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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农业植保技术》

前言

　　农业生物灾害的科学有效防控是确保农业产业、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稳定提升粮食
综合产能，促进垦区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多年来，垦区以农药联网试验为基础，以
农药筛选和药械更新为重点，以田间标准化施药技术为保障，狠抓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1978年率先
从国外引进化学除草剂，开创了我国化学除草剂大面积应用的先河。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1988年
“黑龙江垦区旱田化学除草配套应用技术的研究”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近年来，围绕生产急需的有害生物数字化预警技术、重大病虫抗药性监测治理技术、农业
有害生物生态控制技术、重大病虫应急防治技术、环保型生物农药应用技术和外来危险性有害生物检
疫防疫技术等开展科技攻关，同时，对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发生规律、预测预报和防治配套技术
进行研究；组织技术力量，以水稻、大豆、玉米、麦类、马铃薯等农作物主要病虫害防控为核心，实
施有效的监测、技术指导和控制；研究配套和推广应用了以农作物健身防病促熟增产提质、水田分期
施药、旱田化学除草、种衣剂应用、航化作业、药害诊断与解救，除草剂喷雾助剂，大面积更新和引
进口喷体和喷头，推广农药喷洒技术等植保新技术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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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绿色农业植保技术》内容简介：农业生物灾害的科学有效防控是确保农业产业、农业生态环境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稳定提升粮食综合产能，促进垦区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多年来，垦
区以农药联网试验为基础，以农药筛选和药械更新为重点，以田间标准化施药技术为保障，狠抓技术
创新和推广应用。1978年率先从国外引进化学除草剂，开创了我国化学除草剂大面积应用的先河。经
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1988年“黑龙江垦区旱田化学除草配套应用技术的研究”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
一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近年来，围绕生产急需的有害生物数字化预警技术、重大病
虫抗药性监测治理技术、农业有害生物生态控制技术、重大病虫应急防治技术、环保型生物农药应用
技术和外来危险性有害生物检疫防疫技术等开展科技攻关，同时，对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发生规
律、预测预报和防治配套技术进行研究；组织技术力量，以水稻、大豆、玉米、麦类、马铃薯等农作
物主要病虫害防控为核心，实施有效的监测、技术指导和控制；研究配套和推广应用了以农作物健身
防病促熟增产提质、水田分期施药、旱田化学除草、种衣剂应用、航化作业、药害诊断与解救，除草
剂喷雾助剂，大面积更新和引进口喷体和喷头，推广农药喷洒技术等植保新技术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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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苗茎基部和周围土壤上长出粉红色或白色的霉层。用手提拔病苗从茎基断裂。病株根色变黄，进
而变褐而腐烂，如图1－2。　　[侵染循环和发病条件]镰孢菌和丝核菌在寄主病残体和土壤中越冬。
低温、阴雨、光照不足是发病的重要因素，持续低温或阴雨后暴晴，土壤水分不足，幼苗生理失调，
常导致病害急剧发生。种子质量和生活力差，床土黏重、偏碱，播种过早、过密，覆土过厚以及施肥
、灌水和通风等管理不当，都有利于立枯病的发生。　　[防治]水稻立枯病是由多种病原菌侵染引起
的，其中引起水稻立枯病的镰孢菌和立枯丝核菌在土壤中普遍存在，营腐生生活，这些菌的数量或侵
染力常受到环境条件及土壤中拮抗菌数量的影响，但主要与水稻幼苗在不良条件下生长衰弱、抗病力
低有关。凡不利于水稻生长和削弱幼苗抗病力的环境条件（气候异常、床土黏重或偏碱性、苗期管理
不当等条件），均有利于水稻立枯病的发生。为此，土壤调酸、药剂消毒和加强栽培管理是防治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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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收到了，看了一下还不错

Page 7



《绿色农业植保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