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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黑龙江省土质肥沃
，

气候冷凉
，

马铃薯的年种

植面积约 �� 万 ���

�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

�����
，

是

我国重要的种薯和商品薯生产基地之一
。

然而本省

的气候条件也特别适宜晚疫病的发生
，

每年因晚疫

病的发生
，

造成约 �亿元的经济损失
，

晚疫病已成

为限制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发展最严重的病害
。

晚

疫病之所以年年发生
，

除了气候条件的原因之外
，

在防治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

� 存在的问题

�
�

� 初侵染源广泛存在
，

缺少有效的控制措施

就我国北方一作区而言
，

目前马铃薯晚疫病的

初侵染来源有
�
带病种薯

、

卵抱子和其它寄主
。

卵

抱子在黑龙江省存在与否
，

尚未可知
。

其它寄主�如

茄子
、

西红柿等�能否与马铃薯交互感染
，

也未确

定
。

因此
，

带病种薯是黑龙江省晚疫病发生的最主

要的初侵染源
。

黑龙江省一般是秋季收获种薯
，

经

过漫长的冬季贮藏
，

春季播种
。

农村通常自繁自贮

种薯
，

有成千上万的种薯窖分布在广大农村
。

每年

春季种薯出窖时
，

病薯一般都被随意抛弃在种薯窖

旁边
，

这些病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形成自生苗
，

而

这些自生苗往往是晚疫病发生和流行的中心病株
。

�
�

� 抗病品种缺乏
，

尤其是中早熟品种

近年来
，

黑龙江省的早熟品种市场已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

鲁引 �号和早大白的种植面积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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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和克新 �号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
。

鲁引 �号

和早大白这两个品种的抗晚疫病性极差
，

不但地上

部茎叶感病
，

而且地下部块茎也严重感病
，

成为晚

疫病常年发生的一大隐患
。

此外
，

据研究表明
，

由

于 目前黑龙江省马铃薯晚疫病菌生理小种已呈现出

复杂化的趋势
，

不仅现有主栽品种的抗性正逐渐丧

失
，

而且在现有资源中的抗病材料也为数不多
。

以

����年为例
，

黑龙江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育种

室的 ��� 余份杂交亲本中
，

真正抗晚疫病的材料不

超过 �� 份
。

所引人的国际马铃薯中心的水平抗性

材料
，

又表现出熟期偏晚
，

在黑龙江省不能正常成

熟
。

因此抗病品种的缺乏
，

也是晚疫病常年发生的

一大因素
。

�
�

� 药剂防治时
，

用药方法不当且缺乏联防意识

黑龙江省晚疫病一般在 �月中旬至 �月下旬发

生
，

种植者多采用药剂防治的方法防治晚疫病
。

但

多数种植户往往是在发病时才开始喷药防病
，

所用

药剂也不管是内吸剂
，

还是触杀剂
，

只要是防晚疫

病的药剂就拿来使用
。

而且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
同

是一片田地
，

这个地块喷药时
，

那个地块尚未喷药

或已喷完多 日
，

缺乏统一的联合防病意识
。

常常是

此地块晚疫病已得到控制
，

而彼地块又重新发生
，

最终造成晚疫病的流行蔓延
。

�
�

� 药剂质量良荞不齐
，

防治效果差

经过多年的药剂防治试验
，

得出了如下结论
�

许多防晚疫病药剂
，

如果按照说明书上的正常量使

用
，

往往防病效果很差
，

甚至有的药剂根本不起作

用
，

尤其是国产药剂
。

而如果将剂量加倍
，

才会有

一定的防效
。

黑龙江省晚疫病发生的时期也正是降

雨量最集中的季节
，

如果一次喷药防病效果不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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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再有弥补的机会
，

造成病害的迅速流行
。

�
�

� 种植结构方式不合理
，

缺少有效的隔离区

黑龙江省是全国重要的种薯基地
，

其中早熟品

种的种植面积约占总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
。

所种品

种没有统一的系统栽培规划
，

多数是感病品种与抗

病品种
、

种薯与商品薯
、

早熟品种与晚熟品种临近

种植
。

我们知道
，

品种的抗病性都是相对的
，

尤其

是水平抗性的品种
。

这样的种植方式
，

一旦感病品

种发病
，

它就会殃及到抗病品种
，

而对于抗病品

种
，

种植者往往不进行喷药防病
，

常常造成晚疫病

的交替感染
，

进而影响了防病效果
。

� 对 策

�
�

� 彻底消除病薯堆
，

消灭初侵染源
，

同时使用

马铃薯种衣剂

带病种薯是黑龙江省马铃薯晚疫病的最主要的

初侵染源
，

因此在种薯出窖时
，

一定要精选种薯
，

剔除感病种薯
，

并将这些病薯彻底销毁
，

可采用深

埋的方法
，

决不能随意抛弃
。

对于感病品种
，

尤其

是块茎感病的品种
，

可使用马铃薯种衣剂
。

经过我

们多年的试验研究
，

使用种衣剂
，

可有效地降低晚

疫病中心病株的发生率
，

且能够提高出苗率
，

还具

有抗旱的作用
。

尤其是 ��交配型在我国的出现
，

更应当注意种衣剂的使用
。

根据俄罗斯全俄植保所

研究
� ��交配型与 ��交配型经有性杂交形成的

卵抱子能够经受零下 ��℃的严寒在土壤中越冬
。

马铃薯种衣剂的使用
，

不仅可以防治块茎中的病原

菌
，

同时对土壤中的病原菌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

近些年来
，

在黑龙江省的呐河和绥化市已出现了地

上部植株未感病而块茎已发生腐烂的现象
，

这不能

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

因此
，

要加强对黑龙江省晚疫

病菌 ��交配型的研究
。

�
�

� 加强对抗病新品种的培育
，

尤其是块茎抗晚

疫病病的中早熟品种

鉴于 目前黑龙江省马铃薯抗晚疫病育种的严峻

性
，

今后一定要加强抗病品种的培育
。

首先积极开

展晚疫病的抗源筛选
、

鉴定及创新工作
。

除了利用

好现有抗病材料外
，

还要通过与国内外科研单位的

紧密合作
，

引进新的抗病材料
，

在鉴定评价的基础

上尽快应用于育种工作中
，

重点培育出适于食品加

工
�

的抗晚疫病品种
。

而对于早熟品种来说
，

抗晚疫

病性均较差
，

因此目前也应尽快培育出早熟抗晚疫

病品种
，

最基本也要达到块茎抗晚疫病的要求
，

这

对降低晚疫病初侵染源的数量
，

减少晚疫病的发生

率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 正确使用杀菌剂
，

确定合理的喷药顺序
，

并

加强联合防治工作

防治晚疫病的杀菌剂根据作用机理不同分为内

吸剂和触杀剂两种
。

内吸剂经植株吸收后药剂可遍

布全身
，

植株的每一个部位都会对病菌有杀灭作

用 � 而触杀剂只对植株的喷药部位有效
，

而未喷到

药剂的部位无效
。

内吸剂具有预防兼治疗的作用
，

病菌易产生抗药性 � 触杀剂只有杀灭病菌的作用
，

病菌不易产生抗药性
。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药剂喷施

顺序为
�
内吸剂一内吸剂�或与触杀剂混用�一触杀

剂
。

第一次喷药一般在现蕾期
，

当行间彼此封垄时

进行
，

根据天气情况
，

内吸剂可 �� �喷施一次
，

触杀剂 ��喷施一次
。

一般品种根据病害发生情

况
，

可喷药 �次
，

而块茎感病品种最少喷药 �次
。

一个地区在同一时期同时喷药
，

进行联合防治
，

一

般面积越大
，

联合防治的效果越好
。

国外欧美等发

达国家的联合防治工作
，

很有成效
。

如荷兰
，

在一

般年份晚疫病很少发生
。

�
�

� 选用高质量的杀菌剂
，

并做好药剂的防效及持

效性试验
，

以确定最佳的使用浓度及喷药间隔日期

当前我国的药剂市场还很不规范
，

产品质量良

秀不齐
，

药剂的使用浓度不够准确
，

进而影响了防

治效果
。

所以在使用前最好做一下药剂的防效及药

剂的持效性试验
，

从而确定最佳的使用浓度和准确

的喷药间隔 日期
，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药剂的

作用
，

有效地控制晚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

�
�

� 确定合理的栽培规划
，

根据品种的抗病性不

同
，

种薯实行分区隔离栽培

一般早熟品种均感晚疫病
，

中晚熟品种均抗晚

疫病
，

所以要进行统一的栽培规划
，

早熟品种与早

熟品种临近种植
，

晚熟品种与晚熟品种相搭配
，

早

熟品种与晚熟品种要有一定的隔离区
。

这样即能实

现统一管理
，

统一喷药
，

统一收获
，

又能避免相互

感染
。

另外
，

种薯与商品薯的种植目的不同
，

有其

特殊的防病栽培方法
。

因而种薯与商品薯要隔离种

植
，

种薯采用种薯的防病方法
，

商品薯要有商品薯

的防病栽培方案
。

根据黑龙江省各地区的地理位置

和气候条件的不同
，

确定出全省的马铃薯栽培规

划
，

以达到最佳的防病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