃省、青海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河北省、北京市等区域.筒喙

象主要以幼虫危害藜麦的主茎或侧枝,致使植株倒伏、枯死,造成减产;从苗期至开花期均可危害.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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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８　藜麦笄霉软腐病瓜笄霉的小型孢子囊和大型孢子囊形态

A５２　危害状

筒喙象的成虫在幼嫩主茎或侧枝上钻穴产卵,产卵孔椭圆形或菱形,卵孵化后幼虫在主茎或侧枝中蛀

食,导致输导组织变褐、坏死,幼虫老熟后化蛹,羽化后成虫从羽化孔爬出(图 A９).

图A９　筒喙象的危害状及其形态特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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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５３　分类地位

学名为筒喙象(Lixussp),属鞘翅目(Coleoptera)象甲科(Curculionidae)方喙象亚科(Cleoninae)筒
喙象族(Lixini)筒喙象属(LinxusFabricius).

A５４　形态特征

卵:两端略圆,具有光泽,初产为淡橘黄色,表面略带光泽,大小１０mm×０６mm.
幼虫:１龄~２龄幼虫,呈半透明,体长１８mm~３１mm;３龄~４龄幼虫,呈乳白色,头部为淡棕黄

色,体长５１mm~９６mm;老熟幼虫,呈乳白色,多皱纹,弯曲呈C形,头部棕黄色;上颚颜色略深,单眼１
对,体长１１６mm.

蛹:为裸蛹,翅芽半透明,初期为乳白色,头部和腹部背面渐变为浅棕黄色,羽化前喙、口器变成棕红

色,长１０５mm、宽２９mm.
成虫:初羽化为黄白色,后变为棕褐色或深褐色,触角和跗节赤锈色,触角位于喙中部之前,喙略弯曲,

眼卵圆形、扁,前胸圆锥形,鞘翅的肩不宽于前胸,肩略隆,体长９０mm~１２０mm(图 A９).

A６　藜麦根直斑蝇

A６１　分布与危害

藜麦根直斑蝇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区域.藜麦根直斑蝇主要以幼虫危害

藜麦的根系,造成藜麦生长发育迟缓,导致减产;主要是在藜麦苗期造成危害.

A６２　危害状

藜麦根直斑蝇的幼虫群集啃食藜麦根表皮,被啃食过的根系有褐色斑点疤痕;导致植株矮小,叶片萎

焉、枯黄、易脱落,严重时植株枯死(图 A１０).

A６３　分类地位

学名为藜麦根直斑蝇(TetanopssintenisiBecker),曾用中文名有“藜麦根蛆”和“辛氏直斑蝇”,属双

翅目(Diptera)斑蝇科(Ulidiidae)直斑蝇属(TetanopsFallén).

A６４　形态特征

卵:白色或乳白色,梭形,稍有弯曲,长１０mm.
幼虫:白色,蛆形,头部呈圆锥形;老熟幼虫表面坚韧,尾节末端有１对突刺,体长８０mm~１００mm.
蛹:呈茧形,初期黄色,后变棕褐色,长７０mm~９０mm.
成虫:头部大体棕色;具有触角沟及颜脊,触角端部较圆钝;额宽,其上有褶皱,但大部分裸且光亮,不

具粉被.翅几乎完全透明,仅在亚前缘脉处有一模糊翅斑;后肘室的后端角非常短,几乎不可见;rＧm 横脉

明显位于翅中室中点的后方.雄蝇腹部末端黑色、圆形,雌蝇腹部末端“黑棕色”或“褐色”、尖状,末端有较

长的产卵器,体长６０mm~９０mm,翅展１１０mm~１３０mm(图 A１０).

图A１０　藜麦根直斑蝇的危害状及其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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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７　黄曲条跳甲

A７１　分布与危害

黄曲条跳甲在我国各个藜麦种植区均有分布.黄曲条跳甲的幼虫和成虫均可危害,幼虫危害根系,成
虫喜食藜麦的幼嫩组织;致使植株生长缓慢,造成减产;从藜麦苗期开始危害.

A７２　危害状

黄曲条跳甲的幼虫环剥藜麦根部表皮,形成环状弯曲的虫道,严重时咬断须根,造成植株萎蔫、枯死.
黄曲条跳甲的成虫喜食藜麦幼嫩组织,将叶片咬成小孔洞状或缺刻状,严重时吃光叶肉、仅剩叶脉.

A７３　分类地位

学名为黄曲条跳甲(PhyllotretastriolataFabricius),属鞘翅目(Coleoptera)叶甲科(Chrysomelidae)
菜跳甲属(PhyllotretaStephen).

A７４　形态特征

卵:呈椭圆形,淡黄色,大小(０３~０５)mm×(０２~０２５)mm.
幼虫:１龄幼虫,呈乳白色,半透明,头部黑色,体长０５mm~１０mm;２龄幼虫,体长１５mm~

２５mm;３龄幼虫,体长３０mm~４０mm;老熟幼虫,体长缩短略肥胖.
蛹:呈椭圆形,初为乳白色,后变为淡黄色,翅芽及足伸至第五腹节,腹部有１对叉状突起,长２０mm~

２５mm.
成虫:鞘翅具光泽,两个鞘翅中央分别有一纵向黄色条纹,条纹外缘中部向内弯曲,前后两端向内侧弯

曲,纵条纹整体呈哑铃状;触角为线形,共１１节;成虫雄性外生殖器端部呈铲形斜面,平时收藏于腹部内

侧;雌性外生殖器由生殖腔和两个产卵器组成;成虫雌性腹部第Ⅴ节边缘丰满圆润,雄性边缘凹陷,体长

１８mm~３０mm.

A８　菠菜潜叶蝇

A８１　分布与危害

菠菜潜叶蝇主要分布在甘肃省、青海省等区域.菠菜潜叶蝇主要以幼虫危害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

用,造成减产;从藜麦苗期开始危害.

A８２　危害状

菠菜潜叶蝇的幼虫在叶片内钻蛀,受害叶片表面布满潜道,在上下表皮之间蛀食后只剩表皮,呈半透

明水泡状突起,透过叶表皮可看到幼虫及排泄物,致使叶片变黄、干枯、脱落.

A８３　分类地位

学名为菠菜潜叶蝇(Pegomyaexilis Meigen),属双翅目(Diptera)花蝇科(Anthomyiidae)泉蝇属

(PegomyaRobineauＧDesvoidy).

A８４　形态特征

卵:呈长椭圆形,初为白色,后变为米黄色,表面有多角形规则网状纹,大小(０８~０９)mm×０３mm.
幼虫:１龄幼虫,呈透明,体长１０mm~２０mm;２龄幼虫,体长４０mm~５０mm;老熟幼虫,头尖

尾粗,污黄色,口钩黑色,虫体各体节有许多皱纹,体长７０mm~９０mm.
蛹:为围蛹,头部较窄,尾部较平,前后气门突起,红褐色至黑褐色,长４０mm~５０mm.
成虫:体灰黄色,复眼黄红色,短小的触角１对,共３节,有触角芒１根,基部为黑色、粗大,逐渐过渡为

黄色的细长丝状,前翅暗黄色,翅脉黄色,后翅退化成极小平衡棍;雄成虫腹部尖细,胸部与腹部呈向下弯

曲状;雌成虫腹部肥大,呈半椭圆形,胸部与腹部基本平行,体长４０mm~７０mm,展翅１００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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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生产记录样表

　
藜麦主要病虫害发生及防治记录表见表B１.

表B１　藜麦主要病虫害发生及防治记录表

防治对象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发生面积 危害程度 防治技术 使用时间 防治效果 操作员 技术负责人

农药使用记录表见表B２.

表B２　农药使用记录表

农药

名称

农药

来源

农药

登记证号
剂型

有效

成分
规格

防治

对象
用药量

施用

方式

施药

器械

使用

次数

施药

间隔期
操作员

技术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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