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丝核菌溃疡病的防治措施

首先是使用无病种薯, 不要用带有黑痣的薯块

做种 , 尽量压低丝核菌的菌源。其次是轮作倒茬 ,

菌核可在土壤里长期存活 , 马铃薯田 与谷物或牧

草进行长时间的轮作 , 可降低发病 率。第三是适

当晚播和浅播 , 这样地温高些 , 促进早 出苗 , 减

少幼芽在土壤中的时间 , 从而降低发病 率。第四

是化学防治 , 以前多采取土壤消毒的方 法 , 主要

用五氯硝基苯 , 但费事、价高 , 成本太高 , 随 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 , 出现了许多新的 杀菌剂 , 对 土

传病害有特效 , 采取拌种和喷雾的 方法 , 有较好

的效果。

下面介绍两种化学防治方法:

①苗盛( Monceren) 拌种。苗盛是德国拜耳作物

科 学公司的产 品 , 47%可 湿 性 拌 种 剂 , 粉 红 色 粉

剂, 具有高效防治多种种传、土传病害的作用, 尤

其对立枯丝核菌引起的病害有特效, 对作物安全性

好。具体用量为每公顷用 1 500~1 875 g 药粉 , 先

将药粉与适量滑石粉掺均匀稀释, 再拌到每公顷用

量的芽块上, 最好随切芽块随拌, 让药剂均匀沾到

芽块上, 拌好即可播种。

②阿米西达( Amistar) 垄沟喷雾。阿米西达是先

正达农业科技公司( 原瑞士诺华公司和英国捷利康

公司合并而成) 的产品 , 剂型为25%悬浮液 , 除叶

面喷雾对早疫病、晚疫病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外, 在

土壤里施用可以很好的 防治马铃薯 土传和种 传病

害。施用方法 , 种薯播到垄沟后马上在沟内喷药 ,

使土壤和芽块都沾上药液, 然后复土。最好使用带

喷药装置的马铃薯播种机开沟、播种、喷药、覆土

一次完成, 省工、省力、效果好。用药剂量每公顷

施用 555~795 mL, 如果土壤粘性大需加大用药量。

由于渭源县马铃薯面积迅速扩大, 轮作周期缩

短、各项丰产栽培和防病技术措施没有全面落实 ,

导致马铃薯晚疫病逐年危害加重, 影响种薯产业的

大发展, 为此我们积极行动, 围绕种薯基地马铃薯

晚疫病的发生, 进行了大量工作, 总结出了马铃薯

晚疫病的发生规律、发病原因和控制对策。

1 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规律及症状

马铃薯晚疫病是一种属藻菌纲、卵菌目、霜霉

科的致病疫霉菌, 经调查在我县初侵染源主要来自

带病种薯、自生病苗, 越冬菌源是以菌丝体在薯肉

内越冬。病菌主要靠气流和雨水传播, 地上部从叶

片的气孔、表皮、伤口侵入 , 地下部从块茎皮孔、

伤口、芽眼侵入。

在正常年份马铃薯现蕾后即 7 月 10 日左右产

生病斑 , 初花后即 7 月 20 日左右产 生中心病株 ,

中心病株出现 10 d 后经过多次再侵染 , 就可造成

大面积发病。发病马铃薯首先在叶尖或叶缘产生褐

色小斑点 , 随着温度、湿度增加 , 病斑迅速扩大 ,

形成较大病斑, 湿度大时病部呈黑绿色水渍状, 叶

背面产生白色霉层, 空气干燥时病部干缩。病害发

生严重时茎秆也可发病, 病部易脆折。一般块茎受

病菌侵染时在终花期后, 块茎感病后病部变褐色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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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塌陷, 薯肉干腐。

多年连作地、瘠薄地、低洼地病害发生重, 轮

作地、肥沃地、精耕细作地 发生轻 , 尤其 在多雨

年、连阴雨日多的年份发病重。

2 晚疫病发生原因

( 1) 气候有利病害发生。气候因素是晚疫病严

重流行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县属典型的高寒二

阴区。6 月下旬至 7 月份多雨、多连阴雨日 , 同时

相对湿度在 85%左右 , 气温在 16~20℃左右 , 温湿

度有利于晚疫病的发生流行。

( 2) 抗病性弱的品种, 为晚疫病的流行提供了

寄主。渭源县马铃薯品种较多, 种植有陇薯系列和

渭薯系列等品种, 由于抗病性弱的品种的存在为晚

疫病流行提供了大量寄主, 导致晚疫病流行。

( 3) 耕作粗放, 轮作倒茬年限短, 为晚疫病的

流行创造了条件。近年由于马铃 薯面积的迅 速扩

大, 轮作周期缩短, “对口茬”和连作面积增大, 同

时早耕、伏耕面积减少, 施肥跟不上, 导致土壤肥

力下降, 马铃薯病害发生逐年加重。

( 4) 测报网络不健全, 通讯设备落后。目前在

马铃薯南北种植区均没有建成测报网点, 各乡镇缺

少相对稳定的测报技术人员, 尤其缺乏测报工具和

交通车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无法及时有效的搜

集和发布病虫害信息 , 导致错过病虫 害防治关键

期, 使病害严重发生流行。

( 5) 技 术 宣 传 培 训 力 度 小 , 群 众 防 病 意 识 不

高。现阶段县级相关部门缺乏经费, 难以大力开展

技术宣传培训, 农技推广人员在岗少, 正常的推广

和技术宣传培训难以开展 , 致使农民 科技素质不

高, 防病意识不强, 促成病害流行。

( 6) 从外省( 市) 引进品种时 , 没有认真调研 ,

引进的品种抗晚疫病能力很差, 使引种区乡( 镇) 晚

疫病发生和流行, 同时为邻近乡( 镇) 晚疫病的发生

和流行提供了大量菌源。

另外, 搞超前研究少, 没有及时筛选出抗病品

种和高效防治药剂, 另外, 综合防治技术没有全面

普及, 也是造成病害流行的原因。

3 晚疫病控制对策

( 1) 加强领导, 面向市场, 推广种植抗病优质

良种。良种是防病的关键。政府部门要统一安排 ,

农业部门要具体组织种薯生产, 同时结合实际科学

规划良种生产基地, 在良种基地, 大力引进和推广

种植脱毒陇薯 3 号、6 号和渭薯 1 号等优质抗病良

种, 扩繁后供应全县并组织对外调种, 通过推广良

种有效防控晚疫病发生危害。

( 2) 建立高标准示范田 , 带动防治新技术的普

及应用。围绕种薯生产基地建设 , 积极争项取点 ,

结合搞项目和抓农业示范点建立新品种及新技术展

示园, 搞示范防治, 普及应用防控新技术, 有效控

制病害的发生, 提高种薯生产质量。

( 3) 加强测报, 及时准确发布病害信息。测报

上要坚持定点观测与巡回调查相结合, 在经费有限

的条件下, 利用搞其它农技推广工作的同时, 不定

期的深入村社巡回搞调查, 及时掌握发病动态, 并

采用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办简报等各种方式, 准

确发布病情信息, 适时指导大面积防控工作。

( 4) 创新技术培训方式, 全面落实综合防治措

施。在抓好常规技术宣传培训的同时, 结合抓科技

示范点工作, 积极开展科技入户工作, 在马铃薯播

种和田间管理季节, 送技术到户、到人, 将农业防

治选用抗病品种、合理密植、科学施肥、早培土厚

培土等综合技术 , 在马铃薯种植区全面普及应用 ,

有效减轻病害的发生和流行。

( 5) 积极开展超前试验, 创新植保技术。每年

要结合生产实际, 设置新品种、新肥料和高效防病

药剂筛选试验 , 将筛选出的新农药品种如宝大森、

杀毒矾、杜帮克露等就近示范推广, 同时在丰产栽

培方面积极开展研究, 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

( 6) 搞好协调, 及时有效的开展示范防治。每

年在马铃薯晚疫病发生时节组织机防队, 带上机动

喷雾器, 送技术到马铃薯种薯集中种植区, 进行连

片示范防治 , 同时通过散发 资料、电视报 道等形

式, 广泛宣传防治新技术, 辐射带动全县掀起防治

高潮, 为全县马铃薯的晚疫病流行与发生作好及时

有效的技术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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