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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疮痂病 （ Streptomyces scabies） 为世界

性病害�除了 pH极酸地区之外�各产地几乎都有
发生。此病害在我国许多马铃薯主产区也普遍存
在�而在连作地、偏碱地及栽培管理不当的情况下
则发生程度更为严重。尤其近几年随着地球温室效
应的影响�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年平均温度升
高�要么连续干旱�要么连续降雨�疮痂病发生日
趋严重。据调查�2002年有的大田地块发病率高
达33％左右�微型薯发病则达到80％以上。疮痂
病病原菌集生于病薯表皮�由于品种的不同产生病
斑和发病率也不同�或造成皮孔褐色开裂形或薯表
连片的硬质栓皮性薄痂状而直接影响商品价值�同
时也降低了马铃薯的耐贮性、质量及芽势。作为已
感病种薯又可成为初侵染源继续扩大传播薯块。

马铃薯疮痂病原为放线菌�既可寄生于块茎表
皮也可在土壤中腐生�有喜碱好气性。病菌发育最
适温度为25～30℃�土壤温度21～24℃时�病害
最为猖獗。低温、高温和酸性土壤对病菌有抑制作
用；土壤的湿度对疮痂病的感病程度有间接的影
响。湿度增加超过一定的水平会使空气流通困难�
为病原菌的发病创造了不利的条件。由于近几年脱
毒种薯需求量很大�我所进行了微型薯规模化生
产�生产中由于重茬�微型薯也发生了大比率的疮
痂病。为防治微型薯的疮痂病�我们就浇水次数与
疮痂病发生的关系进行了试验�筛选合适的浇水次
数�为生产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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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2000年网棚生产带病微型薯2001
年春播于覆膜网棚中长出的紫花白脱毒苗。

供试土壤：沙壤栗钙土上覆盖10cm 厚蛭石。
供试水分：为本地区深井水�据测定为偏弱碱

盐性水�pH值大约在7∙6～7∙7之间。
2∙2　方法
2∙2∙1　浇水处理

每次每小区浇一喷壶�水量是0∙014m3�分
间一天喷一次水�间二天喷一次水�间四天喷一次
水�间六天喷一次水�间八天喷一次水5个处理。
喷水从栽苗当日用水到活苗后控制水分10d 后开
始�目的是促进根系发达。
2∙2∙2　小区设置

在本所试验地防虫网室中设置�每个小区宽
1∙5m×长1∙1m�用蛭石在地面上铺成10cm 厚�
小区间长间隔11cm�宽间隔30cm�共设15个小
区�重复三次�随机区组排列。
2∙2∙3　田间管理

栽苗前�基质中每667m2施入硝酸灵8kg�
硫酸钾6kg�6月23日进行栽苗。每小区栽苗16
行×20株�按小区�密度为12∙92万株／667m2�
按实际用地面积�密度为10∙37万株／667m2。苗
用代森锰锌浸根�预防真菌性病害。于9月10日
收获�整个生育期时间为79d。生育期间整个棚一
直用塑料棚膜遮盖。田间作业有拔草3次�追肥1
次�施2kg／667m2尿素�每星期喷打防晚疫病药
剂和防蚜虫药剂各一次�直到收获。
2∙2∙4　调查方法

马铃薯疮痂病基本上是：皮孔开裂�疮痂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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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此按块茎感染疮痂病的不同程度�将病情分
为4个级别。0级：健康的块茎；1级：块茎表面
上达1～3个溃疡�溃疡点≤绿豆粒周长；2级：
块茎表面上达4～6个溃疡�这些溃疡占块茎表面
面积未超过1／2；3级：疮痂病的溃疡占块茎表面
面积超过1／2以上或溃疡点超过6个以上。
3　结果与分析

表1　不同浇水处理微型种薯感病调查
处 理

分　　级

0 Ⅰ Ⅱ Ⅲ 总和 病情指数

间一天 15∙67 33∙00 130∙67 111∙00 290∙33 72∙02
间二天 21∙67 45∙00 152∙67 93∙33 312∙67 71∙53
间四天 87∙33 66∙33 76∙00 52∙67 282∙33 47∙08
间六天 83∙00 79∙33 62∙67 46∙33 271∙33 44∙63
间八天 95∙00 61∙67 57∙00 25∙67 239∙33 37∙50

表2　不同处理对生产粒数的影响
处 理

生产粒数

Ⅰ Ⅱ Ⅲ 平均
生产粒／
苗比率

生产粒数

（粒／m2）
间一天 278 313 280 290∙33 0∙907 176∙0
间二天 271 350 317 312∙67 0∙977 189∙5
间四天 297 280 270 282∙33 0∙880 171∙1
间六天 259 257 298 271∙33 0∙848 164∙4
间八天 271 200 247 239∙33 0∙748 145∙0

表3　不同处理各级薯块重量所占经济学产
量及生产粒数占总粒数比率

处 理 0 Ⅰ Ⅱ Ⅲ 生产重量

（g／m2）

间一天

间二天

间四天

间六天

间八天

2∙00 8∙18 50∙61 39∙17
5 11 45 38
3∙05 8∙18 49∙41 39∙36
7 14 49 30

20∙63 21∙73 31∙13 26∙50
31 23 27 19
19∙67 25∙45 34∙80 20∙08
31 29 23 17
22∙52 26∙40 33∙54 17∙50
40 26 24 11

1333∙33

1357∙57

827∙27

734∙34

650∙50

不同浇水处理情况下�疮痂病发生不一�随着

浇水次数的增加�疮痂病病情指数逐渐增大�间一
天喷一壶水的病情指数高达72％�到间四天喷一
壶水处理之后�病情指数有一个显著下降�以后病
指逐渐下降。说明浇水在本地区条件下不宜太勤�
以四天为标准浇水�生产的微型薯疮痂病病指显著
降低�生产数量又多�适宜于规模化生产的需要。
病情指数（病指） ＝ Σ（各级个体数×该病级数）

调查个体总和×最高病级数

4　讨　论
4∙1　喷水与疮痂病发生的关系

由表1可见�在几乎全湿润状态下病害发生最
为严重�这与前人报道在高湿状态下疮痂病发生困
难有所不符。可能与本地区水质及土壤有关系�灌
溉水中含有钙盐并且水质偏弱碱性�在灌溉的情况
下发生了土壤的碱化作用�同时块茎由于环境的关
系易于感病了。据在试验地附近村调查�大田生产
灌溉正常情况下�疮痂病发生率很低�在0∙2％～
0∙3％左右�但因邻近地块灌溉跑水而导致薯田局
部涸水情况下�则疮痂病发生严重达15％～30％�
与试验结果相符。另在温室中将蛭石和其它成分装
入育苗盘中�放在铁架 （离开地面） 栽扦插苗�让
其生长结薯�薯块无疮痂病发生。至少说明蛭石和
水分本身不带菌�病原菌只能潜伏在土壤中侵染。
4∙2　喷水与微型薯生产量的关系

由表2、表3可以看出�随着喷水次数的增
加�生产粒数／m2、生产重量／m2逐渐增加；生产
粒数与栽苗数的比率也逐渐增加�以间二天喷一次
水生产效率最高�生产率达到97∙7％�生产重量／
m2达到1357∙6g。到了间一天喷一次水生产率又
有所下降�和间四天喷一次水差不多�但生产重量
／m2仍然较高�和间二天喷一次水处理相差无几。
据此认为�在蛭石环境中微型薯成长�水分湿度保
持在70％～80％较适宜。湿度太高则造成植株呼
吸困难�并引起幼嫩块茎腐烂�间一天给扦插苗喷
一次水已与马铃薯生理需要相违背�既浪费资源又
费工增加成本。
4∙3　适宜的喷水时期

适宜的喷水时期也与疮痂病发生有密切关系�
扦插苗生育前期由于根部长势太弱�不宜勤浇水�
应控水蹲一阶段苗促进根部生长�以便植株健壮生
长增强抗病能力。待开始结薯时则要有规律地勤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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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膜栽培是近年来马铃薯栽培的主要方式�其
增产效果相当显著。在覆膜栽培中�地膜的主要作
用是苗期的增温、保墒。到了生育中后期薯秧生长
量快速增加�可以较大程度地封闭垄面�此时增温
作用已不再显著。同时�薯秧封垄后�可以减少垄
体的水分蒸发损失�即薯秧自身有了遮蔽阳光减少
蒸发的作用。试验结果表明�与不揭膜马铃薯相
比�揭膜马铃薯在生育期、经济性状等方面变化都
比较显著�而且经济效益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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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试验用马铃薯品种为 TH-1244�由民乐县农技
推广站从临夏广河引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分设三个区�县职教中心学校种植场内
713m2�海拔2299m （以下简称为1号区）�洪水
镇民乐村樊家庄村民小组567m2�海拔2278m
（以下简称2号区）�六坝镇六坝村第二村民小组
534m2�海拔1824m （以下简称3号区）。试验所
在地日照时数长�昼夜温差大�夏末至秋季的昼夜
温差一般在20℃左右。

以满足马铃薯生长正常生理需求。但在炎热的夏季
气温达28～31℃时浇水也应避免正午�最好在上
午10点前下午4点后�防止因中午浇凉水造成马
铃薯植株感冒降低了抵抗病害入侵能力�发病率提
高。另无论是扦插苗还是大田生产�如久旱突然浇
水不可浇水太多�浇多植株吸水过多�造成块茎表
皮破裂易于放线菌侵染发病率提高。以上均是浇水
应密切注意的问题。
4∙4　疮痂病的发病时期

据前人研究报道�在结薯期块茎约3cm 左右
最易被马铃薯疮痂病原侵染�但据我们研究观察�
微型薯生产中在上面蛭石下面土壤的环境�幼嫩的
小块茎大约在2∙0cm 左右就易被马铃薯疮痂病原
侵染�而且随着植株生育时间延长�微型薯的膨
大、疮痂病原菌侵染加剧造成复合侵染�病情级数
越大。从疮痂病各级薯块重量所占总重量的比率和
生产粒数所占总粒数比例�即可看出：随喷水次数
减少�0级前者比率小后者大�2、3级前者小后者

大。从而得知不发病的薯块重量轻�g 数小�发病
的薯块重量重�g数大。但不同品种由于抗病性的
不同�生育期不同�外部环境不同�被侵染的程度
不一样。生育期较短的品种�基本上不被病菌侵染
表现出抗病性�如系薯1号、诺兰、大西洋。生育
期长的品种则不抗病�如晋薯7号、紫花白。据此
推想�病菌并不一定在块茎长大到2cm 以后开始
侵染�而是植株生长到一定时期�病菌在土壤中积
累到一定程度则开始侵染�不到这个时期则不侵
染。据我们初步观察紫花白扦插苗的微型薯生长中
被大量侵染时期在栽苗之后50d左右。

综上所述�随着不同地区土壤、水分、生态条
件的不同�疮痂病防治方法并不同。在大同地区提
高土壤湿度不能防治疮痂病。浇水时期与发病率也
有关系。至于病原菌本身的生理特性及用化学药剂
防治的方法和不同马铃薯品种的抗病性还有待进一

步试验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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