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是定西市的主导产业之一, 正常年份种

植 面 积 达 20 万 hm2 以 上 , 约 占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的

50%。近年来, 随着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的不断

扩大, 病害危害日趋严重, 尤其是贮藏期烂窖问题

十分严重, 已成为严重影响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主要因素。为了全面了 解定西市马 铃薯贮藏病

害 的 主 要 种 类 和 危 害 现 状 , 2006 年 秋 季 对 全 市7

县( 区) 马铃薯主要病害田间危害情况进行了专题

调查。2006 年冬至 2007 年春又对全市马铃薯贮藏

期主要病害进行了专项调查, 现将调查情况总结分

析如下, 供同类地区参考。

1 调查范围

全区 7 县( 区) 36 个乡( 镇) 。每乡( 镇) 按 3

个代表村10 个抽样单位抽样调查。

2 调查品种

此次调查涉及的主要马铃薯品种有陇薯 3 号、

陇薯5 号、陇薯 6 号、渭薯 1 号、渭薯3号、大白

花、新大坪、LK- 99、216- 10 等品种。

3 主要病害及危害现状

3.1 马铃薯干腐病

据调查, 马铃薯干腐病是导致定西市马铃薯腐

烂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陇薯 3 号、大白花、新大坪

3 品种危害最重, 且常常和黑胫病、环腐病、青枯

病等病害混合侵染 , 造成干 腐、黑腐、软腐 等症

状 , 在区域分布上以安定、临洮、渭源、陇西北部

半干旱区最重, 一般田间被害株率可达 7% ～12%,

个别严重地块可达 50%以上 , 是导致贮藏 期烂窖

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述 3 个品种的烂窖率一般可达

8% ～12%, 其 危害程度已 远远超过了 马 铃 薯 晚 疫

病、环腐病等常发性病害。

3.2 马铃薯环腐病

长期以来, 马铃薯环腐病一直是定西市马铃薯

生产中的主要病害之一, 不但在田间危害严重, 也

是贮藏期烂窖的主要原因, 据调查, 全市马铃薯产

区普遍发生 , 田间被害率一般可达 5% ～12%, 窖

藏期烂薯率北部达 8% ～12%, 南部为 5% ～9%, 从

品种来看, 大白花、新大坪、陇薯 3 号和大西洋等

品种比较严重 , 且 常常和干腐 病、青枯病混 合发

生, 造成软腐和黑腐病。

3.3 马铃薯软腐病

马铃薯软腐病在全国各个马铃薯产区均有不同

程度的发生, 在定西市一直未列入主要病害。近年

来, 随着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和频繁

的品种调运, 导致马铃薯软腐病扩散和蔓延, 危害

程度连年加重, 已上升为定西市马铃薯的主要病害

之一 , 大多数在田间感病 , 植株表面症状不明显 ,

很难准确诊断 , 收获的种薯一般不表现任何症状 ,

入窖后随着窖内湿度的不断增加开始显现症状, 造

成烂窖, 且常常和黑胫病混合发生, 造成黑腐, 因

此造成的窖藏烂薯率一般可达 5%以上。

3.4 马铃薯晚疫病

马铃薯晚疫病虽然是定西市马铃薯的主要病害

之一, 但因近年来防治措施得力, 较好地控制了其

危害。据调查 , 贮藏期烂薯率在 5%左右 , 从品种

来看, 新大坪、大白花、陇薯 3 号较重, 其余品种

较轻。

3.5 马铃薯黑胫病

马铃薯黑胫病在定西市马铃薯产区普遍发生 ,

以安定、陇西、临洮、渭源北部较重, 田间被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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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品种不同而不同, 以陇薯 3 号最重, 其次为大白

花, 其它品种较轻, 且常常和干腐、软腐和环腐病

混合发生, 烂薯率在 5%～7%。

3.6 其它病害

除以上 5 种主要病害外 , 还有马铃薯青枯病、

疮痂病、粉痂病、红腐疫霉、丝核菌、白绢病等病

害在定西市局部地方也造成危害, 在一定程度上也

是造成贮藏期烂薯的原因之一。

4 原因分析

( 1) 地下害虫、马铃薯茎线虫、机械损伤造成

的伤口是导致干腐、软腐病大范围蔓延危害的主要

原因。据调查 , 安定北部乡镇地下害虫密度极大 ,

导致部分马铃薯苗期死亡现象严重, 田间出苗率受

到严重影响 , 个别地块种薯被害率高达65%。渭源

五竹、会川等乡镇马铃薯茎线虫密度较大, 危害十

分严重, 大量的伤口为干腐、软腐病等弱寄生菌侵

染创造了良好的机会。近年来各地注重了对晚疫病

的大面积防治 , 但放松了对地下害虫 和线虫的防

治, 再加上人工搬运和机械创伤, 大大提高了各种

病害的侵染几率, 是导致干腐、软腐病大面积危害

的主要原因。

( 2) 病 源 菌 复 杂 , 防 治 十 分 困 难 。 马 铃 薯 干

腐、软腐病是由多种病源菌复合侵染的复合病害 ,

任何一种单一的防治方法很难奏效, 目前, 世界各

地尚无良好的控制措施, 只能采用晒种、通风、严

格挑选、贮藏窖处理等物理措施进行预防。

( 3) 粗放管理是导致马铃薯病害交叉感染的主

要原因。据调查和走访农户, 一些不经晒种、挑选

不严格、贮藏窖处理不好的农户, 往往会造成严重

烂窖, 损失惨重。相反, 各项预防措施到位的贮藏

窖则发病较轻。

( 4) 大面积重茬种植是造成马铃薯病害大面积

危害的内因所在。马铃薯病害大多数是一些真菌性

病害, 在土壤 中大都可存 活 1 年以上 , 有 的甚至

以腐生方式长期存活 , 连续重茬种植会 加重病害

的大面积扩散蔓延 , 将是影响马铃薯 产业发展的

重大隐患。

5 防治对策

( 1) 在入窖前 , 先将窖壁用清水喷湿 , 把窖

壁和窖底旧土铲除 3 cm, 通风晾晒 7 d 以上 , 并用

1%高锰酸钾溶液或石灰水喷洒消毒 , 或用硫磺粉

( 15 g·m- 3) 发烟熏蒸 24 h。

( 2) 薯块在入窖前先放在干燥、通风、避光处

晾2 ～5 d, 防止雨水淋湿 , 严格淘汰病、烂、伤、

破损薯, 除去依附在薯面的泥土, 促进薯皮木栓化

和伤口愈伤组织的形成。

( 3) 在装卸、搬运、入窖时要做到轻拿轻放 ,

切莫从窖口直接倒入。提倡用窑贮藏马铃薯, 便于

搬运和倒堆, 减少伤口, 降低病害的侵染几率。

( 4) 入窖前进行薯块处理。目前在生产上推广

应用的药剂有两种 : 45%的噻菌灵( 特克多) 悬浮

剂 400 ～600 倍液, 或用 25%的咪鲜安 ( 施保安) 乳

油 500～1 000 倍液喷雾, 待药液充分晾干后入窖贮

藏。

( 5) 注重通风换气, 控制窖内温湿度环境。贮

藏容量不宜过大 , 一般占窖内容积的 1/2 至 2/3 为

宜, 薯堆高度 1 m 以下, 并采用麦秆或玉米秆扎成

通气孔立放在薯堆内 , 通 气孔应该比 薯堆高出30

cm。入窖初期敞开窖门和通气孔 , 外界气温降至

- 1℃时 堵 住 窖 门 和 通 气 孔 , 控 制 窖 内 温 度 在 1 ～

4℃。若发现薯堆上层和窖壁出现水珠 , 薯块表面

潮湿, 则表明窖内湿度过大, 应及时打开窖门、通

气孔通风除湿。春季随着气温的升降, 要灵活掌握

打开和关闭窖门、通气孔 , 在 保证不受 冻的情况

下, 最好晚间打开, 白天关闭, 以降低窖内温度。

( 6) 经 常 检 查 , 发 现 窖 内 有 异 味 或 烂 薯 时 ,

立即倒堆, 剔除病烂薯, 将病烂薯运出窖外作深埋

处理, 切不可随意乱倒, 形成新的传染源。

( 7) 把 好 良 种 调 运 关 口 , 防 止 病 害 的 异 地 调

运。调种时一定要配备 有经验的 专业技术人 员参

与, 种薯要经严格挑选后方可调入, 否则将会造成

病害的异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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