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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构把无办害生产

关健技术研究与示 范
“

口

拿霜裂
“、

愉
华李

翼
宁泞夏农林科学院构栅

究所 。, , , � �  !∀ #

摘 要 ∃ 分析无公害构祀生产的相关因子
,

研究构把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
,

并进行示范与推广
。

构

祀产品 已基本符合无公害食品的部颁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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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地道中药材的历史 已逾

1    多年
。

自明
·

弘治始年
,

宁夏

就开始人工种 植构祀
,

被确认为

当时全国最佳物产之一
,

誉为
“

红

宝
”

作为历代
“

贡 品
” ,

并为我 国传

统出 口商品之一
。

宁夏拘祀滋补

肝肾
、

益精明 目
,

为中国药典规定

的构祀唯一 药用植物来源
,

被卫

生部列人
“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 的

品种名单
” 。

宁夏是我国构祀的原产地 和

收稿 日期 ∃ 1   ∀ 一  � 一 12

修回 日期
∃
1   ∀ 一 ! ! 一  �

主产区
,

按无公害标准建立生产

基地
,

是实现宁夏构祀无公害生

产的唯一选择
,

也是加人 3 45 后

消除绿色壁 垒
,

积极参与国内外

市场竞争
,

保障消费安全的必 然

趋势
。

一
、

影响拘 祀无公害

相关因子 的分析

!
0

宁夏构祀植株 因茎 叶繁

茂
、

枝稍鲜嫩
、

果汁甘甜而成为多

虫寄主
。

据调查
,

宁夏构祀虫害有

∀ 6 种
,

其中专寄主害虫近 1 种
,

多寄主害虫 !∀ 种
,

病害 � 种
。

在

年度生育期内发生频率高
,

如不

及时防治
,

常使构祀严重减产
。

构

祀又属 连续花果植物
,

主要病虫

害一年发生多代
,

虫类同期
、

虫态

生活史重叠严重
,

防治难度大
。

1
0

多年来宁夏构祀主要 以化

学 防治为主
,

不规范 的施用化学

农 药 造成构祀农药污 染 问题 突

出
。

由于 片面追求产量
,

出现打
“

保险药
”

现象
,

有的农户全年打

药次数高达 1 次
,

一般全年 ! 

余次
,

特别是 在采果期
,

采果与喷

7 “

十五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 划 %1  1 89 �! :9! 6 一
 1 #

,

宁夏构祀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

负责人
∃

李建国 ; 宁夏 回族自治 区科技攻关项 目

%1  ! 一
  � 一  ! 一

 ∀ #
,

构祀蚜 虫%主要害虫 #无害化 防治技术研究
,

负责人
∃

李润淮
。

7 7 联系人
∃ 石 志刚

,

研究实习员
,

从事构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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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交替进行
,

间隔期短
,

严重影响

构祀产品的安全性
。

!2 6 年
,

使

用 的农药 以有 机氯类农药六 六

六
、

Σ Σ 4 为主 ;进人 6 年代
,

有机

磷
、

氨基 甲酸醋类
、

菊醋类农药也

相继使用 ; 2 年代以后
,

构祀上

使用 的农药种类又有所增加
,

但

种植 者出于对防治效果和用药成

本的考虑
,

经常选用高毒
、

高残留

农药
,

致使天敌减少
,

生态失衡
,

农药用量越来越 大
、

浓度越来越

高
,

害虫害蜡抗药性增强
、

防治成

本增加
、

防治难度加大
,

拘祀产品

安全性下降
,

环境污染加剧
。

∀
0

由于一味追求产量
,

过量

使用无机肥
,

尤其是氮肥施用过

量
,

形成亚硝酸盐
,

它是 一种有毒

物质
,

可使动物中毒缺氧
,

患亚铁

血红肮症甚至死亡
,

此外亚硝酸

盐能和 胃中的含氮化合物结合形

成强致癌物质
—

亚硝胺 ; 同时

在生产过程中也会出现重金属 污

染和一些致病菌造成二次污染
。

《药用 植物及制剂进 出 口 绿

色行业标准》%中华人 民共和 国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布 #规定
∃ 亚

硝酸 盐 落 = ) Α Ο Τ Α ; 铅 簇 �
0

Β ) Α Ο

ΤΑ ; 砷 鉴 1
0

Β ) Α Ο Τ Α ; 汞 簇  
0

Δ ) Α Ο

ΤΑ ∃ 锡 毛  
0

∀ ) Α Ο Τ Α ;铜 感 1  
0

Β ) Α Ο

Τ Α ; 重金属总量 蕊 1  
0

Β ) Α Ο Τ Α ; 黄

曲霉毒素 8 < 盛 Φ ( Α Ο ΤΑ; 致病菌

%指沙门氏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不得检出
。

二
、

拘祀无公害生产

关键技术研究

!
0

构才己病 虫害防治

以拘祀病虫害防治研究为核

心
,

进行田间综合防治试验
,

制订

出一套无公害防治方案
。

病虫害

综合防治 %Κ
Γ ,& Α .+ ,& Μ Υ & Φ, Π + Γ鳍& ς

) &Γ, # 从体现生物多样 性与保护

环境的整体观点出发
,

按照
“

预防

为主
,

综合防治
”

的方针
,

营造无

公害生产 的生态环境
,

坚持以生

物防治为核心
,

针对构祀主要 害

虫的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
,

科学

合理使用化学 防治技术
,

结合农

业 和物理防治
,

使产品符合
“

安

全
、

优质
、

稳定
、

可控
”

的要求
。

%<# 构祀 主要病 虫害预测预

报制度 的建立及防治 指标的确定
+

0

主要害虫 的调查方法
∃

对 田 间拘祀害虫种群变化情

况作系统调查
,

选野生 田块
、

对照

田几个不同区域进行调查
,

每年从

∀ 月 1 � 日开始
,

.Β 月中旬结束
,

采

取随机取样方法
,

每一 田块取 � 植

株
,

各植株分东
、

西
、

南
、

北
、

中各取

刚发出的嫩枝 ∀ 厘米进行调查
。

调查主要害虫 的同时
,

监测如锈

蜡
、

实蝇等的发生情况
。

蚜虫分别调查卵
、

成虫
。

构祀红瘦蚊调查成虫
、

正 常

果
、

虫果
。

拘祀瘦蜻
∃
每次调查 !  叶

片
,

分五级统计虫情指数
∃ 5 级正

常叶 ; < 级有 < 一 1 个小于 <) ) 以

上虫瘦 ; 1 级有 1 一 ∀ 个大于 <) )

虫瘦 ;∀ 级有 ∀ 一 = 个 Δ ) ) 以下虫

瘦 ; = 级有 Δ) ) 以上虫瘦
、

致畸叶

片或花蕾
。

构祀木虱
∃
统计有卵叶

、

无卵

叶
。

成虫一触而飞
,

目测统计
。

构祀负泥虫
∃
统计卵

、

若虫
、

成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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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指标的确定
∃

综合防治的特点是面对整个

农 田生态系统中所有的害虫进行

有计划治理
,

在对一定时期内危

害严重 的害虫进行防治时
,

须兼

顾其它害虫
,

同样制定防治指标

时须在几种害虫间寻找平衡点
。

通过建立 回归方程
,

将防治指标

初步拟定如下
∃

蚜虫 防 治指 标初 步定 为 �

头 Ο 每枝 ; 构祀红瘦蚊防治指标初

步定为 .Β 个 Ο 每株 ; 构祀瘦蜡防

治 指 标 初 步 定 为 虫 情 指 数

 
0

 = ∀
。

%1 #药剂筛选

筛 选 国 家允许使 用 的 矿 物

源
、

植物源 和化学合成农药品种

进行防治效果试验
,

选 择最佳防

治期和防治方法是无害化防治的

主要 内容
。

通过室内
、

室外防治效

果试验
,

筛选一批 国家允许使用

的无公害药剂
,

并推广应用
。

无公害构祀生 产中禁止使用

的农药品种
∃ 六六六

、

滴滴滴
、

吠

喃丹
、

甲胺磷
、

久效磷
、

氧化乐果
、

三氯杀蜡醇
、

杀虫眯
、

双甲眯
、

氟

乙酞胺
、

对硫磷 %!:  � #
、

甲基对硫

磷 %甲基 !:  � #
、

内吸磷 %! � 2 #
、

马

拉硫磷
、

磷胺
。

%∀# 构祀 各种主要病 虫害的

发生规律
+

0

构祀蚜虫 %助−∋ 、 ΦΩ
0

#
∃
每

年构祀发芽时此虫即开始为害枝

梢嫩叶
,

严重时每一枝条均有蚜

虫
,

每完成一个世代有效积温 %Ξ #

为 6 6
0

∀ : 日度
,

一年发生 !2 代 ; 发

育起点温度为 6
0

2℃
,

开始发生危

害期为 = 月 !� 日 一 � 月 � 日
,

在

“ /Κ>Β
.<Μ Ι &∋& Γ & & + Γ Μ 4&

&− Γ Β <Β Α 》Ο 肠Μ&
. Γ

俪 ,∋Β Γ

ΒΘ 4.+ 以∋,∋Β Γ + < ϑ− ∋Γ &Φ &

Π& Μ ∋Ν ∋Γ & + Γ Μ Π+
,&.∋ +

Π&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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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
、

高温时易大发生
。

∗
0

拘 祀 红 瘦 蚊 %Ψ+ +Ω ∋&< <+

ΦΩ
0

# 为害幼蕾
,

使花蕾肿胀成虫

廖
,

并成畸形
。

每年约发生 : 代
,

以老熟幼虫在土 中作土茧越冬
。

次年春化蛹
,

约 = 月间成 虫羽化
,

羽化时
,

蛹壳拖出土表外
,

此时拘

祀幼蕾正陆续出现
,

成虫 用较长

的产卵管从幼蕾端部插入
,

产卵

于 直径 为 !
0

� 一 Δ ) ) 的幼蕾 内 ;

幼虫孵化后
,

钻蛀到子房基部周

围
,

蛀食正在发育的子房
,

形成虫

瘦
,

每瘦中有红色幼虫十余条
。

发生规律
∃
构祀红瘦蚊每完

成一世代有效积温 %Ξ # 为 ∀ = �
0

�

度
。

发育起点温度为 � ℃
,

通过发

育起点温度预测
∃ 正 常年份 = 月

.Β 日 一 = 月 ! � 日越冬成虫将进

人羽化期
,

实际观测到
∃ 1   1 年 =

月 !1 日
,

1   ∀ 年 = 月 != 日羽

化
。

在 土质疏松
,

春季 田间湿度

大
,

园地起伏
,

树冠下易形成小垄

的园地 内易大发生
。

在早春老眼

枝现蕾时第一代成虫开 始羽化
,

危害幼蕾
。

以后各代成虫羽化均

与拘祀树现蕾次数和时间相关
。

ϑ
0

拘祀负泥虫 %肠) + Μ & & & )
ς

尸(二‘+ ,+

Ζ+Ω
Β Γ ∋& +

俄∋Φ& #
∃
每年 � ς

6 月间
,

在构祀树上各期虫态可 同

时发现
。

成虫幼虫均危害叶片
,

危

害叶在边缘形成大缺刻或叶面成

孔洞
,

严重时
,

全叶被 吃光
。

Μ
0

构祀木虱
∃
成虫

、

若虫均以

刺吸 口 器插人 叶 组 织 内吮吸 汁

液
,

使树势衰弱
。

&
0

构祀瘦蜡 %9
& & . ∋+ ) + & .Β ΜΒ

ς

Γ∋Φ Ξ& 诉
;
#

∃
在叶片

、

嫩茎
、

花蕾上

形成紫色虫瘦或畸形
,

使树势衰

弱
,

早期脱果落叶
,

严重影 响生

产
,

据物候与虫情观测构祀瘦蜡

在 = 月下旬
,

春梢大量抽生
,

田间

温湿度适宜则易大发生
。

Θ
0

构 祀 锈 蜡 %9Ν (< ΒΥ 、

<.Ν ∋Μ

Ξ(
+
ΓΑ # ∃ 只在叶面游离生活

,

随着

展叶便集于叶面为害
,

为害盛期
,

叶面 密布蜡体呈锈粉状
,

被害叶

片变厚质脆
,

呈锈褐色而早落
。

据

物候与虫情观测拘祀锈瞒在 : 月

下旬
一 6 月

,

构祀树树冠郁闭
,

田

间杂草丛生
,

高温
、

高湿的生境条

件下易大发生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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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祀黑果病 ϑ< Β ) & .& <<+ & ∋Γ
ς

Α ( <+ ,+ %Φ,Β ) & )
0

# Ι& −& , ΙΥ + ( <Μ【无

性世代为 ϑ<Β & Β胡Β .∋( ) .

(ΘΒ ) + Ν ( Η+ ΓΦ

%8 + .Τ
0

#4−
( )

0

[ 或 % ∴ Β <<& ,Β ,. ∋&− ( )

Α <Β & Β 胡Β .∋Β ∋Μ& 、 Υ & Γ Η
#

∃
危害拘祀的

青果
、

花
、

蕾
、

嫩枝和叶
,

高温高湿

传播加剧
,

如持续阴雨
,

平均温度

在 !� ℃ 以上时
,

此病迅速蔓延
。

−
0

拘 祀 根 腐 病 【> (Φ +. ∋( )

Φ Β <+ Γ ∋ %Π
+ .,

0

# Ι+ & Ν
0

! ] >0 5 ? ⊥ΦΩ Β . ( )

Ι &−<
0

[ ] >0 & Β Γ & Β <Β . _ & ∋ΓΤ ∋咭 [

] >0 ) Β Γ ∋<如.)
& Φ−&<Μ Β Γ [ 田间积水

是 增加发病率的重要原因
,

中耕

作业造成根损伤有利于病原菌的

人侵
,

此病发生与低洼积水和根

株有伤 口 直接相关
。

%= #化 学防 治
∃

除以上病虫害外
,

构祀专寄

生害虫还 有构祀娟蛾
、

构祀卷梢

蛾
、

构祀蛀果蛾
、

印度裸蓟马
、

黑

盲蜷
、

跳甲
、

龟甲
、

龟象
、

泉蝇等
,

这些害虫在采用农业防治和化学

防治其它害虫时兼而 防治
。

%�# 农业防治
∃

在沿用传统农业防治的基础

上加以改进
,

防治工作优先采用

农业防治措施
,

通过加 强栽培管

理
、

中耕除草
、

清洁田园等一 系列

措施起到防治病虫 的作用川
,

每年

春季在构祀树体萌动前
,

统一清

园
,

将树冠下部修剪下 来的残
、

枯
、

病
、

虫枝条连同沟渠路边 的枯

枝落叶及 时清除销 毁
,

消灭病虫

源与对照 相 比能降低越冬虫 口基

数 ∀ ⎯ 以上
。

春季 � 月 中旬以前

不铲园
,

营造有利 于天敌繁衍的

环境 ; 夏季结合整 形修剪以及铲

园去除徒长枝和根孽苗
,

防止瘦

蜡
、

锈蜡滋生和扩散
。

%: #生物 防治 ∃

引进
、

施放捕食瞒和瓢虫 %龟

纹瓢虫 #试验
,

取得 了一些参考数

据
,

供进一步实验
。

1
0

构祀需肥规律研究

拘祀周年生育期内营养生长

与生殖生长从 ∀ 月下旬 %萌动始 #

至 .Β 月下旬 %降早霜止 # 呈连续

开花结果
。

在大量营养元素 %氮
、

磷
、

钾 #配合的同时
,

微量元素的

及时补给也很重要
。

为求取理论

依据
,

通过 对土壤不同层 次的营

养成分含量分析
、

根系吸收规律

的原子示踪研究和不同时期土壤

的养分动态观测
,

得出
∃
构祀根系

吸肥
、

需肥 的营养界期 %促进萌发

早
、

齐
、

壮 #是 = 月下旬
,

营养最高

效率期在 : 月上旬 %座果及幼果

膨大 #
。

从而初步掌握了拘祀年生

育期 内不 同生育阶段的 吸肥
、

需

肥规律
,

为保证营养生长 和生殖

生长 的适度平衡
,

提出
“

依产量均

衡施肥
”

原则
,

测算验证出
“

产 !   

公斤干果需氮 ∀2
0

= :Τ Α
、

五氧化二

肠.< Μ ΦΝ ∋& Γ & & + Γ Ψ 4& &−ΓΒ <卿
Ο ΠΒ 山

. Γ

做 ,∋Β Γ

ΒΘ 4.+ 己∋,∋Β Γ+ < ϑ− ∋Γ &Φ。

腆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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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拘祀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表

病 虫害种类 农药品种 防治方法 注意事项

蚜虫

防治 时间

= 一 6 月

红痪蚊

负泥 虫

= 月中旬
� 月下旬

= 一 � 月

木虱 ∀
、

=
、

� 月

下旬

最佳防治期

蚜虫 %干母#

孵化期和无

翅胎生期

化蛹期

成 虫期

成 虫期

若 虫期

成虫出蛰期

若虫发生期

以植物源农药为

主辅以 高效低毒

的广谱性杀虫剂

内吸性杀虫剂

=  ⎯ 乐果乳油

∀⎯ 乐果粉

高效低毒的

有机磷农药

癣满 = 月下旬
: 月中旬

6 月中旬

� 月下旬
: 月中旬
� 月上 旬

� 一 6 月

成虫 出蛰

转移期

内吸性杀满剂

构祀展叶
、

抽稍期
∃ 1

0

�⎯ 扑虱蚜

∀ �   倍 ; 开花座果期
∃ !⎯ 苦参素

!1   倍液树冠喷雾防治

= 月中旬
∃ =  ⎯ 辛硫磷 �  倍拌

毒土撒施并灌水进行土壤封闭

成虫期
∃
乐果乳油 !   倍喷雾

若虫期
∃
乐果粉全园喷粉

成虫 出蛰期 =  ⎯ 辛硫磷 �  倍

喷洒

若 虫发 生期 !⎯ 苦参素 !1   倍

液喷雾

=  ⎯ 乐果乳油 .Β  Β 倍液树冠及

地 面喷雾防治

着重喷洒叶片背
面

拌药

均匀

着重喷洒

叶片背面

巧 时后用辛硫磷

虫体暴露期的虫

情测报集中防 治

锈满 成虫期

若虫期

触杀性杀瞒剂 ! 时 前 = 时后

喷药
,

着重叶片

背面

黑果病 阴 雨天之前

! 一 1 天

=  ⎯ 百菌清

∀ ⎯ 绿得保

根腐病 � 一 6 月 根茎处有轻

微脱皮病斑

=  ⎯ 灭病威

1 �⎯ 三吐酮

成 虫期
∃

硫磺胶悬剂 :  一 6  倍

若 虫期
∃

1 ⎯ 牵牛星可湿性粉剂

∀   
一 =    倍液树冠喷雾防治

连续 阴雨两天 以上时
,

提前喷洒

百菌清或绿得保 6  倍液
,

阴 雨

后再喷一遍

发现病斑用灭病威 �  倍灌根同

时用三 吐酮 !  倍液涂抹病斑

保持园地平整不

积水

磷 1 :
0

: ΦΤ Α
、

氧化钾 !:
0

ΔΒ Τ Α ”

的指

标
〔1 ’,

避免 了因过量施用无机氮

肥造成的亚硝酸盐超标现象
。

∀
0

鲜果采收与制干

确定采果间 隔期对保证构祀

的品质和理化指标的稳定性是 十

分重要的
,

而且鲜果采收制干是

生产中很重要 的一环
。

拘 祀 浆 果 含 水 量 �6 ⎯ ς

61 ⎯
,

必须经过脱水制干方能成为

成品拘祀子
。

鲜果制干长期多采用

日光晒干的方式
,

由于 日晒脱水时

间长
,

晴朗天气需 � 一 : 天
,

延长 了

果实的后熟时间
,

造成某些营养成

分转化
,

影响干果质量
,

而且 日晒

受天气制约
,

遇阴天多雨
,

果实易

霉变
,

造成二次污染
。

目前采用油

脂冷浸
、

热风烘干法
,

不仅杜绝晒

干 的弊病
,

而且便于统一制干
,

提

高生产效率 %制干时间为 � � β
: 

小时 #和产品品质
。

三
、

示范推广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构祀研究

所建成 !
0

∀ 万亩构祀无公害生产

基地
,

按照
“

统一规划设计
、

统一

优良品种
、

统一技术操作
、

统一采

收制干
、

统一分级加工
”

的要求规

范生产
,

实现种植规模化
、

作业机

械化
、

防虫无害化
、

经营集约化
、

管理现代化
。

根据农业部
、

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规定的 《无

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

经 宁夏 回

族 自治区农牧厅认定基地为符合

无公害构祀产地条件 的第一批拘

祀产地
,

产品经香港浸会大学和

农业部构祀质量检测 中心 %宁夏 #

等多家单位检测
,

农药残留
、

重金

属
、

亚硝酸盐
、

致病菌等指标均符

合无公害产品要求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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