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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思茅市蔬菜生产中的污染概况和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意义 , 提出了构建无公害生产技术体系的措施和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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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茅市位于云南省南部, 地处北纬22°02′～24°50′, 东经

99°09′～102°19′, 最高海拔为3 376 m, 最低海拔为317 m, 年平

均气温15 .3 ～20 .2 ℃, 属热带季风温热气候区。该市地形复

杂, 地域差异大 , 立体气候十分明显。当地特殊的高温高湿

条件给蔬菜的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也为病虫害

提供了滋生的场所, 使大量病虫得以周年循环繁衍, 致使病

虫害问题日益突出。为确保产量, 生产中又不得不加大农药

施用量,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 造成农产品中农药的残留量严

重超标, 危害人类健康。1983 年我国通过无公害蔬菜生产技

术路线和措施的研究, 分别制订了黄瓜、番茄、甜椒、白菜、甘

蓝、菜豆等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制订了无公害

蔬菜生产的地方标准操作规程, 为该省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1  思茅市蔬菜生产中的污染概况

1 .1 农药使用不当造成的污染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

蔬菜生产发展迅速 , 由于蔬菜种植地尤其是保护地具有优越

的生态条件, 加之思茅市高温、高湿等特殊的地理气候, 导致

蔬菜病虫害发生严重 , 蔓延极快。该市每年病虫害造成的蔬

菜损失占蔬菜总产量的20 % 以上。在这种情况下, 蔬菜生产

不得不通过加大用药量或采用高毒农药来提高病虫害防治

的力度。当前蔬菜生产田尤其是保护地农药用量已达到惊

人的程度。国家禁止使用的高毒或高残留农药 , 如甲胺磷、

氧化乐果、呋�丹、3911 、久效磷、1605、甲基1605 、杀虫脒、灭

多威、三氯杀螨醇等的使用仍屡禁不止。此外, 部分农药的

施用量远远超出了国家标准规定的用药量。如, 国家规定杀

毒矾的最高用药量为1 .59 kg/ hm2 , 而个别农户在黄瓜、番茄

上的用药量为12～15 kg/ hm2 ; 且在生长期5 ～7 d 喷1 次药 ,

短则2～3 d 喷1 次药。如此频繁用药, 不仅杀灭了病菌, 也

杀死了天敌 , 破坏了生态平衡, 导致用药量与病害形成相互

递增的恶性循环, 同时蔬菜植株农药残留量也大幅度增加。

1 .2 化肥施用不当引起的公害  目前在蔬菜生产中, 为了

提高产量偏施氮、磷肥的现象比较突出。氮肥中的硝态氮和

磷肥中的镉都是污染元素。在正常的情况下, 蔬菜中含有一

定量硝酸盐对人、畜无毒副作用, 但含量过高就会在人体内

还原成亚硝酸盐, 引起高铁血蛋白症, 即亚硝酸盐中毒症。

因此, 我国和其他国家一致规定, 蔬菜中硝酸盐含量不得高

于432 mg/ kg 。目前生产上施用的氮、磷肥过多 , 引起公害。

1 .3  大环境污染引起的公害 大环境污染主要是指工业造

成的污染。工业给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 , 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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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农作物减产或绝收 , 而且“三废”中的有害物质还会在蔬菜

上残留。工业污染物有二氧化硫、氟化氢、氯气等20 多种 ,

其造成的危害各不相同。水污染与土壤污染是由于灌溉水

源受工厂废水污染后 , 灌溉水也变成了污染源。目前思茅市

部分商品蔬菜生产基地使用的灌溉水为工业废水和城市污

水。环境污染成了该市蔬菜生产的公害。如该市内许多工

厂附近菜田生产的蔬菜有异味或品质变差, 出现了番茄含糖

量下降、白菜烧心、萝卜黑心、马铃薯畸形等现象。

2  无公害蔬菜生产在思茅市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 , 人们对蔬

菜的需求已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再由营养型向保健型转

变。因此发展无公害蔬菜, 降低毒害及有毒残留, 提高食物

的营养性和安全性, 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协调发展的保证。

2 .1  发展无公害蔬菜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  蔬菜是人们

每天都离不开的重要食品, 但位于城市郊区的菜田受到的污

染日益加重。大量受污染的蔬菜被人们食用, 严重危害人民

身体健康。因此发展无公害蔬菜是保护环境与保护人类自

身健康的重大举措。

2 .2  发展无公害蔬菜是促进蔬菜科技进步的动力 在无公

害蔬菜开发中, 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同传统农艺相结合。这不仅

可改革现有的传统栽培与耕作制度观念及生产技术, 同时也可

避免农业生产的许多弊端, 达到“两高一优”的生产目标。

2 .3  发展无公害蔬菜是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

 发展无公害蔬菜, 要通过严格的监督和检测。这不仅能有

效控制蔬菜污染, 保证人民身体健康, 而且提高了产品档次 ,

增强了蔬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能更有力地推动农业的发

展。在思茅市发展无公害蔬菜, 能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和脱贫致富起推动作用。

3  思茅市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技术体系

3 .1  无公害蔬菜生产现状 目前思茅市无公害蔬菜生产主

要以个体菜农自种自销为主, 缺乏市场竞争力。该市土地利

用率低, 劳动效率不高, 市场价格不统一, 病虫害防治技术及

施肥和用药方法不能满足实际生产的需要。

3 .2 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技术措施

3 .2 .1 选择适宜的生态环境, 建立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在

开发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时, 应先考虑有无大环境污染的问

题, 将蔬菜生产基地建在大气、水体、土壤中有害物质低于国

家允许标准的区域。这就要求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远离有

污染的工矿企业、医院, 避开水源上游有排放有害物质的工

厂, 这是生产无公害蔬菜的基础。

3 .2 .2 建立绿色蔬菜基地生产技术体系, 防止生产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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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污染是指使用农药和施肥不当, 引起的蔬菜污染。菜

农为使蔬菜提早上市, 施用了大量氮肥, 增加了蔬菜中亚硝

酸盐的含量。为了达到尽快防治病虫害的目的, 农民大量施

用农药 , 使蔬菜中的农药残留量超标, 造成生产性污染。因

此, 如何科学地施用化肥农药, 对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

体系至关重要。生产中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3 .2 .2 .1 合理施肥。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施肥原则是以有机

肥为主, 其他肥料为辅; 以多元复合肥为主 , 单元素肥料为

辅; 以施基肥为主, 追肥为辅。在无公害蔬菜生产中, 应尽量

限制化肥的施用, 如确实需要, 可以有选择地施用部分化肥 ,

但应注意掌握以下原则: 不使用硝态氮肥, 控制化肥用量, 一

般每公顷使用量不超过375 kg ; 化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 少用

叶面喷肥; 最后一次追施化肥在收获前30 d 进行。合理施用

化肥包括合理施用氮肥和增施磷钾肥2 个方面。

( 1) 合理施用氮肥。①控制氮肥用量。合理的氮肥用量

除了能提高蔬菜的产量外, 对蔬菜的品质也有一定改善。应

适当控制氮素化肥的施用量, 选用低硝态氮肥硫酸铵, 以减

少蔬菜中硝酸盐的含量。在氮肥的施用上, 无机氮与有机氮

的比例为1∶1 ; ②采用“攻头、控尾”施氮技术。植株生长后期

不施速效氮肥, 短期菜以氮肥总量的70 % 作基肥 , 长期菜以

氮肥总量的40 % 作基肥。采取基肥深施, 种肥底施, 追肥沟

施或穴施的方法。

( 2) 增施磷钾肥。施用磷肥, 可以为蔬菜提供磷素养分 ,

还能抵制重金属镉、铅、锌、砷的活性, 降低重金属毒性, 减轻

危害; 增施钾肥, 可降低蔬菜硝酸盐的积累, 提高蔬菜品质。

研究表明, 在施氮、磷肥的基础上配施钾肥, 可使蔬菜的硝酸

盐含量降低 , 且生菜、芹菜的硝酸盐含量可随施钾量的升高

而降低。氮、磷、钾的适宜比例为短期菜1∶0 .2∶0 .5 , 长期菜

1∶0 .5∶0 .6 。

3 .2 .2 .2 对蔬菜病虫害进行综合治理。

( 1) 农业防治。①选育和推广抗病虫品种。通过几年的

探索, 已选育出抗十字花科根肿病的鲁春白一号萝卜、抗番

茄晚疫病的渝抗二号番茄、皂粉802 花菜、上海903 白菜等品

种为今后无公害蔬菜的生产打下了基础; ②严格进行种子消

毒。很多真菌病害可由种子带菌而传播, 播前应采用0 .1 %

的高锰酸钾溶液浸种0 .5 h , 洗净晾干后再播种 ; ③清除残株

落叶和杂草, 减少病虫源基数; ④实行合理轮作, 特别是应推

广水旱轮作; ⑤严格进行土壤消毒。应用无病源的基质土育

苗, 培育无病壮苗 , 减少土传病害的发生; ⑥制定无公害蔬菜

生产技术措施和操作规程。从蔬菜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中 ,

就品种、播期、耕作制度、栽培管理等制定技术措施和操作规

程, 合理安排播期, 避开病虫发生的高峰期; ⑦通过间、混、套

改变蔬菜的生产田间小气候环境, 抑制蔬菜虫害的发生, 减

少农药用量; ⑧通过深耕晒伐, 高垄栽培降低田间湿度, 减轻

病虫害的发生; ⑨改进栽培方式, 加强田间管理 , 合理密植 ,

做好肥水管理, 摘除老叶、整枝打杈。

( 2) 生物防治。①加强生物农药的应用。确保天敌的迅

速繁殖, 使天敌与自然和谐相处 , 达到以虫治虫, 以菌治菌的

生物防治目的; ②科学应用生物农药防治病虫害。如: 用BT

乳剂防治菜青虫, 杜绝甲胺磷的使用; 用农用链霉素液灌根

防治蔬菜软腐病、青枯病 ; 用井岗霉素防治霜霉病、炭疽病和

根腐病等; ③保护利用天敌。如: 在大棚内释放赤眼蜂防治

菜青虫、烟青虫、棉铃虫等 ; ④利用嫁接技术防治土传病害。

如: 用黑子南瓜嫁接黄瓜, 防治枯萎病效果在90 % 以上 , 同时

还可兼防疫病、白粉病, 增产效果明显。

( 3) 物理防治。①应用银灰色反光膜覆盖栽培蔬菜驱避

蚜虫; ②利用斑潜蝇、蚜虫、白粉虱的趋黄性, 在田间设置黄

板和黄盘诱杀; ③大力推广设施栽培, 给蔬菜生产创造良好

的生长环境。

( 4) 科学使用化学农药。①做好蔬菜病虫预测报, 加强

田间病虫调查, 准确掌握病虫发生危害情况, 根据各种病虫

害防治指标、防治适期, 选择安全药剂进行防治; ②蔬菜贯彻

“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方针, 掌握病虫害发生规律, 适时防

治。保证蔬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低于国家标准和对生态环

境无污染; ③选择无公害蔬菜增产限定的药品 , 不使用高毒、

高残留农药; ④严格按照云南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

规程要求合理用药, 遵守安全间隔期, 控制农药的残留量。

4  建议

( 1) 推广酵素菌沤制的堆肥 , 采用配方施肥技术, 施用充

分腐熟的有机肥和蔬菜专用复合肥 , 既保证蔬菜优质高产 ,

又可使硝酸盐含量不超标。

( 2) 建立蔬菜质量检测、监督等管理机构, 规范蔬菜经营

市场。如: 建立农业、卫生防疫、环保、商检等机构, 对蔬菜进

行检测以确定硝酸盐、毒素成分及农药的含量 , 提供检验证

书, 不合格的不允许其在无公害销售点上市。

( 3) 面向市场, 引导消费, 增强农户从事无公害蔬菜生产

的内在动力。加强科学栽培和科学管理技术培训 , 大力推行

无公害蔬菜生产。通过宣传、培训 , 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健

意识以及生产者生产无公害蔬菜的自觉意识。

(4) 加强蔬菜生产区农药管理 , 禁止在城市郊区规定的

无公害蔬菜基地销售高毒高残留农药。严禁在蔬菜上使用

高毒高残留农药, 控制化学肥料的用量 , 多施有机肥 , 应用生

物农药 , 同时严禁受污染的有毒有害蔬菜进入市场。

( 5) 在蔬菜销售市场建立“无公害蔬菜直销点”, 实行优

质优价, 引导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 , 以扩大市场对无公害

蔬菜的需求; 并在市场内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确保市民食

用放心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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