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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华菊玲、李信申、肖运萍、熊艳、黄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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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细菌性青枯病防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芝麻细菌性青枯病防治的基本原则、防治时期、选用药剂和防治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江西省芝麻细菌性青枯病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准则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1761  芝麻  国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农业防治 cultural control 

利用和改进耕作栽培技术，控制农业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使其免遭生物及非生物危害的方法。 

3.2  

物理防治 physical control 

根据农业有害生物对某些物理因素的反应规律，利用物理措施、器械设备及现代化工具等干扰、减

轻、避免或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方法。 

3.3 

化学防治 chemical control 

应用化学农药防治有害生物的方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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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 pesticide 

用于防治为害农林牧业生产的有害生物(害虫、害螨、线虫、病原菌、杂草及鼠类)和调 

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品。通常也把改善有效成分物理、化学性状的各种助剂包括在内。 

3.5  

农药残留 pesticide residue 

农药使用后残存于生物体、农副产品和环境中的农药原体、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的总称。 

3.6  

农药毒性 toxicity of pesticide 

农药对人、畜等产生毒害的性能，是评价农药安全性的重要指标。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毒、

低毒、微毒五大类。 

3.7  

安全间隔期 preharvest interval 

从 后一次施用农药至收获允许的间隔天数，即收获前禁止使用农药的日期。 

4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以种植抗病品种为基础，采取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多种防治措

施相结合，创造有利于芝麻生长发育，不利于病原菌侵染、繁殖、传播的环境条件，控制其发生危害，

把损失降到经济阈值允许范围之内。 

5 农药使用原则 

5.1  

合理选择农药 

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有关规定，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5.2  

安全合理使用农药 

农药的使用按 GB 4285 和 GB/T 8321 规定执行。根据防治指标，适期用药， 大限度减少化学农

药施用；准确掌握用药剂量和施药次数，选择适宜药械和施药方法，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注意农药

轮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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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治技术措施 

6.1  

农业防治 

6.1.1  

合理轮作 

芝麻与水稻进行水旱轮作，或与青枯雷氏菌的非寄主作物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避免与其它茄科作

物，以及花生、甘薯、姜、大白菜、萝卜等青枯雷氏菌的寄主作物连作。 

6.1.2   

精耕整地  

深耕晒垡，精耕细耙，增加土壤通透性。pH值5.5 以下的田块，整地时每亩施石灰100～150Kg。 

6.1.3  

品种选择 

因地制宜选择抗病、耐渍性强、适应性广的优质高产品种。抗病品种应多样化，合理搭配种植。

注重抗病品种更换，避免长期种植同一品种。 

6.1.4  

种子质量 

应符合 GB/T 16715.3 中规定的常规种良种标准、杂交种二级的要求。 

6.1.5   

播种 

推广开沟条播的播种方法。也可根据不同季节和当地实际，采取撒播方法。 

6.1.6  

科学管水 

高畦栽培，避免串灌漫灌，雨后及时排水。 

6.1.7  

合理施肥 

根据产量水平和土壤条件合理安排施肥量，以优质有机肥、过磷酸钙、硫酸钾为主。根据芝麻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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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开花至结蒴期可选用磷酸二氢钾、硫酸锌、硼砂等合理进行叶面施肥。 

6.1.8  

清洁田园 

发现田间有病植株应及时清除并带到田外集中烧毁，然后用生石灰粉进行病穴清毒。芝麻收获后，

及时清理病株残体。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尤其注意及时清除青葙、凹头苋等青枯雷尔氏菌寄主杂草。 

6.2  

物理防治 

6.2.1  

晒种 

播种前，晒种 1～2 d, 提高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提高抗病力，减少烂种。 

6.2.2 

温汤浸种 

用 55℃温水浸种 10 分钟或 60℃温水浸种 5 分钟。 

6.2.3  

太阳能土壤消毒 

夏季高温换茬期间，土壤表面撒石灰和腐熟有机肥，灌水使土壤湿润，覆盖塑料薄膜，持续 15～

20 d。 

6.3  

化学防治 

6.3.1  

种子处理 

用种子重量 0.2%的 72%农用链霉素可溶粉剂，或 20%噻枯唑可湿性粉剂拌种，晾干后播种。 

6.3.2  

定苗护根 

定苗（ 后一次间苗）时，77%可杀得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选用 72%农用链霉素可溶粉剂 1500

倍液、20%噻枯唑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或 20%噻菌酮悬浮剂 500 倍液粗喷淋根。 

6.3.3  

大田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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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适期 

在中心病株出现后，应根据天气实况和未来 10 d 的天气预报，确定大面积防治适期。 防治适期：

当田间病株率达 3%~5%时，应视为防治适期； 或暴雨骤晴，且田间已出现芝麻青枯病发生中心；或

田间已出现芝麻青枯病发病中心，且天气预报近期(5 d)内平均气温在 25℃以上、将有连阴雨或有中到

大雨天气，此时即为防治适期。 

防治药剂 

用药喷雾防治，可选用以下药剂：72%农用链霉素可溶粉剂、20%噻枯唑可湿性粉剂、20%噻菌铜悬

浮剂、20%噻唑锌可湿性粉剂。上述药剂宜交替使用，隔 7~8 d 喷一次，连续喷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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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芝麻细菌性青枯病发生规律 

芝麻细菌性青枯病的病原菌为青枯雷尔氏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 (Smith) Yabuuchi et al. (1995)]，

简称青枯病菌。该病菌主要在土壤、病株残体、用病残体制作的堆肥及杂草寄主等处越冬，成为翌年

的初侵染源。但同时青枯病菌也能在许多非寄主植物体内或依附在植株表面附生存活，因而即使没有

适当寄主，也能在土壤中长期存活。病菌主要借流水（雨水、灌溉水），其次借人畜、农具及昆虫等媒

介物传播。病菌通常从伤口或自然孔口侵入，通过皮层组织而侵入维管束，在维管束内繁殖并分泌毒

素致使植株失水萎蔫。同时，病菌从维管束向四周组织扩散，侵入皮层和髓部薄壁组织细胞间隙，并

分泌果胶酶，消解细胞壁的中胶层，致寄主组织崩解腐烂。病菌从腐烂的寄主组织散布到土壤中，借

流水等媒介传播至健株，引起再侵染。芝麻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病，但以芝麻初花至盛花期发病 盛。

青枯病菌属喜温细菌，当气温稳定在 20℃以上，5 cm 土壤温度上升至 25℃左右，即可侵染；气温 25～

30℃时发病进入盛期，因而发病高峰多在 7～8 月份。在江西各地芝麻生长期间的温度，一般均适于青

枯病的发生，所以病害发生流行的决定因素主要为土壤湿度。降雨增加土壤湿度利于病害发生，尤以

久雨骤晴、时晴时雨 易诱发该病害严重发生。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田块发病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