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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防控技术已经成为设施黄瓜病虫害防控的重要手段，其应用不仅可以保障黄瓜的质量和安全，而且

也更加符合人们对环保和健康的追求。有效地运用设施蔬菜栽培技术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是确保黄

瓜优质高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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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eventing and con-
trolling cucumber diseases and pests in facilities. Its application not only ensures the qua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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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of cucumbers, but also is more in line with people’s pursui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Effectively utilizing greenhouse vegetabl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green pest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nsuring a high-quality and high yield of cu-
c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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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1]，产量高、采收期长，其栽培方式主要是设施栽培，可实现周年

供应生产，但其种植过程中面临着多种病虫害的威胁，如黄瓜病毒病、霜霉病、白粉病、蚜虫等。传统

的防控方式主要依赖化学农药，但其不仅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而且容易导致害虫和病菌的抗药

性。由于设施环境相对封闭、温湿度相对较高、种植品种单一、连作严重等问题日益严重，在黄瓜栽培

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病害和连作障碍等问题，严重影响黄瓜栽培的品质和产量。在高温环境下，黄瓜

易受到炭疽病和灰霉病的侵袭[2]；而在低温环境下，黄瓜易受到立枯病和白粉病的侵袭[3]；在湿度过高

的环境中，黄瓜易受到灰霉病、炭疽病和立枯病的侵袭[4]；同时，湿度过高也容易滋生蚜虫、白粉虱等

害虫[5]；光照不足和通风不畅会导致黄瓜植株生长缓慢，抵抗力降低，容易受到各种病虫害的侵袭[6] [7]。
现阶段，设施黄瓜栽培过程中常见的病虫害方式为化学防治，病虫害化学防治虽然可以快速有效地控制

病虫害，但也存在一定的危害性：如残留危害、抗药性、生态破坏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化学农药在使用

后会残留在土壤、植物和农产品中，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潜在危害[8]。长期使用同一种化学农药会导

致病虫害对该农药产生抗药性，从而使该农药失去效果，需要更换其他农药，增加成本[9] [10]。另外，

化学农药的使用会破坏生态平衡，对土壤、水源、空气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在设

施黄瓜生产中，绿色防控技术逐渐成为了防控设施黄瓜病虫害的主流，应该采取综合防治策略，包括生

物防治、物理防治、农业措施等多种手段，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 

2. 病虫害发生特点及连作障碍 

2.1. 菌类病害 

由于黄瓜设施栽培环境高温高湿、种植密度大、环境封闭等特殊现象，适合菌类生长繁殖，易造成

病害蔓延。设施黄瓜栽培中常见病害有霜霉病、白粉病、角斑病、菌核病、叶斑病和猝倒病等。 

2.1.1. 黄瓜霜霉病 
黄瓜霜霉病的病原菌为霜霉菌，主要危害黄瓜叶片和果实，叶片上出现白色霉层，果实表面出现灰

白色霉斑，严重时会导致黄瓜果实变形、腐烂。黄瓜感染霜霉病后，发病初期叶片上会出现褪绿小斑点，

且逐渐扩展成黄褐色不规则病斑[11]。如果设施环境湿度过大，叶片背面还会呈现水浸状，早晚水浸状角

状病斑更加明显，中午症状稍轻；随着病情进展，病斑逐渐变为灰黑色，会出现一层霉层，并不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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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可能变为铁锈色；后期叶片病斑蔓延，逐渐卷曲干枯。如果发病后治疗不及时，会严重影响黄瓜的

产量与质量，且湿度过大为主要发生条件。 

2.1.2. 黄瓜白粉病 
黄瓜白粉病的病原菌为白粉菌，危害黄瓜叶片、茎部和果实，叶片上出现白色粉状物，严重时会导

致叶片变黄、干枯，影响黄瓜的正常生长和开花结果。白粉病对黄瓜叶片能够造成巨大危害，甚至还有

可能给黄瓜的叶柄和茎带来危害[12]。白粉病会在发病初期的时候于叶片正面或背面出现一些白色近圆形

的小粉斑，于发病中期，叶面会覆盖一层白色的霉菌[13]，白粉病发病末期叶片病斑逐渐变成黑褐色，并

散生出小黑点，随着病斑的不断扩大，最后叶片整片干枯变脆[14]，发生条件为高温高湿。 

2.1.3. 黄瓜细菌性角斑病 
角斑病属于细菌性病害，其主要会对黄瓜的叶片造成危害，此外也会影响卷须、果实以及叶柄等部

位，叶片染病初期出现水渍状的小斑点，随后病斑会表现为黄褐色油光多角形，潮湿时叶背病斑溢出白

色菌脓，最后叶片会出现穿孔现象[15]；若黄瓜茎或者叶柄处染病后，发病初期也会出现水渍状的病斑，

严重时会出现纵向开裂现象，并呈现出水渍状的腐烂以及产生臭味等[16]。黄瓜细菌性角斑病发生的主要

外因是低温高湿。 

2.1.4. 黄瓜菌核病 
黄瓜菌核病在黄瓜的整个生长期都会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花、茎和瓜条。最初表现为不规则大型

白色或灰白色水浸状病斑，后期可见稀疏白色霉层[17]。黄瓜菌核病主要发生在低温季节。当温度处于

10℃~20℃时，相对湿度达到 85%以上，最有利于菌核活动，引起黄瓜发病。 

2.1.5. 黄瓜细菌性叶斑病 
发病初期，黄瓜真叶上出现针尖大、水渍状淡绿色斑，后转为淡褐色的病斑，受叶脉的制约作用而

呈多角形[18]，湿润时叶片背面病斑有白色黏液[19]。高温(28℃~30℃)高湿(相对湿度高于 90%)有利于病

害的发生与流行[20]。 

2.1.6. 黄瓜猝倒病 
黄瓜幼苗的茎基部或中部先呈水浸状，后呈黄褐色，缢缩变细呈线状，如沸水烫过，开始苗床上的

病苗很少，几天后，病苗逐渐向外扩散，最终倒伏贴在地面上[21]。猝倒病在湿度较高的环境下，极易传

播，尤其是在幼苗光照不足、播种密度过高并造成徒长的情况下，往往发病严重，浇水后的积水点或膜

的滴水点一般为该病害的发病中心。 

2.2. 黄瓜病毒病 

病原病毒危害黄瓜叶片、茎部和果实，叶片出现黄化、变形、卷曲等症状，果实变小、畸形、变黄。

花叶病毒病主要为害黄瓜叶片，叶片出现皱缩、褪绿、变色等症状，新叶变成黄绿色相间的花叶，同时

病叶变小、皱缩，严重时叶片会出现反卷变硬和发脆等现象，常伴有角形坏死斑和簇生小叶。皱缩型病

毒病的主要表现为黄瓜新叶沿着叶脉会出现浓绿色的隆起皱纹，同时叶形变小，并出现蕨叶，有时候沿

叶脉会出现坏死。严重时会为害果实，使其表面出现凹凸不平的瘤状物，变形，严重时病株会直接枯死。

绿斑型病毒病表现为新叶产生黄色的小斑点，逐渐变成淡黄色斑纹，其中绿色部分会呈隆起瘤状。黄化

型病毒病时叶片中、上部分叶片在叶脉间会出现褪绿色的小斑点，后会发展成为淡黄色，或者全叶变成

鲜黄色，并且叶片硬化，向叶背卷曲，但叶脉依旧保持绿色。其病毒可随多年生宿根植株和病残体越冬、

越夏，翌年通过种植操作汁液摩擦和传毒媒介昆虫传播，种子本身也可传毒，高温干旱环境有利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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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生。 

2.3. 黄瓜虫害 

温室大棚黄瓜中的虫害发生率更高一些，常见的虫害包括蚜虫、白粉虱、潜叶蝇、瓜绢螟等[22]，主

要危害叶，嫩尖和果实。其中，蚜虫和粉虱主要吸食黄瓜叶片和嫩尖的汁液，同时产生蜜露等排泄物，

从而导致产生如煤污病和病毒病等一些其他附带病害。潜叶蝇主要危害叶片，造成叶肉组织缺失，影响

植株正常生长。瓜绢螟前期主要危害嫩尖，后期危害叶片和果实，啃食果实表皮严重影响产品品质。 

2.3.1. 蚜虫 
蚜虫属于昆虫纲有翅亚纲半翅目蚜科[23]，主要危害黄瓜叶片背面、嫩尖、嫩枝，以刺吸式吸取植物

汁液为主，导致黄瓜叶片变黄、干枯，果实变小、畸形。黄瓜嫩尖、嫩枝和嫩叶被害后，会出现叶片卷

缩，植株生长点坏死，嫩尖扭曲等，最后整株枯萎死亡；老叶被害后，叶片虽不会出现卷缩，但是会出

现逐渐干枯现象。蚜虫是一种既不耐低温也不耐高温的害虫，其喜温度适中的环境，故其发生的规律性

跟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2.3.2. 白粉虱 
黄瓜白粉虱主要危害黄瓜叶片，也会危害黄瓜的茎部和果实主要吸取黄瓜叶片的汁液，导致叶片变

黄、干枯，严重时叶片会卷曲、变形、脱落，影响黄瓜的正常生长，降低植物光合作用，严重时甚至枯

死。白粉虱会有很多的排泄蜜液，严重污染叶片和果实，形成煤污病。温室白粉虱适宜的繁殖温度为 18℃
~21℃，繁殖能力强，一年内可繁殖多代，繁殖速度极快。 

2.3.3. 潜叶蝇 
潜叶蝇主要有美洲斑潜蝇和南美斑潜蝇，以幼虫取食叶肉组织形式危害黄瓜植株。潜叶蝇幼虫潜居

在黄瓜叶片表皮之间，随着不断取食，形成不规则的先细后宽的弯曲蛇形虫道，受害叶片叶绿素遭受破

坏，进而影响黄瓜光合作用，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导致产量降低。潜叶蝇于 4 月份左右开始零星发生，

6 月份开始数量慢慢增加，7~9 月份是其爆发的高峰期，10 月份后开始逐渐消失。 

2.3.4. 瓜绢螟 
瓜绢螟为鳞翅目螟蛾科绢野螟属的一种昆虫，幼龄幼虫吐丝将叶或嫩梢缀合，匿居其中取食，使叶

片穿孔或缺刻，严重时仅剩叶脉，直至蛀入果实和茎蔓为害，严重影响瓜果的产量和品质[24]。瓜绢螟幼

虫的田间发生时间为 6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在此期间，瓜绢螟的幼虫发生量具有 3 个高峰期，分别为 7
月中旬、8 月上旬以及 9 月上旬，其中 8 月中旬为瓜绢螟的发生高峰；9 月下旬开始瓜绢螟发生量开始减

退。 

2.3.5. 根结线虫 
根结线虫是一种常见的黄瓜根部害虫，寄生在黄瓜根部，吸取植物汁液，导致黄瓜根部出现瘤状结

节，严重时会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导致黄瓜的产量减少。中午气温较高时植株呈现萎蔫状态，早晚气

温降低或浇水充足时暂时恢复正常，随着病情发展植株逐渐枯死，被害须根和侧根形成串珠状瘤状物[25]。
根结线虫为土传病害，主要是连作障碍造成。 

2.3.6. 斜纹夜蛾 
斜纹夜蛾属鳞翅目夜蛾科，又称斜纹夜盗蛾，俗称花虫，食性杂，寄生范围极广[26]。斜纹夜蛾发生

时期为 5 月中旬到 12 月上旬，7~9 月是期爆发的高峰期。斜纹夜蛾以幼虫集群食害叶肉，只留其叶脉，

食量随幼虫虫龄的增大而逐渐增大，危害严重时将作物啃食成光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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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连作障碍 

设施黄瓜连作障碍的原因主要有土壤物理性状恶化、养分吸收不平衡和蔬菜根系养分匮乏、土壤酸

化和次生盐渍化、土壤生物活性降低、自毒作用和土传病害严重等[27]。连作土壤会导致黄瓜产量和品质

会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而下降，但轮作土壤在相同的种植年限下黄瓜产量与品质显著提高。 

3. 绿色防控技术 

设施黄瓜绿色防控技术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在黄瓜种植过程中，采用无公

害、环保、可持续的种植方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危害，同时保证黄瓜的健康和品质[28]。通

过合理栽培措施，结合物理和生物防治，精准施药，合理控制病虫害基数，从而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频率

和用量。绿色防控是设施黄瓜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不但提升了设施黄瓜的产量和品质，还维持

了设施微生态平衡，能有效降低成本投入，增加产品经济效益。 

3.1. 栽培措施 

3.1.1. 种植准备工作 
通过硫磺和锯末进行种前区域熏蒸消毒，以达到杀死设施用地病菌和虫卵的目的。每亩用量：硫磺

2~3 Kg，锯末 3 Kg。同时，对土壤进行充分的改良和施肥，保证土壤肥力充足，有利于黄瓜的生长和发育。 

3.1.2. 水分与温度的管理 
黄瓜是一种喜温、喜湿但又不耐涝的作物，合理的水分和温度条件[29]，是确保设施黄瓜高产，优产

的必要因素。出苗前应保持温室温度在 30℃左右，出苗率达 80%以上时降低至 25℃左右，夜间控制温度

于 15℃左右，定植后晴天温度控制在 25℃~28℃之间，阴天情况控制在 22℃~25℃，同时夜间控制在 12℃
~14℃之间，加强水肥管理。 

3.1.3. 进行合理的轮作栽培 
与香辛类蔬菜、玉米、芹菜、花椰菜等轮作，可有效改善线虫、枯萎病、青枯病等土传病害。闲置

期进行清除杂草、深耕晒土等，消除病菌和虫卵，改善田间生态环境。 

3.1.4. 科学施肥 
根据设施土壤状况和黄瓜生长需求，选择合适的有机肥、矿物质肥等进行施肥，以保证设施黄瓜的

正常生长发育需求，培育健壮植株，提高设施黄瓜自身抵抗力。同时，避免化肥过量，减少对土壤和环

境的污染。 

3.1.5. 合理的栽培管理 
确定合理的黄瓜株行距，及时采用单蔓形式吊蔓，根据设施黄瓜生长状况及时去除侧枝，及早采摘

根瓜，同时去除无用雄花和卷须，于采摘后及时去除下部老叶和病叶，并进行落蔓处理，减少病原体的

同时有利于养分的吸收与利用。 

3.2. 物理防治 

3.2.1. 采用抗病品种或嫁接育苗的方式 
选择优质的黄瓜种苗，保证种苗健康、无病虫害，可以减少后期的病虫害防治压力。可选用抗逆性

强、耐低温弱光、生长势强、连续结果能力强的黄瓜品种进行育苗栽培或者利用黑籽南瓜、瓠瓜等抗病

性好的品种与黄瓜进行嫁接栽培，能有效预防土传病虫害的发生，提高植株抗逆性，提升设施黄瓜产量

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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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黄板和蓝板诱杀 
设施黄瓜蚜虫、粉虱和蓟马由于都是避雨栽培，因而导致其极易经常大规模爆发，尤其是 4~10 月份

之间，然这些害虫具有趋避性，如蚜虫和粉虱都有趋黄性；蓟马具有趋蓝性，因此可通过黄板和蓝板进

行粘着诱杀[30]。采用悬挂法，亩用量 40 张左右，考虑到人工等因素，一般于定植后沿黄瓜种植垄方向

悬挂于大棚中部左右位置。同时，也是检测设施黄瓜部分虫害基数的有效参考依据。 

3.2.3. 合理选择地膜 
地膜覆盖具有保温保湿、除草等功效，同时可创造良好的根系环境，掀开生长发育良好的黄瓜地膜

后，常可见毛细根均匀生长于地表。设施黄瓜地膜一般越冬或早春栽培选用银灰膜，越夏或秋茬选用黑

膜。主要因为银灰膜能有效反射光照，提升大棚温度，且具有驱蚜虫的功效，蚜虫爆发期一般在 4~5 月

份左右，且冬季及早春大棚温度低，使用银光膜刚好符合实际需求；黑膜能有效降低地温，有利于提高

越夏和秋茬黄瓜的定植成活率。结合膜下水肥一体化，能有效保持土壤湿度、补充黄瓜中后期所需营养

元素、降低棚内湿度等，创造适合黄瓜生长的设施环境，提高黄瓜产量与品质。 

3.2.4. 杀虫灯与诱捕器 
杀虫灯与性诱剂主要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和信息素作用。常用的杀虫灯主要有频振杀虫灯、黑光灯等，

其具有杀虫种类多、范围广、可持续性强等优点。诱捕器主要运用害虫自身的信息素作用，来对害虫进

行诱捕灭杀，其具有虫害监测简便、准确度高、实时性等优点。 

3.2.5. 防虫网 
在设施大棚周边和前后门通风处，设置 20~30 目防虫网，在不影响设施光照、通风等情况下，可形

成隔离屏障，切断外界害虫传播到设施里的途径，对于斜纹夜蛾、斑潜蝇、蚜虫等虫害的发生都能起到

很好的控制效果。 

3.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指利用生物学原理和技术，通过引入或加强天敌、寄生物、病原体等天然或人工培育的

生物因素来控制农作物、果树、林木等生物的病虫害。在黄瓜和其他作物栽培过程中，常见的措施有增

施生物有机肥、释放天敌类和生物药剂等，相比传统的化学农药防治方法，病虫害生物防治具有对环境

友好、保持生态平衡、安全性高、长期效果好和可持续性等优点。新型生物有机肥其富含有机质和多种

有益微生物，能够改善土壤根际环境[31]、克服土壤连作障碍、降低土壤病原菌基数，广泛适用于农业生

产。研究表明，生物有机肥在黄瓜上施用效果显著，患病植株明显减少，产量增加幅度较大[32]。设施黄

瓜常见的一些虫害，如蚜虫、粉虱、蓟马等，都可通过释放天敌的方式进行防治，如瓢虫类、蜂类和草

蛉等。生物药剂主要通过植物、微生物和动物提取，具有绿色安全、无污染、针对性强、抗性小、易降

解、持效期长等优点。植物源生物药剂主要有鱼藤酮、印楝素、除虫菊素等，主要运用于鳞翅目、蚜虫、

粉虱等。微生物源生物制剂主要有杆菌类、抗生素类，如苏云金杆菌是目前广泛运用于有机、绿色生产

中，对多种害虫都有防治效果；枯草芽孢杆菌能够产生抑制细菌、病毒、真菌和病原体的生长的抗生素

类物质[33]，从而起到防治效果。动物源生物制剂主要指由动物产生的毒素和激素生产的一种新型药剂，

如沙蚕毒、性信息素等都能起到防治虫害的目的。生物防治是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有效地保护

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实施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因此，在实

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防治方法。 

3.4. 化学防治 

在实际生产中由于一些气候因子的不可控性，如温度、相对湿度、光照和降雨等，可能会造成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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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大规模暴发，此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手段不能迅速有效地对病虫害起到防治效果，这时通过合

理的化学药剂、剂量、方式方法，可以起到短期内控制病虫害的效果(见表 1)。 
 
Table 1. Chemical control measures for common diseases and pests of cucumber 
表 1. 黄瓜常见病虫害化学防治措施 

病虫害名称 防治措施 

细菌性角斑病 可采用 72%农用链霉素 4000~5000 倍、77%可杀得可湿性粉剂 400 倍液或用 50%DT 杀菌剂 500
倍液。交替使用，可起到提高药效、降低抗药性风险的作用。 

细菌性叶斑病 可采取 72%农用链霉素 3000 倍液、新植霉素 4000 倍液、77%可杀得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等灌

根与喷雾相结合防治。 

细菌性叶枯病 可采取 40%噻唑锌 750 倍液或 40%氢氧化铜 1500 倍液，或春雷霉素 1500 倍液喷施，每隔 5~7
天喷雾防治一次，以上药剂要交替轮换使用，以防产生抗药性。 

霜霉病 可使用 5%的百菌清粉尘剂防治，7~9 d 喷施 1 次；也可以使用 80%的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每

3 d 喷施 1 次。 

白粉病 可使用 27%高脂膜乳剂、20%三唑酮或 20%吡噻菌胺等药液防治白粉病，根据病情发展每隔

7~10 d 喷药 1 次，药剂宜轮换交替使用。 

菌核病 可选用 50%乙烯菌核利 1000 倍液、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等喷雾防治，每隔 7~10 天喷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猝倒病 可选用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或 75%百菌清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喷施，每隔 7 天喷 1 次，连喷 2~3 次。 

病毒病 可用农药有 5%菌毒清可湿性粉剂 300 倍液、3%三氮唑核苷水剂 500 倍液或 20%病毒丹可湿性

粉剂 500 倍液喷施， 

蚜虫 孵化期蚜虫可以使用 1.3%的烟参碱乳油 500~800 倍液和 10%的吡虫啉 1000 倍液，经过稀释后

在黄瓜植株的表面进行喷洒；蚜虫成虫需要使用 5%的溴氯菊酯乳油 2000~3000 倍液防治。 

白粉虱 可用 10%噻嗪酮乳油 1000 倍液、22.4%螺虫乙酯悬浮剂 3000 倍液、4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 3000
倍液防治。 

斑潜蝇 可选用灭蝇胺 50%悬浮剂 5000 倍液、10%溴氰虫酰胺 1600 倍液喷雾防治。 

瓜绢螟 可喷施 5%甲维盐乳油 3000 倍液、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3000 倍液进行防治。 

根结线虫 可用 40%氟烯线砜进行种前土壤喷雾或 20%噻唑膦水乳剂兑水灌根的方式防治。 

4. 结论与展望 

在黄瓜的设施栽培过程中，首先要确保黄瓜种植各阶段所需的最适温度、湿度、水分和光照，其次

选用优质黄瓜品种，培育健壮的黄瓜苗或嫁接苗，控制好合理的株行距，及时并有效地采用吊蔓技术，

控制好后续的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为黄瓜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进而提高黄瓜的产量

与品质。 
未来，绿色防控技术将更加广泛地应用于黄瓜生产中，成为黄瓜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式：加强黄瓜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探索新的防治方法和技术，提高防治效果和可持续性；加强黄瓜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和示范，引导农民采用绿色防治技术，提高农民的意识和技能；加强黄瓜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的监管，严格控制化学农药的使用，保证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加强黄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的培训，提高农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加强防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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