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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风过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受台风风雨侵袭和水淹等影响，农作物病原菌的扩散显

著增加，植 株机械创伤等剧增，作物抵抗力普遍下降。目

前正值农作物多种主要病 虫害的盛发期，上述情况极易引

发病虫害特别是植物细菌性病害和土传 病害的大流行和暴

发，各地务必重视灾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

1.排水扶苗，中耕除草、增施肥料

及时清理沟渠、排去积水，并趁退水时浇淋清洗受淹稻

叶和扶正水 稻、蔬菜等作物的植株，清除残枝、残叶，中

耕除草、酌情增施追肥以 及绿丰威、云大 120、磷酸二氢

钾等叶面肥，以尽快恢复作物元气，增 强抵抗力。

2.防控重点病虫害，兼顾全面

(1)单季稻和中稻病害:重点是预防细菌性病害，历史经

验告诉我们， 台风过后对细菌性病害的防治稍有疏忽后果

十分严重。各中稻和单季稻 区一定要立即组织巡查，对已

经发生细条病或白叶枯病的田块、受淹田 块、处于风口田

块及其周围相邻田块均要立即抢晴进行喷药防治和预 防。

农药可用 20%噻森铜 100 克/亩或 20%噻菌铜(龙克菌)100

毫升/ 亩或 20%叶青双 100 克/亩，兑水 50 公斤喷雾，药

后 7 天再喷一次。二 是稻田排灌水要尽量自立门户，不要

串、连排灌，以防病害蔓延扩散。



(2)晚稻秧田病害:重点抓好水稻烂秧和细菌性病害的

预防工作。排 水后抢晴用 20%甲基立枯灵 500 倍加 20%叶

青双 1000 倍稀释液对秧板进 行泼浇，2-3 天后秧板再复

薄层水。

(3)蔬菜病害:白菜软腐病、黑腐病、豆类枯萎病、辣椒

根腐病、十字花科根肿病等是易受台风暴雨影响的细菌性或

土传病害，灾后易严重 发生，要注意重点防控。一要及时

拔除和烧毁、深埋病株，并防止田块 积水;二要对零星发病

的田块立即组织药治。防治软腐病可用 20%龙克 菌液或

72%农用链霉素灌根;防治黑腐病可用 77%可杀得或 47%加

瑞农喷 雾;防治豆类枯萎病可用 50%甲基托布津或 40%根

腐宁灌根;防治辣椒 根腐病可用 40%多硫或 50%甲基托布

津喷淋或灌根。以上药剂每隔 5-7 天防治 1 次，连续 3-4

次。三要注意加强防治黄曲条跳甲等害虫,以免 虫害引起的

伤口加重软腐病、黑腐病等病害的传播。四是对土传性病害

根肿病要在灾后抢种速生蔬菜中注意轮作防病。

(4)蔬菜害虫:台风过后，气温回升较快，又正值斜纹夜

蛾、甜菜夜 蛾、豆野螟、瓜绢螟和 B 型烟粉虱等耐高温干

旱害虫的盛发期，灾后要 特别注意防控以上害虫。防治夜

蛾可采用人工摘除虫、卵，菜田周边种 植毛芋，设置性诱

剂，施用奥绿 1 号、美满、甲维盐等生物和昆虫生长 调节

剂类农药并在早晨 6-9 点或下午 4-7 点进行防治。防治瓜



绢螟，一 要整蔓、折权、摘除虫苞叶和黄落叶，以减少虫

量;二可采用安打、农 地乐、锐劲特等农药进行防治。防治

豆野螟，一要经常注意拾除落地花 荚，二可用锐劲特等农

药进行防治，并注意在豆花始盛期及早晨 6-9 点 钟开花时

喷药。B 型烟粉虱是近年来新入侵我市的外来生物，要特别

加 强防控，防治上一可采用黄板诱杀，二可采用 60 目防

虫网隔离防虫， 三可喷施啶虫眯、锐劲特、吡虫啉等低毒

农药(长期使用吡虫啉的地区 不宜用吡虫啉防治)，药剂间

要轮换施用，以免烟粉虱产生抗药性。

(5)柑橘病害:重点防控柑橘溃疡病，该病是一种严重为

害甜橙、柚 等柑橘的细菌性病害，病菌主要借风、雨、昆

虫作短距离传播，台风、 暴雨极有利于发病和流行，因此

务必作好预防工作。具体做法是:在雨后天晴及时挖除并烧

毁零星发生的病树，并立即用药预防，药剂可选用 20%叶青

双、72%农用链霉素等，此外要注意防治潜叶蛾、恶性叶甲

等害 虫,以免虫害引起的伤口加重病害的传播。

(6)水稻害虫:台风过程中有可能使外地稻纵卷叶螟成

虫补充迁入我 市，加重稻纵卷叶螟的危害，本月底又是 3

代螟虫的防治适期。在 25-30 号秧田和本田都要普遍做好

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的防治工作。药剂可用 5% 锐劲特加 55%

稻悦或 5%锐劲特加 25%特大克或 27%锐捷加 40%虫摇头，

兑 水 45 公斤田间灌浅水后喷雾。



(7)其它病虫害:注意防控豆类锈病、煤霉病、美洲斑潜

叶蝇、红蜘 蛛，葱蓟马、斑潜蝇，菱角害虫黄守瓜、斜纹

夜蛾，辣椒炭疽病、青枯 病，瓜类细菌性角斑病、炭疽病、

美洲斑潜叶蝇，蚜虫等病虫害。

二、台风过后蔬菜生产技术

1.前季已收、正值换茬的设施保护地可借机洗盐

近郊常年蔬菜基地保护地设施完善，但由于长期种植蔬

菜，土壤返 盐及连作障碍严重，现在保护地栽培的蔬菜正

值换茬之机，这次台风带 来的充沛雨量对保护地是个难得

的机遇，可以借水洗盐，解决连作障碍 问题，相当于进行

一次水旱轮作。因此已经收获的大棚保护地，在台风 水淹

后不要马上排水，让土壤水浸一段时间后再排水。

2.正处生长或收获期的蔬菜基地要抓好生产管理

高山及二线蔬菜基地，目前茄子、豇豆等正值收获期，

要抓好生产 管理，保护蔬菜灾后正常生长。主要措施有:

(1)及时清沟排水，尽量缩短作物受水淹时间。

(2)清洁田园，清理田中枯枝烂叶，清除杂草、杂物。

(3)抓紧修复受台风损坏的大棚、遮阳网、防虫网等生

产设施，扶正支架。

(4)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台风使蔬菜抗病能力降低，



伤口增加，暴雨又会加速病害的传播，因此台风过后蔬菜病

害往往很重，要及时预 防。可选用百菌清、大生、科佳、

多菌灵等药剂防病。

3.抢种速生叶菜，补充灾后蔬菜供应

台风过后，蔬菜供应减少，价格上升，要抓紧抢种速生

叶菜，弥补 蔬菜市场空缺。可选择早熟 5 号、华冠青梗白、

小叶青、矮黄白、菜心、空心菜、木耳菜等。种植早熟 5 号，

为抢时间，可以采取简易播种法，即在雨后立即清理田园及

畦面，不翻耕土地，直接在畦上播种，出苗后适当加强追肥

管 理。

4.及时种植夏秋早熟蔬菜，确保秋淡蔬菜供应

台风过后，我市马上又要进入百日秋淡，各地要抓紧种植早

熟夏秋 蔬菜，确保秋淡期间的蔬菜供应。可选择种植早花

菜、早甘蓝、秋豇豆、 秋黄瓜等。

三、水稻洪涝灾后自救技术措施

对受淹的单季稻田，要区别对待，实行分类指导，有针

对性地落实 各项补救措施。

1.受淹的单季稻田

首先要及时退水洗苗，方法是用竹竿或较粗的尼龙绳顺



着水流的方 向来回拨扫叶片，将叶片的污泥洗去;其次尽快

抢排积水，减轻涝害， 在阴天时可一次性排干积水，但在

高温强光时，应逐步排水，最好是在 傍晚时排水，促进根

系恢复生长，恢复稻体生机;第三，扶苗定苗，小 心操作，

避免断根伤叶;第四，尽早、适量增施速效肥料，一般要求

亩 施尿素 2~3 千克，配施磷肥 5 千克;最后，要切实抓好

病虫综合防治， 尽量减轻洪涝灾害引发的病虫为害，以防

治水稻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 病为重点，可每亩用 25%叶

青双(叶枯宁)可湿性粉剂 75—100 克，或 龙克净 100 毫

升兑水叶面喷雾。

2.已被冲毁的稻田

及时组织农户修复田埂，清除淤泥，平整田地，抓紧补

播，平原地 区可选用早中熟早稻组合如温 220、嘉早 935

和嘉育 293 等进行“早翻 晚”倒种，种子宜选用发芽好的

陈种或刚收获的早稻种子，但必须要晒 2-3 天，以打破休

眠，提高发芽率;种植方式，以免耕催芽直播方式为 好，亩

播种量 3 千克，也可尽早育秧移栽，秧龄 15 天以内;其它

地区 应因地制宜地改种经济作物和其它生育期短的粮食作

物，如玉米、荞麦 和甘薯等，以保证安全。

3. 严重受淹的连作晚稻秧田

要做好剩余秧苗的管理工作，补施速效肥，并做好病虫

害防治工作 。同时，对秧苗成活情况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仍有活力的秧苗应是腿水 后轻提稻株不断的，或轻捏稻株

基部感觉较硬的，或早晨叶尖有露株的。 秧苗损失严重的，

不够晚稻田块栽插的，应抓紧补播“早翻晚”种子， 或安

排该种其它作物。

四、台风过后家禽疫病防疫技术措施

台风和洪水不仅对养殖场和家禽的摧毁损失严重，还极

大地促进病 原体的传播，导致传染性疫病的广泛流行，尤

其是一些人畜共患性疾病 (禽流感，沙门氏菌病等)。因此

必须做好灾后家禽疾病的预防。

1.对病死禽及其排泄物要及时处理

对淘汰的病禽与打捞的死禽及时进行焚烧或深埋处理，

不得将死禽 流入市场。受灾过程中，不少畜禽被水冲散、

发病，发生大量死亡。死 亡畜禽体内带有大量致病微生物，

如不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任其腐烂 发臭，病菌会随水流、

空气到处扩散，不仅污染环境，还容易引起人畜 疫病大流

行。(掩埋点须选在地势高、远离水源处。尸体选用 10%漂

白粉 澄清液，按 200 毫升/平方米用量喷雾，用不漏水的

油布包裹，1-2 小时 后掩埋，掩埋时再用漂白粉干粉 20-40

克/平方米的量洒盖于尸体上， 深埋在 2 米以上。运输车

辆、使用的工具，用 1-2%的漂白粉澄清夜喷雾， 1 小时后



方可作他用。动物粪便堆导致水源的污染，招致蚊蝇的滋生

和传染病的流行，对 冲散的粪便及时清理，抛洒生石灰或

倒入高浓度的石灰水(20%)，及 时提供饮水，防止家禽饮用

污水。

2.搞好畜禽栏舍及场地消毒，消除传染源

灾后大量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等被冲入水中，淤

积在道路和 房前屋后，臭气冲天，随时可能引发传染病，

必须开展大范围灭蚊、灭 蝇和灭鼠工作，清除孳生地，切

断传播途径。洪水期间，粪池漫溢，死亡畜禽和各种污物随

水流动，水源等环境受严重污染。同时，土壤中的病菌被洪

水冲出来，也会引发疾病。为消 灭环境中病原体，切断传

播途径，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流行，水灾过后要 积极组织进

行全面消毒，做到不留死角。

常用消毒药有:石灰水:用新鲜石灰配成的 10%-20%的

石灰水，可 用来消毒场地，粉刷棚圈墙壁、桩柱等;烧碱:2%

烧碱溶液可用来消毒 棚圈、场地、用具和车辆等。过氧乙

酸:2%-5%的过氧乙酸溶液，可喷 雾消毒棚圈、场地、墙壁、

用具、车船、粪便等;复合酚:复合酚 100-300 倍液适用于

消毒畜舍、场地、污物等;百毒杀:用百毒杀 3000 倍稀释 液

喷洒、冲洗、浸渍，可用来消毒畜舍、环境、机械、器具、

种蛋等; 百毒杀 2000 倍液可用于紧急预防畜禽舍的消毒。

3.加强灾后疫病防疫工作，做好疫情监测和临床观察



面对严峻的救灾防病形势，加强疾病监测，注意各种传

染病的发生、 流行趋势及疫情动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治疗，对灾后家禽进行 必要的预防用药和加强各种疫病

的免疫接种，坚决预防灾后动物疫病和 人畜共患疾病的暴

发和流行。

时值高温高湿季节，家禽容易发生禽霍乱、葡萄球菌病、

大肠杆菌 病、沙门氏菌病、曲霉菌病等疾病，另外，还要

注意禽流感、新城疫、 传染性法氏囊病、传染性支气管炎、

小鹅瘟、副粘病毒病等的发生。在 日常的饲养管理上应注

意饲养密度要适宜，不用发霉或被霉菌污染的垫 料和饲料。

垫料应勤换;加强禽舍的通风，控制好温、湿度;食槽、饮 水

器要经常清刷;对鸡舍用 0.3%的过氧乙酸进行带鸡消毒。

对雏鸡要注意控制好育雏舍的温度、湿度以及通风换气工

作，应特 别注意预防球虫病及传染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及

时做好传染性喉气管炎 及流感的首次免疫的工作。育成鸡

和后备鸡，要及时做好预防投药及日常消毒工作，并及时投

喂抗蠕虫药物，防止曲霉菌病、寄生虫病等病的 发生，进

行产前预防投药和驱虫，以缓解鸡体应激;产蛋鸡应定期带

鸡 消毒，做好大环境及鸡舍用具消毒工作，以防止家禽传

染病的发生。

加强灾后畜禽饲养管理，严禁饲喂霉变饲料，防止畜禽

食用霉变饲 料发生中毒。重点要加强肠道疾病(霍乱、痢疾、



伤寒等)和呼吸道疾 病(传支、传喉、新城疫等)的防治，通

过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抗菌素 与中草药制剂等，努力降低

灾后畜禽常见病的发生，把损失降到最低。

在防制上，应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最有效的措施进行

免疫监 测，对抗体滴度较低和未免禽及时进行注射相关疫

苗，以提高其对疾病 的抵抗力。注意传入养殖场新疫病的

免疫接种工作。

五、台风过后猪病防治技术措施

1.修复饲养设施

修复已损坏或倒塌的栏舍，及时排除积水，清理粪便及

污物。用电、 用水设施也必须及时抢修完成，尽快恢复正

常的饲养管理程序，保证猪 只有良好、安稳的生活环境。

2.饮用水的处理与消毒

被洪水淹没过的水源或供水设施重新启用前必须进行

清淘，冲洗与 消毒。使用井水的，先将水井掏干，清除淤

泥，用清水冲洗井壁、井底， 再掏尽污水。待水井自然渗

水到正常水位后，进行超氯消毒(漂白粉投 加量按井水量以

25~50mg/l 有效氯计算);浸泡 12~24 小时后，抽出 井水，

在待自然渗水到正常水位后，按正常消毒方法消毒(正常消



毒方 法:将漂白粉或漂白粉精倒入简易消毒器中，置于井水

中。一个大口水 井每次消毒可维持半月左右。简易消毒器

可用商品简易消毒器，也可自 制，方法如下:取两个空竹筒，

用绳连接，下部竹筒内装消毒剂，并钻 有数个小孔，投入

井中。也可用两个空塑料瓶，以绳连接，其中之一装 消毒

剂并钻数小孔，投入井中。)，即可投入正常使用。

3.加强环境卫生和消毒

对被洪水淹没过的栏舍及时清理冲洗和消毒，猪舍的一

般工具用 0.2%过氧乙酸，或 2%漂白粉上清液，浸泡或擦拭，

作用 30 分钟，或者 用消毒威、百毒杀、百菌消等。

4.加强灭虫、灭鼠工作

由于洪水，造成环境变化，蚊蝇和老鼠密度大幅度上升。

由蚊蝇和老鼠传播的疾病和肠道传染病很可能流行。为了控

制疾病的发生，必须 采取紧急措施杀灭蚊、蝇和鼠，降低

其密度。

5.及时清理猪舍粪便及处理病猪

隔离病猪，及时治疗伤、残病猪，密切关注猪只疫病情

况，并与有关技术人员取得联系，一旦发现疫情，及时上报

处理。

6.保证饲料的新鲜

饲喂新鲜、干净未被洪水浸泡过的饲料，或没有霉变的

饲料。经受 台风、洪水的影响，猪群有一定的应激，若饲



喂经洪水浸泡的饲料或者 霉变的饲料，极有可能造成肠道

传染病的流行。

7.加强饲养管理

由于台风、洪水的影响，尤其是怀孕母猪和窝内仔猪要

及时加强饲 养管理，保持猪舍通风、干燥、清洁、安静的

环境;供给营养全面，易 消化的饲料，保证饮水清洁卫生，

可适当添加抗菌素。

8.严格防疫程序，严防疫病传播流行

灾后应加强对各种疫病的预防，使猪瘟、口蹄疫等烈性

传染病的防 疫密度达到 100%。同时做好预防性投药，在饲

料或者饮水中添加适量的 抗菌素(除即将上市的肥猪外)，

减少细菌性疾病的发生。

9.对病死(淹死)猪只作无害化处理

及时焚烧或者深埋病死(淹死)猪只。严防病死(淹死)猪只流

入 市场，并加强产地检疫。

六、台风过后盆栽花卉挽救技术措施

1.及时排水

开沟排水，避免长期积水。

2.及时转移盆栽花卉



如盆栽花卉要及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地面未积水的地

方，防止根部 和其他部分受淹时间过长，无氧呼吸对花卉

的毒害。

3.及时清洗根部和花卉叶面

受灾后的花卉根系会不同程度受损，由于河水中含有大

量的微生物 和病菌，侵染花卉根部后会造成烂根，应用清

水对花卉进行漫灌以降低 根部微生物和病菌的含量。对裸

露的根部进行培土。高压喷雾器喷清水 清洗植株上的泥浆。

4.认真做好病害防治

台风造成的叶片和根系伤口，会加重花卉病害的发生，

要及时进行 喷药防治和灌根处理。主要病害有灰霉病、炭

疽病、褐斑病和根腐病等， 药剂可选用 1%波尔多液、50%

退菌特 800 倍，70%甲基托布津可湿粉剂 800 倍液、代森

铵 200~400 倍液和 75%百菌清可湿粉剂 600~800 倍液

等，间隔 3~4 天喷(灌)一次，连续 3~4 次，以控制病害的

发生流行。

5、缓苗后追肥保证生长

由于盆土进水后土壤肥料大量流失，土壤肥力下降较多，为

保证花 卉正常生长必须进行追肥。

6. 对原圃地进行清园消毒，再移回花木恢复生产

人工清除原圃地的叶片、枝条等植物残体进行销毁，待圃地

干燥后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粉剂 500 倍液进行消毒。再



移回花木恢复生产。

七、台风过后果树挽救技术措施

1.清理淤泥，及时排水

被淹后果园易沉积淤泥，洪水退后应及时将园内的淤

泥、杂物等清 理干净，并开沟排水，避免再积水。同时要

将果树叶片冲洗干净，以免 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

2.松土培土，扶正固绑

被淹后的果园土壤易板结，洪水退后要及时进行全园松

土，深度 10~ 20cm，注意不伤根或少伤根。对裸露根系的

果树要进行培土。对被台风 刮倒的树要进行扶正，并用竹

条、木条进行支架固定，避免再刮倒。

3.科学修剪，及时追肥

受灾后的果树根系会不同程度受损，为了调节树体生

长平衡，要及 时进行修剪。刮倒树、重灾树重剪，轻灾树

轻剪，以回缩和疏剪为主。 以利恢复树势，要及时施一次

速效性肥料，结果树再增施腐熟的栏肥和 人粪尿，同时喷

洒叶面肥 2~3 次，间隔 10~15 天喷一次，叶面肥为 0.2%

尿素+0.3%磷酸二氢钾。

4.认真做好病害防治



台风造成的叶片伤口，会加重果树病害的发生，要及时

进行喷药防 治。主要病害有炭疽病、溃疡病、霜霉病和根

腐病等，药剂可选用 70% 代森锰锌 700 倍、50%退菌特 800

倍，70%甲基托布津、50%多菌灵 600 倍和 75%百菌清 600

倍等，间隔 10~15 天喷一次，连续 3~4 次，以控 制病害

的发生流行。

八、台风过后花椰菜自救措施

花椰菜是温州重要的蔬菜作物，由于花椰菜不耐涝，台

风给温州花 椰菜种植业带来的灾害是毁灭性的，灾后菜农

生产自救，尽量挽回损失， 应尽量采取以下措施:

1、对水淹时间长、菜苗被淹死的，应尽量重新补种

现在播种花椰菜 70~80 天，时间都来得及，品种主要

有:瓯松系列、 三角系列，白马王子系列，成功系列，椰丰

系列，龙牌系列，李园圃系 列等等。

2、对水淹时间不是很长的地块，可采取以下补救措施

(1)开沟排水，在地块四周开沟，尽量把地块中的积水

排尽;

(2)及时中耕松土，积水后，土壤表面会形成一层膜状



结构，影响 土壤理化性状，及时中耕松土，可以改善土壤

的通气状况;

(3)及时防治病虫害，花椰菜水淹后，生长势减弱，很

容易感染一 些病虫害，这时，需及时用药，防止病虫害的

发生，防病可用广普性的 多菌灵、百菌清、托布津可湿性

粉剂 800 倍液防治;虫害主要有:菜青 虫、小菜蛾、斜纹夜

蛾、小地老虎等。 菜青虫或小菜蛾:两种虫可兼 治:50 %辛

硫磷乳油 1000 倍液、5 %锐劲特悬浮剂每亩 50--100 毫升，

或抑太保 2000 倍液、克蛾宝 1000 倍液。喷药后应仔细观

察效果，如药 剂不够应及时补喷。小地老虎和斜纹夜蛾:可

采用黑光灯或糖醋盆等诱 杀成虫。药剂防治:5%锐劲特悬浮

剂 2500 倍液、 20 %灭扫利乳 油 3000 倍液、抑太保 1000

倍液、4.5%高效顺反氯氰菊酯乳油 3000 倍 液等喷雾。

(4)如有条件，死苗要及时补种;

(5)作好田间管理，灾后花椰菜长势较弱，要特别注意

田间肥水管 理，几天后可每亩追施 15 千克复合肥、 5 千

克尿素和 10 千克硫酸钾或 相当数量的草木灰，以后视苗

情适量用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