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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兴安盟阿尔山市地处内蒙古东北部�是马铃薯

的主产区之一。属于北方一作区的高寒栽培区。是
内蒙古的高产种植区和良种繁育基地。近年来严重
影响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晚疫病�已成为阿尔山发
展马铃薯产业的一大制约因素。本文对阿尔山马铃
薯晚疫病的发生及防治的情况作一总结�供生产上
参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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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生及流行原因
2∙1　品种与病害的关系

阿尔山的农业比较落后�农民的市场观念淡
薄。种植马铃薯品种杂乱�良种更新慢。70年代
育成的品种�到现在仍大量种植；脱毒种薯种植比
例小�而且种植时不重视良种的提纯复壮；不能科
学地进行良种繁殖�用大田薯做种�购进的脱毒种
薯超级别多年种植。致使品种抗病性降低�种性变
劣�达不到优良品种抗病�增产的目的。
2∙2　气候与病害发关系

马铃薯晚疫病是一种典型的流行病害�气候条
件对发病和流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阿尔山地

6　检验方法
6∙1　简易漂浮法

此方法适用于分离100g 以下的泥样。先将待
分离的泥样放入1000ml 三角瓶内�加少量水充分
摇动使泥样湿润�然后边加水边搅动至呈悬浮液�
再加水至瓶口处�静置片刻即可将含有孢囊的漂浮
物倒入有滤纸的漏斗内过滤�稍凉干用解剖镜检查
有无孢囊�用0号毛笔粘取孢囊置小平皿内待鉴定。
6∙2　漂浮器分离法

使用于分离100g以上的泥样。将经过环颈槽
流入筛网上的漂浮物洗入三角瓶内�再按上述简单
漂浮法将可能会有孢囊的漂浮物倒入有滤纸的漏斗

内过滤�并挑选孢囊。
6∙3　直接过筛分离法

将泥样直接倒入烧杯中�加水调匀�倒入60

目和100目孔径的套筛中�然后用水冲洗�除去部
分泥土和杂质�孢囊即留在筛网上�再按上述方法
过滤和收集孢囊。
7　适生性分析

马铃薯金线虫适合在气候凉爽的地区发生。
10℃是马铃薯金线虫的发育的起始温度�发育适
温为25℃�但在25℃以上发生量急剧衰减。我国
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是中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
属气候稍寒冷的温带地区或高寒山区�气候凉爽�
气温较低�正适合马铃薯金线虫的爆发流行。而且
我国广泛种植马铃薯、番茄和茄子等马铃薯金线虫
的寄主植物。同时�马铃薯金线虫对低温及化学物
质的抗逆性极强�一旦在我国发生或传入我国�其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应禁止从马铃薯金线虫
疫区引进马铃薯种薯和带土、带根的植物繁殖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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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从2000～2002年�每年都有晚疫病的发生�
但年度间发生程度差异较大。由于各地气候及栽培
管理水平不同�病害达到高峰的日期年度间有一定
的差异。但从发生到流行多在7～8月份。因该时
期为现蕾期至盛花期�植株茂盛封垄�马铃薯由营
养生长进入生殖生长阶段�田间植株密闭；此时期
恰逢全年降水集中期�7～8月份的降水量�占4～
9月份的53∙3％�高温的条件有利于病菌的繁殖�
造成晚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2∙3　温度与病害的关系

温度主要影响晚疫病菌孢子的萌发速度�对病
原菌的侵入影响较大。温度在11～13℃时�孢子囊
萌发产生游动孢子�3～5h 即可侵入�病菌侵入寄
主体内后�以20～23℃时蔓延最快�在阿尔山�6
月中旬至8月下旬�各月的日气温均适宜晚疫病的
萌芽和侵入。而晚疫病并不是每年都大发生�如
2001年发病很轻�没有造成大流行�这说明温度是
晚疫病发生和流行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因素。
2∙4　降水、相对湿度与病害的关系

2000年、2002年7～8月份的降水日数比
2001年同期多�而且降水量也比2001年高许多。
2000年7～8月份降水量179∙0mm�2001年7～8
月份降水量124∙7mm�2002年7～8月份降水量
166∙3mm。所以�2000年、2002年晚疫病大发
生。由此看来�晚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同降水日数的
多少�降水量的大小�田间相对湿度的高低有着密
切的关系�尤其是多雾多露是晚疫病发生和流行的
主要外界因素。

总之�晚疫病的发生与流行�主要的内因是病
菌的存在和品种的抗性；主要的外因是气温�降水
日数、降水量、相对湿度、内外因的综合效应决定
晚疫病的发生与否及程度轻重。
3　综合防治
3∙1　选用抗病品种

最经济有效的防病措施是种植抗病品种。但一
个品种的抗病性是相对的�往往随着生理小种的改
变而变化。早熟品种一般抗病的较少。所以应根据
生产实际进行选择和培育早熟、抗病的品种；注重
脱毒种薯的引进和种植�逐渐淘汰种植多年的不抗
病的品种�从科研单位购进优质的脱毒种薯�建立
无病防蚜的留种田�供应下年生产用种薯。

3∙2　改善农田环境
种植马铃薯前首先要严格选地�地块应选择远

离高山�树林等多雾多露�并持续时间长、通风不
良、易造成田间相对湿度较大的环境；选择土质肥
沃、排灌方便、通风良好、土壤通透性良好的地
块。施肥以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硫酸钾复合肥或
马铃薯专用肥。
3∙3　严格操作规程

播种前15～20d 进行种薯催芽�待出现1～
3cm长的绿色芽时进行切栽子。高寒山区不能采取
提前播种避开雨季的防治方法�而催大芽然后播
种�不但可保证苗全苗壮�更有利于促进快速生
长�提前进入结薯期。在切栽子过程中�及时挑出
病、烂薯�并对切刀进行消毒。提倡用30～50g
健壮小整薯经催芽后播种�减少切刀传病的环节。
有条件的农户可进行种薯包衣处理。
3∙4　加强田间管理

在幼苗阶段以早铲早趟�深松垄沟�浮趟浅上
土为主。发棵阶段要继续抓紧铲趟和深松作业�在
铲趟同时逐渐加厚培土�使土壤疏松�消灭杂草�
使土松地热。结薯阶段在早期 （封垄前） 深松垄
沟�高培土�使垄顶成尖顶形�以免块茎露出土及
后期接纳肥水和晚疫病菌侵入引起腐烂。封垄后尽
量减少、减轻田间作业�以免碰坏叶片、碰倒植
株。田间管理的核心是消灭草荒�中耕培土�促进
马铃薯生长�保证田间不积水�减少发病条件。
3∙5　化学药剂防治

国内外经验一致证明�在品种抗病性减退又没
有新的抗病品种应用于大面积生产之前�采用有效
的药剂防治是保证马铃薯稳产高产的关键措施。但
应该指出�药剂防治只能预防�无法治疗。喷药保
护之前�必须做好病情测报�一旦发现中心病株�
要及时拔除�再用药剂保护。防治晚疫病的药剂种
类较多�主要有瑞毒霉、甲霜灵锰锌、抑快净、杀
毒矾、薯瘟消等�可酌情选用。
3∙6　提早割秧收获

进入8月份后�降水较多、降雨频繁、多雾多露
天气较多�晚疫病已经发生�并达到2级标准�即1/
3叶片上有病斑时�观察地下块茎生长膨大情况�如
以达到一定的产量水平�可考虑进行割秧�但应注意
割秧后的天气是否适合收获。割秧后将植株运出田
外�使土壤充分暴晒�经5～7d之后选择晴天收获。

·315·高寒山区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与防治－－－徐德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