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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农业种植概述、有机农业种植中的养分管理、有机农业种植中的植保技术、有机农业中的蔬
菜栽培技术、有机农业中的果树栽培技术、有机农业种植范例等。
适合于菜农，果农，及农科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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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利用抗病品种　　选用抗病品种是植物病害防治的重要途径，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因为寄主植物和病原物在长期斗争过程中，有些寄主植物对一些病原物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抗病性。
因此，种植抗病品种防治病害简单易行，经济有效，特别是对一些难以防治的病害，效果更佳。
　　但是，利用抗病品种也存在许多问题。
①抗病品种的选育。
有许多病害到目前尚未找到抗病基因，再者有很多植物可遭受多种病害侵袭，要培育多抗品种是很难
的；②优质性状和抗病性状的矛盾。
在抗病性状的选育中，经常存在抗病不优质，优质不抗病的问题，特别是蔬菜，其品质往往更重要，
这也限制了抗病品种的利用；③抗病品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常由于病原物群体组成的变化，致使原
来抗病的品种失去抗病性而变成严重感病的品种，给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由此看来，利用抗病品种在蔬菜作物病害的防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不是唯一的。
在利用抗病品种时，还应考虑品种抗病性持久性的问题，避免单一大面积推广某一抗病品种，应合理
布局，及时轮换品种，并注意提纯复壮。
抗病品种的利用，在有机农业中还应注意不能采用转基因的品种。
　　（四）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指利用物理的方法防治植物病虫害。
　　1.作物种子处理　　（1）汰除，有些病原物的菌核、线虫的虫瘿和菟丝子的种子等混杂在作物种
子中，如果将混有病原物的种子播种，这些病原物就会随种子传播病害。
因此，在播种前可通过筛选汰除病原物。
筛选的方法有风选、筛选和水洗（盐水、泥水或清水）等。
　　（2）热力处理。
当寄主和病原物的耐热性不同，使其可能用高温杀死种子、球茎、块根或其他种类的繁殖材料表面或
内部的真菌、细菌、线虫或病毒，而不严重伤害寄主时，热力处理便是有价值的防治措施。
热力处理在清除果树繁殖材料中的病毒和球茎中的线虫特别有用。
主要有温汤浸和干热处理。
　　温汤浸种。
有些病害的病原物粘附在种子表面或在种子里面越冬，必须在播种前进行处理。
最常用的方法是温汤浸种。
温汤浸种是指把种子放人一定温度的热水里，保持一定的时间，直至种子里面的病原物受高温的影响
而死亡，但对种子的正常生理功能没有阻碍，这种方法叫做温汤浸种。
　　温汤浸种的方法很多，有的先把种子经过冷水预浸后用温汤浸种处理，也有不经冷水预浸直接用
温汤处理的。
浸种时保持恒温或不保持恒温都可以。
预浸的方法是在处理前，将种子放入低温度的水中（15～25℃）预浸4～6小时，种子吸收部分水分，
使种子里边的病原物从休眠状态进入活动状态，然后将种子移入较高温度的热水中（50～54℃）。
浸种的温度和时间主要是根据作物和病害的种类来决定，温度高浸种的时间短，温度低浸种的时间长
。
　　温汤浸种要注意安全和保证质量。
浸种的水量要充足，水温要均匀，操作时要注意翻动，严格掌握处理时间。
品种的耐温性不同，在大量浸种前应进行处理前的浸种试验，以确定浸种的温度和时间。
浸种后要把种子晾干才能播种。
如需拌药时，也要待种子接近干燥后才拌药，否则易发生药害。
　　干热处理。
主要用于蔬菜种子，对多种种传病毒、细菌和真菌都有防治效果。
例如，70℃干热处理2～3天黄瓜种子可防治绿斑花叶病毒。
不同植物的种子耐热性有差异，处理不当会降低发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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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作物种子耐热性弱，不宜干热处理。
处理含水量高的种子应预先干燥，否则会受害。
　　2.土壤消毒　　土壤的热力消毒，就是利用烧土、烘土、热水浇灌、土壤蒸汽、日晒等进行土壤
灭菌，这些方面目前仅用于苗床或小规模的试验研究范围，大田应用尚未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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