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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青花菜黑腐病用药概
述



• 青花菜黑腐病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真菌性病害，主要危害青花
菜的叶片和根部。该病菌在病残体、土壤和种子中越冬，通过
风雨和农事操作传播，从气孔、水孔和伤口侵入植物组织。青
花菜黑腐病的发生与气候条件、栽培管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青花菜黑腐病简介



• 防治青花菜黑腐病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化学防治，正确的用药方法不仅可以有效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还可以降低农药
对环境和人体的负面影响。因此，了解用药须知对于青花菜黑腐病的防治至关重要。

用药须知的重要性



预防为主01

在青花菜生长过程中，加强栽培管理，提高植株抗病能力。选用抗病品

种，合理密植，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湿度过大。

防治策略及注意事项

及时治疗02

一旦发现青花菜黑腐病的发病中心，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治疗。可以使

用农用链霉素、新植霉素等杀菌剂进行喷雾防治，每隔7-10天喷一次，

连续喷2-3次。

注意安全03

在使用农药时，应遵循安全操作规程，佩戴防护用品，避免对人体造成

伤害。同时，应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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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菜黑腐病症状及病原



青花菜叶片受害，多从叶缘开
始，形成“V”形黄褐色病斑，
有时病斑沿叶脉发展，形成网
状黄脉，病斑边缘不明显。

症状识别

叶片症状
茎部受害，病斑呈褐色溃疡状，稍
凹陷，边缘常有脓黄色黏液。

茎症状

根部受害，呈褐色坏死，严重时根
系腐烂。

根部症状



病原菌
青花菜黑腐病的病原菌是油菜黄单胞菌十字花科致病变种（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brassicae）。

病原菌形态
该菌为革兰氏阴性菌，短杆状，极生单鞭毛，无芽孢，有荚膜。

病原鉴定



发病规律及影响因素

病原菌主要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也可在种子内及未腐熟的肥料中越冬。病菌通过伤口、自然孔口及水孔等途

径侵入寄主组织。带菌的土壤、种子及肥料是该病的主要传播途径。病菌最适生长温度为25～30℃，最低5℃，

最高35℃。高温高湿有利于发病。

发病规律

连作地块、高温高湿环境、植株徒长、土壤瘠薄、肥料不足等情况下，青花菜黑腐病的发病率会相应升高。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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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青花菜黑腐病的药剂
选择



生物药剂

微生物菌剂：例如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等，
能够通过抑制病原菌的生长和繁殖，减轻病
害的发生和危害。

生物农药：例如农用链霉素、井冈
霉素等，具有针对性强、药效持久、
对人体安全等特点，能够有效防治
青花菜黑腐病。

生物药剂是防治青花菜黑腐病较为安全
和环保的选择，其中包括微生物菌剂、
生物农药等。



化学药剂

化学药剂在防治青花菜黑腐病

方面效果显著，但长期使用会

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

常见的化学药剂包括苯醚甲环

唑、吡唑醚菌酯、氟硅唑等，

这些药物能够快速杀灭病原菌，

减轻病害的危害。

使用化学药剂时需要注意药物

的浓度、使用次数和间隔时间，

避免产生药害和产生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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