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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云南省以马铃薯为特色支柱产业

和冬作农业开发力度的加大，极大地促进了迪庆

州马铃薯生产的发展，种植面积近 0.6 万 hm2，种

薯繁育面积达 0.33 万 hm2，平均 667 m2 产量接近

1 000 kg。但是，以马铃薯病毒病、紫顶萎蔫病、
斑潜蝇为代表的病虫害成为严重影响和威胁马铃薯

生产的因子。而迪庆州马铃薯病虫害综合防治方面

的研究起步较晚，马铃薯病虫害发生、危害、种类

系统研究很少。通过近年来对迪庆州不同生产区危

害马铃薯的病虫害进行了的调查，逐步了解迪庆州

马铃薯病虫害发生的规律及现状并探讨解决措施，

这对迪庆州马铃薯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迪庆州马铃薯主要病虫害种类

1.1 危害马铃薯主要虫害

1.1.1 地下害虫

（1）蛴螬：是鞘翅目金龟子幼虫的统称，迪庆

州 马 铃 薯 的 蛴 螬 主 要 为 暗 黑 金 龟 子 [Holotrichia
parallela（Motschulsky）]、小云斑鳃金龟子幼虫。主

要在马铃薯生长期间地下危害块茎，影响马铃薯产

量和品质。
（2）小地老虎[Agrotis ypsilon（Rottem berg）]在

迪庆马铃薯种植区都有分布，发生比较严重，危害

地下块茎，或薯苗主干在近地表处被咬断，严重田

块出现缺苗断垄现象。
（3）蝼蛄：主要是非洲蝼蛄[Gryllotalpa africana

（Palisot de Beauvois）]，该虫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澜

沧江河谷区，在稻后栽种田块中发生严重。

（4）金针虫：是鞘翅目叩头虫科幼虫的总称。
主 要 是 沟 金 针 虫 [Pleonomus canaliculatus（Falde r-
manr）]，在迪庆马铃薯种植区都有分布，主要以幼虫

危害马铃薯根、幼芽及块茎。使植株发育不良或枯

死，块茎取食后影响产量和品质，严重地块受害率

可达 50%以上。
1.1.2 钻柱性害虫

（1）南美斑潜蝇[Liriomyza sativae（Blanchard）]，
该虫在迪庆各个马铃薯种植区都有发生，主要在生

长期间潜叶危害，有时钻柱茎秆危害，危害率达

70%~90%。
（2）马 铃 薯 块 茎 蛾 [Phthorimaea operculella

（Zeller）]：该虫在马铃薯田间生长期和储贮期均可造

成危害。其幼虫危害作物的芽，钻柱茎秆、叶片及

薯块，引起茎块腐烂、变质，可使产量减产 25%~
35%，主要发生于河谷区。
1.1.3 媒介害虫

桃蚜[Myzus persicae（Sulzer）]是田块马铃薯病毒

病（如马铃薯 Y 病毒、马铃薯 X 病毒、马铃薯卷叶

病毒、马铃薯 M 病毒）的传毒媒介害虫，在迪庆马

铃薯种植区均有分布，且桃蚜种群数量与马铃薯病

毒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1.1.4 食叶性害虫

主要是斜纹夜蛾[Prodenia litura（Fabrieius）]和东

亚飞蝗[Locusat migratoria manilensis（Meyen）]，主要

取食叶片，危害性不大，在迪庆河谷区及二半山区

均有分布。
1.2 危害马铃薯主要病害

1.2.1 真菌病害

（1）晚 疫 病 ： 是 由 致 病 疫 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引起，叶片、茎和薯块均可受害，一般在

开花前后出现症状。受害病叶初期为不规则形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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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色斑点，气候潮湿时病斑迅速扩大，边缘为水

渍状，有一圈白色霉状物，在叶的背面长有茂密的

白霉，形成霉轮，这是本病的特征。干燥时病斑停

止扩展，病部变褐而脆，边缘也不产生白霉。茎部

受害初为稍凹陷的黑色条斑，气候潮湿时表面也产

生少量的白霉。薯块受害时发病初期产生褐色或带

紫色的小病斑，稍凹陷，在皮下呈红褐色，逐渐向

周围和内部发展。带病种薯是初侵染的病菌来源，

高温凉爽的气候（20～30℃）有利于病菌的侵染。栽种

匍匐型的感病品种、氮肥施用过多，地势低洼等病

害发生、流行严重，在迪庆各种植区均有发生。
（2）早疫病：病原为茄链格孢[Alternaria solani

（Ell. and Mart.）]，主要危害叶片。下部老叶先发病，

最初在叶片上出现褐色小斑点，病斑逐渐扩大成同

心轮纹，近圆形。病斑发展多时可以相互连接为不

规则形大斑，但不呈现水渍状的晕斑，而是干枯的

斑点，为深褐色，内有黑色同心轮纹。块茎较少感

病，一般植株下部叶片先发病枯萎，逐渐向上蔓延。
带病种薯是初侵染的病菌来源，高温（28～30℃）有利

于病菌孢子萌发及侵染，生长不良的植株发病严重，

在迪庆各种植区均有发生。
（3）疮痂病：病原为马铃薯疮痂菌（Streptomyces

scabies），主要危害马铃薯块茎。在块茎表面产生暗

红褐色斑，四面凸起，中央凹陷，可形成不规则的

裂口，病斑周围形成一圈木栓层，后期形成圆形或

不规则的疮痂状斑块。带病种薯是初侵染的病菌来

源。高温、干燥、中性或偏碱性的土壤有利于发病，

皮薄的品种易感病。主要发生在迪庆高原春作区。
（4）粉痂病：病原为马铃薯粉痂菌（Spongospora

subterranean），主要危害块茎及根部。块茎染病初

在表皮上出现针头大的褐色小斑，外围有半透明的

晕斑，后小斑逐渐隆起、膨大，成为细小的“疮斑”，
后期“疮斑”表皮破裂、反卷，皮下组织呈现桔红色，

病斑下陷呈火山口状，外围有木栓质晕环。根部染

病时于根的一侧长出豆粒大小单生或聚生的瘤状物。
带病种薯是初侵染的病菌来源，土壤湿度大，偏酸

性的粘重土易发病。主要发生在迪庆高原春作区

（5）癌肿病：病原为内生集壶菌（Synchytrium
endobioticum），主要危害马铃薯块茎，产生不正常

的瘤肿，多从芽眼处发生。发病较轻植株地上部分

无明显症状，重病株茎及茎基部产生圆形花椰菜状

瘤，多为绿色。叶柄基部也可长出绿色小瘤。地下

部分形成的肿瘤表面粗糙，初为乳白色，后呈粉红

色或褐色，易腐烂，并有恶臭和褐色粘液。侵染来

源主要是病薯带菌及土壤传播。海拔 2 300 m 以上，

气候冷凉，土壤湿度大，酸性土壤的地区发病严重。
1.2.2 细菌病害

（1）青枯病：病原为青枯假单胞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病株先从下部叶片萎垂，早期晚间

能恢复，几天后就整株凋萎。茎叶初为青绿色，病

茎内部维管束组织变褐。带病块茎的外表无特殊症

状，内部维管束变黑褐色，比环腐病色深，挤压变

色的维管束有污白色的细菌液渗出，但导管和皮层

不能剥离。侵染来源主要是病薯带菌及土壤传播。
高温、高湿、连作田、低洼田有利于病害发生流行。
在迪庆各种植区均有发生。

（2）黑 胫 病 ： 病 原 为 欧 文 氏 菌 属（Erwinia
carotovora subsp. atroseptica），在马铃薯整个生育期

中均可发展，病株矮小，茎杆变硬，节间缩短，长

势衰弱，叶黄化并卷缩变小，茎基部和根部变黑，

地下茎的皮层与髓部变黑，表皮破裂，呈水渍状腐

烂，如除去茎周围土壤，可见变黑部分一直延续达

薯块。病害连续发展，薯内湿软腐败，发出酸臭气

味，根系全部被破坏，极易从土中拔出，植株很快

死亡。主要是病薯带菌侵染。高温、高湿、地势低

洼，通风不良有利于病害发生。在高原春作区有发

生。
1.2.3 病毒病及植原体病害

（1）普通花叶病毒（PVX）：病原属于马铃薯 X 病

毒属（Potexvirus）。引起植株轻花叶至严重花叶，叶

片皱缩、植株矮化；主要靠蚜虫传播，也可通过嫁

接和汁液机械传播。
（2）马铃薯重花叶病（PVY）：病原属于马铃薯Y

病毒属（Potyvirus）。引起植株叶片出现斑驳花叶或

枯斑，呈条纹花叶，叶片坏死但不脱落，有时聚生

成丛，植株矮小。主要靠蚜虫传播也可通过嫁接和

汁液机械传播。
（3）马铃薯卷叶病（PLRV）：病原属于马铃薯卷

叶病毒属（Polerovirus）。病叶小、厚而脆，叶脉硬，

叶色淡，叶背面可呈红色或紫色，叶缘向上卷曲，

严重时呈圆筒状。主要靠蚜虫传播。
（4）马铃薯紫顶萎蔫病：属植原体病害，病原物

是一种类菌植体（Mycoplasma－like organism，MLO）。
植株矮小、退绿、矮缩和侧生丛生，顶部叶片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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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变紫，结气生薯，块茎表现不出芽或出芽较脆

弱，不易成活。主要靠叶蝉传播，多发生在低海拔

河谷区。
1.2.4 马铃薯线虫病害

主要是马铃薯根结线虫，病原物为南方根结线

虫（Meloidogyne incognita）。主要是根部受害形成大

小不一的根结虫瘿，块茎受害形成瘤状突起的虫瘿，

主要发生在低海拔河谷区。
1.2.5 生理性病害

（1）块茎黑心病：主要是块茎内部缺氧所引起

的，在块茎中心部出现黑色至蓝色不规则花纹，严

重时整个块茎变黑。
（2）块茎空心病：块茎膨大速度过快而产生，块

茎急剧增大或在膨大前期土壤干旱，后期突然浇水

或降雨，或者钾肥不足引起的。空心病多发生于块

茎的髓部，外部无任何症状，一般大薯容易出现。
（3）块茎裂口：土壤忽干忽湿或块茎膨大期肥水

过大而产生，收获时块茎表面有一条或数条纵向裂

痕。
（4）块茎畸形：主要是高温、高湿、干旱交替，

出现块茎 2 次膨大而引起，芽眼部位出现瘤状小薯，

或形成哑铃形块茎。

2 迪庆州马铃薯产区病虫害成因分析

迪庆州马铃薯生产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条件和地理区位优势，不仅是迪庆广大农牧民的

主要粮食作物和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也是迪庆州

在农产品贸易中参与竞争和发展的一个优势作物。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云南培植马

铃薯为特色支柱产业，极大地促进了迪庆州马铃薯

生产的发展，使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平均单产逐年

提高。但也存在着一方面推广体系不健全，缺乏多

抗或综合性状好的优质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另一

方面，种薯生产或经营基本还处于自发状态，原始

的自留种方式比例高，并且缺乏权威部门的组织、
管理、协调及病虫害监控制度，导致马铃薯生产中

病虫害加剧。迪庆州马铃薯生产主要分布在自然环

境差，土地瘠薄和农民相对贫困的地区，由于生产

资料投入严重不足，科技普及滞后，田间管理粗

放，病虫害防治意识淡薄，使病毒病、马铃薯紫顶

萎蔫病、斑潜蝇等逐步上升为主要病虫害，成为制

约迪庆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的瓶颈。

3 迪庆州马铃薯主要病虫害防治现状

迪庆州对马铃薯病虫害防治主要还是依靠化学

农药，由于长期使用化学农药，造成了病虫不同程

度的抗药性。另外，目前使用的化学农药大多数是

具有内吸作用的广谱性农药，长期大量使用农药，

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尤其是对地下害虫、
钻柱性害虫的防治，用药后直接作用于可食用部

分，所造成的污染和残毒危害更大。因此，病虫害

抗药性的不断增强，防治费用逐年加大，人们对农

产品安全消费的期望值更高，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
马铃薯病虫害的防治是一项需长期坚持，不断

探索的工作，在防治上应采用“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原则，要从马铃薯生产的整体观念出发。深

入研究其经济阈值和经济危害水平，本着安全、有

效、经济、实用的原则，有机地协调使用农业、生

物、化学和物理的配套措施以及其他有效的生态手

段，建立适宜本地推广，种植户容易接受的综合防

治技术体系。
3.1 对马铃薯病虫害的种类及分布进行调查研究

病虫害种类、分布及危害特性等研究是进行防

控研究的基础，因此应深入系统调查迪庆州不同马

铃薯种植区马铃薯病虫害种类、分布和发生危害规

律。在田间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建立田间有害生物

监测系统。利用便捷的监测工具监测主要病虫害尤

其是传毒媒介昆虫类，流行性强的晚疫病等，利用

基础数据或专家系统来记录和处理数据、构建预警

系统模型。
3.2 加强和重视农业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就是利用农业生产过程中各项技术措

施加以适当改进，创造有利于马铃薯生长、不利于

病虫害发生和危害条件，来达到避免病虫害发生或

减轻危害。选用抗耐病品种能减轻病虫危害，减少

化学农药用量，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马铃薯与非

茄科作物轮作，对晚疫病、青枯病、黑胫病等多种

土传病害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清洁田园或沟边、地

边杂草等并远离深埋以减少病菌、虫卵生存繁殖场

所，破坏它们的生存条件，同时利用秋季深翻土地

来破坏害虫的越冬场所；利用害虫趋性来进行灯光

诱杀，糖蜜诱杀、鲜马粪诱杀，减少成虫产卵，降

低幼虫数量，达到有效防治病虫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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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严格植物检疫措施

严格检疫措施是防止危险性病虫及其它有害

生物随马铃薯种薯、商品薯转移而传播蔓延和保

护农产品贸易流通的重要措施。马铃薯癌肿病、
环腐病，马铃薯块茎蛾仅在云南省局部地区发生，

要严格执行植物检疫，防止上述危险性病虫害随

种薯传到无病区危害。
3.4 加强对蚜虫、叶蝉等传媒害虫的防控

媒介害虫的防治是防治马铃薯病毒的突破口，

在所有传毒介体昆虫中蚜虫是最主要的传媒介体。
应用化学农药防治媒介昆虫在目前还是一种主要

的防治手段，但对农药使用应该有针对性，要把

握用药的关键时期。因为使用杀虫剂只能控制媒

介昆虫的种群数量，而不能有效地降低或阻止病

毒的传播及发生。但当媒介昆虫以田间的植物为

寄主时，若能在病毒接种前使用杀虫剂将其杀灭，

便可达到控制其对非持久性方式病毒的传播，从

而有效地防治薯田病毒病。
3.5 无公害防治措施的应用

随着人们对马铃薯病虫害防治中化学农药弊病

的认识及绿色食品消费观念的增强，对无污染的

马铃薯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开发和示范推广

符合环保、安全、高效、经济的生物农药，并加

强作物间作套种组合等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马铃

薯病虫害发生，积极探索和发展无公害防治措施，

这将是今后马铃薯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必然趋势。

马铃薯是宁夏自治区确定的战略性主导产品，

目前固原市种植面积达到 9.854 万 hm2，年总产鲜

薯195 万 t，成为宁南山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经

多年的生产实践总结，已建立了比较成熟的马铃薯

无公害生产体系。现将脱毒马铃薯主要病虫发生种

类及无公害生产植保技术总结如下，供同类地区借

鉴。

1 主要病虫草害发生种类

1.1 马铃薯蚜虫

蚜虫是马铃薯常发性害虫，也是病毒病传播的

主要介体。经 2 年的调查，马铃薯上的蚜虫有 23
种，其中桃蚜、麦二叉蚜、玉米蚜、甘蓝蚜为马铃

薯田蚜虫的优势种群，发生危害期多为 6~8 月份。

1.2 地下害虫

主要有蛴螬、小地老虎、蝼蛄、全针虫，是影

响马铃薯地下块茎质量和产量的重要害虫，危害期

4~9 月份。
1.3 马铃薯晚疫病

马铃薯晚疫病是重要的真菌性病害，病菌主要

侵染叶片，茎杆和块茎，一般年份造成块茎病烂

8%～15%，流行年份达 40%以上。
1.4 马铃薯早疫病

马铃薯早疫病在当地普遍发生，当马铃薯出苗

后不久，特别是在现蕾期后，叶片上产生病斑，病

斑呈现规则或不规则的同心轮纹状。这种病害的发

生与晚疫病相反，在高温与干旱的条件下发生严

重，造成叶片干枯，影响产量。
1.5 马铃薯环腐病

马铃薯环腐病为细菌性病害。当地群众叫烂圈

腐病，病菌侵害后，主要表现在块茎和植株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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