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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potato black scurf disease caused by Rhizoctonia solani in Yunnan potato production areas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the disease in the field was determined. The black scurf disease occurred in all the

potato production areas, with some places happening heavily. The most serious area was Kunming City. Its incidence reached

36.00%, followed by Qujing (29.75%), Zhaotong (29.01%), Lijiang (27.28%), Diqing (20.91%) and Dali (12.36%). Xuanwei

had the less incidence, but still up to 12.00%. Therefore, the field trials of Athomin 20% emulsion,“Shudekang”, Fosthiazate

10% granule and Furadan 3% granule were conducted. One liter or three liters or five litters of Athomin 20% emulsion diluted

with 44-45 liters of water on the basis of 667m2 of land, which was applied to planting furrow before planting and covered with

plastic sheet for seven days, was safe for potato emergence (90.28%-94.90%), which was bett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and

control. These three dosages of Athomin 20% emulsion could reduce the diseased tuber rate and disease index, of which the

treatment of Athomin 20% emulsion (5 L/667m2) showed the best results, with the control efficacy being 65.67%, and yield

being increased by 16.85%. Therefore, it is worth for further demonstration and extension in potato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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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云南省马铃薯主产区由丝核菌侵染引起的黑痣病的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并开展了病害防治田间

药效试验。云南省马铃薯主产区均有黑痣病的发生，部分地区发病较为严重，最为严重的昆明地区发病率达到

36.00%；曲靖、昭通、丽江、迪庆、大理五个地区的发病率分别为29.75%、29.01%、27.28%、20.91%和12.36%，

全省马铃薯黑痣病最轻发生地区为宣威，发病率亦达到12.00%。因此，开展20%辣根素水乳剂、“蔬得康”、10%

噻唑膦颗粒剂（福气多）和3%呋喃丹颗粒剂的田间防控试验。20%辣根素水乳剂按照每667m2用药1，3和5 L兑

水44~45 L，于马铃薯播种前开沟实施沟内土壤泼洒施药、盖膜7 d揭膜后播种，其对马铃薯出苗安全，出苗率达

90.28%~94.90%，优于其它药剂处理和空白对照；辣根素三个剂量处理能够降低平均病薯率和平均病情指数；其

中以20%辣根素水乳剂5 L/667m2处理防病效果达到65.67%，增产幅度达16.85%，为供试药剂中防控马铃薯黑痣

病和增产效果最好的药剂处理，值得在生产中进一步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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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黑痣病又称立枯丝核菌病，是一种常

见的土壤传播和种薯传播的病害，在世界各地均

有发生。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主要危害

马铃薯的幼芽、茎基部及块茎，发病时马铃薯叶

片则逐渐枯黄卷曲，近地部分的茎秆常产出黄豆

大的块茎。在近地表的地上茎表面，往往产生灰

白色霉层。

美国北部马铃薯黑痣病曾经严重发生过，其后

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东部地区也相继报道了马铃

薯种植区因遭受黑痣病的危害而造成损失。20世纪

70年代以来，日本、欧美等国十分重视对此病的研

究，并有过报道 [1,2]。Boлoвик[3]建议马铃薯与冬小

麦、多年生牧草、豆类轮作来降低土壤中的病菌数

量；10 cm土温达到7~8°C时大面积种植为宜，这样

有利于幼芽生长，不利于病菌侵染，播种过早、过

深、连作、二荒地种植，发病重。

中国的吉林、河北、内蒙古、甘肃等省区均有

过此病发生的记载[4,5]。近年来云南省马铃薯产业迅

速发展使得马铃薯黑痣病在云南境内的滇西北、滇

西南、滇东北等地均有发生，因此对研究黑痣病在

云南省大田发病情况及防控试验显得尤为重要。

1 材料与方法

1.1 云南省马铃薯黑痣病大田发病情况

1.1.1 调查地点

调查地点主要为滇东北和滇西北的大部分地

区，包括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

州、昭通市和曲靖市。

1.1.2 调查品种

本次共调查20个品种，分别为‘合作88’、‘丽

薯6号’、‘米拉’、‘宣薯2号’、‘云薯301’、‘滇薯

6号’、‘爱德53’、‘85克疫’、‘腾云红薯’、‘会泽

2 号’、‘中甸红’、‘苹果洋芋’、‘丽薯 7 号’、

‘5682-S04’、‘S04-5861’、‘S04-921’、‘紫云2号’、

‘江河2号’、‘彩云2号’和‘云薯505’。
1.1.3 调查方法

植株：每个地区随机选择 3块田，每块田取 3
点，每点随机取60株马铃薯植株进行调查，记录发

病株数，计算发病率。

块茎：每个地区随机选择 3块田，每块田取 3
点，每点随机取30株马铃薯挖出块茎进行调查，记

录发病块茎数，计算发病率。

1.2 云南省马铃薯黑痣病防控试验

1.2.1 供试药剂

20%辣根素水乳剂，由中国农业大学种苗健康

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提供。“蔬得康”，来自南京新

果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10%噻唑膦颗粒剂（福

气多），来自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

3%呋喃丹颗粒剂，来自美国FMC公司。

1.2.2 试验地点及品种

试验安排在云南省寻甸县甸沙乡。寻甸县甸沙

乡海拔1 850 m，土壤为红砂壤。试验选用云南省主

栽品种‘合作88’。
1.2.3 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采用单因子，随机区组，3次重复，每

小区种马铃薯72株（9株/行，8行，株距50 cm，行

距50 cm），小区面积为17.6 m2，重复间距为100 cm,
小区间距40 cm。共设9 个处理（表1）。
1.2.4 调查方法

采用每小区对角线5点取样，每点固定3株，共

调查15株。出苗后调查出苗率。现蕾开花期调查病

株率（茎基部有白色菌丝层认定为病株）。收获后调

查薯块发病率及病级（表2），测定各小区产量，计算

病情指数及相对防治效果。

计算公式为：

相对出苗率（%）=（处理区出苗数/对照区出苗

数）× 100
病株率（%）=（处理区病株数/总株数）× 100
防治效果（%）=[（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

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 100
病情指数=Σ（各级病薯数×相对级数值）× 100/

（调查总薯数 × 9）
1.2.5 数据分析

按照本试验设计（随机区组）对试验数据进行分

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云南省马铃薯黑痣病大田发病情况

2.1.1 不同品种黑痣病发生情况

共调查马铃薯品种20个（表3），块茎的平均发

病率为18%，其中，‘85克疫’的发病最严重，发病

率达到 45.00%，其次为‘腾云红薯’42.50%，‘会

泽2号’36.10%，而‘5682-S04’发病情况最轻，发病

率仅为10.40%。植株的平均发病（出现灰白色菌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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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供试药剂及施用方式

Table 1 Pesticide and applied methods

处理

Treatment

1

2

3

4

5

6

7

8

9（CK）

药剂

Pesticide
20%辣根素水乳剂

20%辣根素水乳剂

20%辣根素水乳剂

“蔬得康”

“蔬得康”

“蔬得康”

10%噻唑膦颗粒剂（福气多）

3%呋喃丹颗粒剂

空白对照

处理浓度及方式

Treatment concentration and method
马铃薯播种前土壤表面泼洒，20 mL兑水44 L（按照每667m2用药1 L计），盖膜7 d，揭膜后开

沟单垄播种

马铃薯播种前土壤表面泼洒，59 mL，兑水44 L（按照每667m2用药3 L计），盖膜7 d，揭膜后开

沟播种

马铃薯播种前，开沟，沟内土壤表面泼洒，100 mL，兑水45 L（按照每667m2用药5 L计），盖膜

7 d，揭膜后播种

马铃薯播种时，稀释5倍，马铃薯种薯薯块浸种5 min，播种

出苗后，结合第一次培土，每小区取0.48 L，兑水43.4 L，灌根

出苗后，结合第二次培土（封行前），每小区取0.16 L，兑水2.6 L，叶面喷雾

38 g（2 kg/667m2用量），每小区均匀撒施后，开沟播种

57 g（3 kg/667m2用量），拌细土或细的农家肥，播种

该小区按照云南马铃薯传统栽培习惯管理，不添加任何药剂，马铃薯单垄种植

层）率为 11.25%，其中，‘中甸红’的发病最严重，

发病率达到 16.10%，其次为‘丽薯 7 号’13.30%，

‘滇薯6号’11.10%，而‘云薯505’发病最轻，发病

率仅为2.70%。因此，同一品种地下部分的发病率

高于地上部分。

2.1.2 各产区马铃薯黑痣病发生情况

经调查：昆明地区黑痣病发生情况最为严重，

达到了 36.00%，其他地区发病率依次是曲靖

29.75% ， 昭 通 29.01% ， 丽 江 27.28% ， 迪 庆

20.91%，大理12.36%，最轻地区为宣威，发病率仅

为12.00%。

2.2 云南省马铃薯黑痣病防控试验

2.2.1 药剂对马铃薯出苗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4）表明，处理1，处理2和处理3
的出苗率分别为 90.28%，94.90%和 92.13%，均超

过了对照组的出苗率86.11%，这说明供试的20%辣

根素水乳剂有一定的促进生长出苗的作用。而处理

4，处理5，处理6以及处理7和处理8均未超过对照

组的出苗率，这说明这几种药剂的处理均对出苗率

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处理7只有57.40%，抑制

作用最为明显。

2.2.2 马铃薯黑痣病（丝核菌病）大田防治研究

与对照相比，处理 3 防治效果最好，达到

65.67%，处理 1 为 50.75%，处理 7 防治效果为

33.83%，处理 2 的防治效果为 23.88%，处理 8 为

19.40%（表5），以上5个处理均对黑痣病（丝核菌

病）有不同程度的防治作用。而处理6，处理4，处

理5的防治效果低于对照，这3个处理均对黑痣病

（丝核菌病）没有防治作用，甚至具有不同程度的促

进发病的作用。

表2 马铃薯黑痣病分级标准

Table 2 Grading standard for potato black scurf

病级

Grade
0
1
3
5
7
9

标 准

Standard
无病斑

块茎上有零星病斑1~5个

病斑点6~15个

病斑点占薯块面积的25%以下

病斑面积占薯块的26%~50%以内

病斑面积占50%以上

注：按国家《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调查。

Note: Investigation is based on the state «pesticide guidelines for
the field efficacy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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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田间马铃薯不同品种的黑痣病发病情况

Table 3 Disease incidence of black scurf for potato varieties planted in field

品种 (块茎)
Culltivar (Tuber)

合作88 Hezuo 88
丽薯6号 Lishu 6
中甸红 Zhongdianhong
丽薯7号 Lishu 7
爱德53 Ed 53
云薯301 Yunshu 301
腾云红薯 Tengyunhongshu
会泽2号 Huize 2
米拉 Mira
宣薯2号 Xuanshu 2
85克疫 85 Keyi
苹果洋芋 Apple potato
5682-S04

黑痣病发病率（%）

Incidence
32.08
30.94
30.28
25.38
22.60
15.85
42.50
36.10
16.70
16.70
45.00
13.30
10.40

品种 (植株)
Cullivar (Plant)

合作88 Hezuo 88
丽薯6号 Lishu 6
中甸红 Zhongdianhong
丽薯7号 Lishu 7
爱德53 Ed 53
云薯301 Yunshu 301
滇薯6号 Dianshu 6
S04-5861
S04-921
紫云2号 Ziyun 2
江河2号 Jianghe 2
彩云2号 Caiyun 2
云薯505 Yunshu 505

黑痣病病发病率（%）

Incidence
9.93

10.57
16.10
13.30

7.77
10.00
11.10

8.00
7.10
6.70
6.70
3.30
2.70

表4 各处理对马铃薯出苗率的影响

Table 4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emergence rate

处理

Treatment
3
7
8
6
5

出苗率(%)
Emergence rate

92.13
57.40
62.96
75.46
67.18

处理

Treatment

1
2

9（CK）
4

出苗率(%)
Emergence rate

90.28
94.90
86.11
75.46

表5 供试杀菌剂田间防治马铃薯黑痣病效果

Table 5 Control efficacy of different fungicides on potato black scurf disease in field

处理

Treatment

3
1
7
2
8
9 (CK)
6
4
5

平均病薯率（%）

Infected rate

3.63
8.74
9.26

12.48
12.43
11.31
13.45
17.06
21.58

平均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0.69
0.99
1.33
1.53
1.62
2.01
2.05
2.46
2.60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icacy

65.67
50.75
33.83
23.88
19.40

-
-1.99

-22.39
-29.35

产量（kg）
Yield

20.53
15.00
11.47
16.73
12.40
17.07
16.07
18.27
15.40

增产幅度

（%）

Yield increase
16.85

-13.80
-48.82

-2.03
-37.66

-
-6.22

6.57
-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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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近几年云南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迅速，使得马铃

薯黑痣病迅速在云南省境内蔓延开来，经本课题组

调查发现，云南省滇西北，包括迪庆藏族自治州、

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滇东北如昭通市、曲靖

市等地均有马铃薯黑痣病的发生，重症田块植株发

病率达到 70%~80%，直接影响马铃薯的产量和品

质。但目前中国许多马铃薯主产区由于无法实现轮

作倒茬，致使土壤中病原菌数量逐年累积，马铃薯

黑痣病的发生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马铃薯的产

量和品质。多年来，中国有关马铃薯黑痣病的研究

报道也比较少，从20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马铃薯黑

痣病才有了初步的研究，但目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仍是不够全面系统。而在云南省省内报道更为稀

少，其主要原因就是云南省之前基本没有出现过马

铃薯黑痣病，病原物的研究也不是十分清楚，即使

个别地区曾经出现过，危害也不严重。因此，对马

铃薯黑痣病菌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对其

遗传变异信息进行了解，而且可以对病害的预测预

报、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表明，选用的一部分药剂均对黑痣病（丝

核菌病）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尤其是20%辣根素水

乳剂防治效果最明显。而选用的药剂“蔬得康”则对

黑痣病（丝核菌病）不具有防治作用，甚至可以促进黑

痣病（丝核菌病）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上不建议选用

“蔬得康”作为防治马铃薯黑痣病（丝核菌病）的药

剂，其促进病害发生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马铃薯品种对黑痣病的抗性存在较大差异，但

目前生产上尚无对马铃薯黑痣病的抗病品种[6]。黑痣

病具有土传和种传病害的特点[7, 8]，本次的病害调查

只是做了一次简单的普查，未对品种的使用年限进

行跟踪调查，也未设计一组完整的品种抗性试验来

佐证调查结果，因此，所得调查数据仅供参考，有

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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