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生产技术实训总结(大全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蔬菜生产技术实训总结篇一

1 植物检疫 植物检疫是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重要
措施之一，即凡是从外地引进或调出的苗木、种子、接穗等
都应进行严格检疫，防止危害性病虫害的扩散。

2 农业防治 包括所有促进桃树高产优质的农业治理措施，对
控制病虫害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取得化学农药所不及的效果。

(1)初冬刨树盘是桃树治理的一项常用措施，该措施既可起到
疏松土壤、促进桃树根系生长的作用，也可将地表的枯枝落
叶翻于土下，把土中越冬的害虫翻于地表。

(2)公道施肥、浇水，及时中耕除草，进行疏果控制负载量，
以增强树势，进步树体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公道修剪，以
改善透风透光条件，恶化病虫的生存环境。

(3)清扫枯枝落叶，通常在桃树落叶后进行，可消灭在枝干上
越冬的病虫，如桑白蚧、桃疮痂病、桃炭疽病和细菌性穿孔
病。第一、二代梨小食心虫发生期，正是新梢生长期，发现
有桃梢萎蔫时，及时剪除。对局部发生的桃瘤蚜危害梢以及
黑蝉产卵枯死梢也应及时剪除，并烧掉。

3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根据害虫的习性所采取的机械方法防
治害虫。



(1)常用20瓦或40瓦的黑光灯管做光源，在灯管下接一个水盆
或大广口瓶，瓶中放些毒药，以杀死掉进的害虫。此法可诱
杀很多害虫，如桃蛀螟、卷叶蛾、桃天蛾等。

(2)很多成虫对糖醋液有趋性，因此可利用该习性进行诱杀，
如梨小食心虫、苹小卷叶蛾、桃蛀螟、红颈天牛等。

(3)在桃树休眠期，用压力喷水泵喷枝干，喷到流水程度，以
消灭在枝干上越冬的雌成虫。

4 生物防治 桃园开展生物防治主要是利用保护天敌，控制害
虫

(1)利用红点唇瓢虫防治桑白蚧，在6月中旬以前，桃园不用
高毒农药，以减少对瓢虫的危害。

在梨小食心虫和小黄卷叶蛾卵发生盛期开释赤眼蜂，可有效
地防治以上两种害虫。

5 化学防治

休眠期喷布铲除剂 在病虫害发生严重的果园，要喷布休眠期
铲除剂，桃树在休眠期抗药性强，能抵抗气力强大的药剂，
假如在生长期，树叶和果实的绿色组织抗药性弱，易发生药
害。因褐腐病、炭疽病、介壳虫等很多病虫在树上越冬，喷
布铲除剂很有必要。

蔬菜生产技术实训总结篇二

三个周的实习让我感悟颇多，受益颇深。我们先参观了寿光
蔬菜展览会，参观了很多不同主题的场馆，各种各样的蔬菜
拼凑出了很多有创意的艺术品，真是美不胜收。最令我震撼
的是那个机器人治理模式的未来馆，可以检测病虫草害，并



根据参数进行防治。真没想到农业生产也可以应用这么多的
高科技，当然这样的梦想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不
断地努力和奋斗。

我们还往了上马的有机温室蔬菜基地，那里全都是绿色有机
蔬菜，不使用化学农药防治，但科学的治理模式，病害虫害
一样比较少，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相反，蔬菜的质
量还很不错，经济效益很好，由于都是人工治理所以蔬菜价
格也高。在那里我们采集很多病虫害的标本，也从那里的治
理者口中了解了不少栽培治理措施。

另外，我们还随着老师们在校园里对病虫害进行了更进一步
的学习和熟悉，通过老师细心的讲解，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以前不熟的，甚至模糊的知识，都渐渐想起来，加以巩固，
记得更牢了。后来整理并鉴定了标本，增加了我们的实践经
验，增添了学习的乐趣。总之，这次的实习收获颇多，再苦
再累也值得。相信这次的实习经验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让我懂得:你付出多少，就会收
获多少，没有付出，你就注定失败!

蔬菜生产技术实训总结篇三

1植物检疫植物检疫是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重要措
施之一，即凡是从外地引进或调出的苗木、种子、接穗等都
应进行严格检疫，防止危害性病虫害的扩散。

2农业防治包括所有促进桃树高产优质的农业治理措施，对控
制病虫害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取得化学农药所不及的效果。

(1)初冬刨树盘是桃树治理的一项常用措施，该措施既可起到
疏松土壤、促进桃树根系生长的作用，也可将地表的枯枝落
叶翻于土下，把土中越冬的害虫翻于地表。

(2)公道施肥、浇水，及时中耕除草，进行疏果控制负载量，



以增强树势，进步树体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公道修剪，以
改善透风透光条件，恶化病虫的生存环境。

(3)清扫枯枝落叶，通常在桃树落叶后进行，可消灭在枝干上
越冬的病虫，如桑白蚧、桃疮痂病、桃炭疽病和细菌性穿孔
病。第一、二代梨小食心虫发生期，正是新梢生长期，发现
有桃梢萎蔫时，及时剪除。对局部发生的桃瘤蚜危害梢以及
黑蝉产卵枯死梢也应及时剪除，并烧掉。

3物理防治物理防治是根据害虫的习性所采取的机械方法防治
害虫。

(1)常用20瓦或40瓦的黑光灯管做光源，在灯管下接一个水盆
或大广口瓶，瓶中放些毒药，以杀死掉进的害虫。此法可诱
杀很多害虫，如桃蛀螟、卷叶蛾、桃天蛾等。

(2)很多成虫对糖醋液有趋性，因此可利用该习性进行诱杀，
如梨小食心虫、苹小卷叶蛾、桃蛀螟、红颈天牛等。

(3)在桃树休眠期，用压力喷水泵喷枝干，喷到流水程度，以
消灭在枝干上越冬的雌成虫。

4生物防治桃园开展生物防治主要是利用保护天敌，控制害虫

(1)利用红点唇瓢虫防治桑白蚧，在6月中旬以前，桃园不用
高毒农药，以减少对瓢虫的危害。

在梨小食心虫和小黄卷叶蛾卵发生盛期开释赤眼蜂，可有效
地防治以上两种害虫。

5化学防治

休眠期喷布铲除剂在病虫害发生严重的果园，要喷布休眠期
铲除剂，桃树在休眠期抗药性强，能抵抗气力强大的药剂，



假如在生长期，树叶和果实的绿色组织抗药性弱，易发生药
害。因褐腐病、炭疽病、介壳虫等很多病虫在树上越冬，喷
布铲除剂很有必要。

蔬菜生产技术实训总结篇四

小麦的物候期与地区、品种、及环境条件和农业栽培技术有
密切关系。在不同年份，因受天气影响也有变化。根据器官
形成将小麦生养期分为三个阶段:种子萌发到幼穗开始分化之
前为营养生长阶段，主要是生根、长叶、分蘖、营养器官建
成;幼穗分化到抽穗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阶段，幼穗分
化发育与根叶蘖茎的生长;抽穗至成熟是生殖生长阶段，为开
花授粉形成籽粒和灌浆成熟的阶段。

我省所在的北方冬小麦种植区将小麦生养期划分为播种期、
出苗期、分蘖期、越冬期、返青期、起身期、拔节期、挑旗
期、抽穗期、开花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等生养时期。播种期
一般***初，七天左右之后叶露出地面2厘米以上为出苗期，
长至3片叶时开始在芽鞘上分蘖，当分蘖露出分蘖鞘1.5厘米
时达分蘖期。在12月份左右小麦有六片叶左右气温在零摄氏
度时进进越冬期。次年三月上旬气温回升，新叶长出2厘米，
小麦由匍匐生长开始向上生长。一般三月中下旬，长第二片
春生叶时小麦开始起身。四月中旬，茎高五至七厘米时雌雄
开始分化为拔节期。长第六片春叶时达挑旗期，又称孕穗期。
四月下旬，不含芒高出2厘米时为抽穗期。抽穗后二至五天开
花，一般在五月上旬，由中部小穗先行开花至找总结之五十
时称开花期，可持续一周。从多半仁经过顶满仓到蜡熟前成
为灌浆期，历时二十天左右。六月上旬达成熟期，一般在七
天左釉冬包括最适宜收获的蜡熟期和完熟期。

蔬菜生产技术实训总结篇五

1 植物检疫 植物检疫是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重要
措施之一，即凡是从外地引进或调出的苗木、种子、接穗等



都应进行严格检疫，防止危害性病虫害的扩散。

2 农业防治 包括所有促进桃树高产优质的农业治理措施，对
控制病虫害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取得化学农药所不及的效果。

(1)初冬刨树盘是桃树治理的一项常用措施，该措施既可起到
疏松土壤、促进桃树根系生长的作用，也可将地表的枯枝落
叶翻于土下，把土中越冬的害虫翻于地表。

(2)公道施肥、浇水，及时中耕除草，进行疏果控制负载量，
以增强树势，进步树体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公道修剪，以
改善透风透光条件，恶化病虫的生存环境。

(3)清扫枯枝落叶，通常在桃树落叶后进行，可消灭在枝干上
越冬的病虫，如桑白蚧、桃疮痂病、桃炭疽病和细菌性穿孔
病。第一、二代梨小食心虫发生期，正是新梢生长期，发现
有桃梢萎蔫时，及时剪除。对局部发生的桃瘤蚜危害梢以及
黑蝉产卵枯死梢也应及时剪除，并烧掉。

3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根据害虫的习性所采取的机械方法防
治害虫。

(1)常用20瓦或40瓦的黑光灯管做光源，在灯管下接一个水盆
或大广口瓶，瓶中放些毒药，以杀死掉进的害虫。此法可诱
杀很多害虫，如桃蛀螟、卷叶蛾、桃天蛾等。

(2)很多成虫对糖醋液有趋性，因此可利用该习性进行诱杀，
如梨小食心虫、苹小卷叶蛾、桃蛀螟、红颈天牛等。

(3)在桃树休眠期，用压力喷水泵喷枝干，喷到流水程度，以
消灭在枝干上越冬的雌成虫。

4 生物防治 桃园开展生物防治主要是利用保护天敌，控制害
虫



(1)利用红点唇瓢虫防治桑白蚧，在6月中旬以前，桃园不用
高毒农药，以减少对瓢虫的危害。

在梨小食心虫和小黄卷叶蛾卵发生盛期开释赤眼蜂，可有效
地防治以上两种害虫。

5 化学防治

休眠期喷布铲除剂 在病虫害发生严重的果园，要喷布休眠期
铲除剂，桃树在休眠期抗药性强，能抵抗气力强大的药剂，
假如在生长期，树叶和果实的绿色组织抗药性弱，易发生药
害。因褐腐病、炭疽病、介壳虫等很多病虫在树上越冬，喷
布铲除剂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