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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山市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内蒙古兴安盟西
北部。由于该地区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蚜虫量
较少�是生产马铃薯原种的理想基地。所以�马铃
薯是该市的主要经济作物。

马铃薯病害的发生和流行�不仅影响产量�
而且严重影响商品质量和营养价值。据我们2000
～2001年田间调查�引起马铃薯收获期间腐烂的
主要病害有：晚疫病、黑胫病、软腐病和环腐
病。

1　马铃薯病害的发生
1∙1　马铃薯晚疫病

2001年大流行�一般发病率40％～50％�严
重田发病率70％以上�最轻的发病率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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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发病率3∙5％。晚疫病从下部叶片的叶尖和
叶缘处出现病斑�中心暗褐色�叶背生出白色霉状
物�连雨天和持续多天的清晨大雾尤为明显。收获
时块茎病斑微凹陷暗色�在田间堆放盖土后病害加
重�可见到马铃薯堆塌陷的现象。
1∙2　马铃薯黑胫病

2000年发病率一般为20％～30％�严重地块
达60％以上。2001年平均发病率16％～18％。染
病种薯播种可引起烂芽而缺株。病菌可在带病薯块
和某些昆虫上越冬。种薯带病为主要传染来源�未
经消毒的切刀是传染的主要媒介�也可由昆虫带
病。经由块茎皮孔和伤口侵入。粘重而潮湿的土
壤、田间通风不良、高湿有利于发病。
1∙3　马铃薯软腐病

一般发病率15％～20％�严重地块40％以上。
生长期薯块软化�薯肉呈灰白色�腐烂�有恶臭
味。贮藏期薯块变软�薯肉黑色腐烂。软腐病的病
原菌为软腐病欧氏杆菌胡萝卜亚种。结薯期间土壤

3　药剂防治
国内外经验一致证明�当品种抗性衰退而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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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历年防治试验结果：恩施南方马铃薯中
心在1986年引进高效低毒内吸性杀菌剂 “甲霜
灵” 选择位于海拔1700 m �晚疫病重灾区的太山
庙马铃薯原种场做了防治试验�其防效显著�平
均减少晚疫病损失53％以上。以后从1987～

1992年经过多年的多点反复试验�结果的重复性
很好�防治效果极好�于是很快在恩离州以及整
个西南山区迅速推广�对马铃薯生产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2） 由于连年大面积单一多次使用 “甲霜灵”

农药�晚疫病菌逐步产生抗药性。目前已明显有防
效下降的现象�有的地方其防治作用基本丧失�因
此�弄清病菌形成抗药性的机制和产生抗药性的原
因�以及寻求克服晚疫病菌抗药性的措施是目前马
铃薯生产上的重要课题之一。

针对马铃薯晚疫病菌容易对某一种药剂单一多

次使用产生抗药性的特点�为了限制抗性的发展和
提高防效�建议在防治中采用和推广含内吸杀菌剂
的复合剂在一季内使用不多于2～3次�尽可能地
交替使用作用机制不同的药剂�或把保护剂与内吸
剂混合�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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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大�维持时间长�发病较重。贮藏期伤口多�
湿度大有利于发病。
1∙4　马铃薯环腐病

一般发病率10％ ～15％�带病的种薯是主要
发病来源�未经消毒的切刀是重要的传染媒介。在
田间通过伤口侵入。收获后细菌随病薯在窖藏中越
冬�带菌薯块播种后�细菌自导管进入地上部�新
薯形成时�又沿导管进入新薯。

除上述四种病害外�早疫病、茎基腐病、青枯
病也有发生�对马铃薯生产构成潜在威胁。

2　病害流行原因分析
2∙1　种薯带病�切刀传染

购买或自留的种薯带病菌�是病害发生的初侵
染源。发病较轻的薯块�从外表不易看出症状�所
以留作种薯。春季播种前切栽子时�只有切开薯
块�才能看到变色的病组织�同时切刀上粘上病
菌�不进行切刀消毒�继续操作将病菌又传播给其
它健薯。
2∙2　困种不当�质量降低

播种前不能按技术规程进行困种�没有出现绿
色小芽后再切栽子�有的没有打破休眠�有的细弱
芽徒长。用这样的种薯播种�延长出苗期�出苗后
幼苗不健壮。
2∙3　行距太窄�通风不良

种植马铃薯一般采用0∙7m 的行距�但在阿尔
山多采用0∙6～0∙65 m 的行距。除培土难度大外�
田间植株密闭�增加了湿度�造成通风不良�使病
菌繁殖具备有利条件。
2∙4　选地不严�环境恶化

发病严重的地块�多处于两山夹一沟�且沟较
窄�山上树木较多。进入结薯期后�清晨长时间浓
雾不断�使田间湿度增大�植株叶片形成水滴�对
病害的发生和流行均有利。
2∙5　收后堆放�腐烂加重

马铃薯收获后�不经过凉晒�而直接堆放�上
盖一层厚土�常造成整堆腐烂。其原因�一是马铃
薯收获时自身水分大�呼吸产生的热量不能全部散
发出去�遇到雨天更为严重�易窒息或伤热而腐
烂；二是病薯的病原菌继续生长�侵染其它薯块�
使腐烂发展迅速。

2∙6　播种过深�延迟出苗
现在多采用平地开沟播种�然后施肥复土�一

般复土厚度30 cm 以上�使地温降低�出苗延迟�
病害侵染机会增加�常造成烂种缺苗。出苗前拖一
次以后�复土厚度仍在15cm 以上�出苗后幼苗细
弱�影响正常生育和出苗整齐度。

3　防治对策
3∙1　选用抗病品种

最经济有效的措施是种植抗病的品种�但一个
品种的抗病性是相对的�抗病品种只抗某种或几种
病或生理小种。应根据生产实际进行选择�并对种
薯进行严格挑选�可除掉病害症状明显的种薯�减
少再侵染的机会。
3∙2　严格操作规程

播种前15～20 d 进行困种�待出现豆粒大的
绿色芽时进行切栽子。当遇到病薯时及时挑出并对
切刀消毒�然后再继续操作。提倡用健壮小整薯播
种�避免切刀传病环节。
3∙3　科学的栽培管理

地块应选择远离高山、树林等雾气较密集、
持续时间较长、通风不良的环境；种植行距采用

0∙7 m 标准�有利于田间通风透光和培土作业；
采用平地开浅沟�然后破垄台的种植方式�提高
地温�有利于健壮苗的形成�减少病害发生；施
肥选用马铃薯专用肥或硫酸钾复合肥�避免使用
氯化钾复合肥�因为氯对马铃薯易产生害处；不
要在施用过绿黄隆除草剂的油菜田种植马铃薯�
绿黄隆影响马铃薯的生长发育；收获时应晾晒

1d �然后装丝网袋堆放�或者堆长型窄堆竖放
草把通风盖薄土的方法；运输、贮藏期间�不单
要保湿防冻�更应注意通风换气�防止因缺氧造
成软腐病的发生。
3∙4　化学药剂处理

晚疫病除了采用上述方法防治外�还可用药剂
防治�但只能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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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晚疫病的药剂很多�古老
的有波尔多液、硫酸铜等�新产品有百菌清、敌菌
丹、毒菌锡、代森锰锌、瑞毒霉、抑快净、易保
等�可酌情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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