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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城口县是马铃薯的适宜种植区�常年种植面积

在16∙67万 hm2左右�是当地农村的主要粮食作物
和牲畜的主要饲料�素有 “城口半年粮” 之称。但
由于马铃薯晚疫病的严重发生�对马铃薯的生产影
响极大。1997年全县发生面积共计1∙2万 hm2�其
中3334 hm2 基本绝收�损失产量折合原粮
3万 t。　　　　
2　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特点
1∙1　发生面积和发生区域明显减少
1998年和1999年全县发生面积分别为0∙20万

hm2和0∙33万 hm2�分别占马铃薯种植面积的12％
和20％。其发生区域只局限在罗江、庙坝、龙田、
河渔等少数乡 （镇） 的部分田块。发病范围集中在
700～1000 m 的中海拔地区�海拔700 m 以
下地区及海拔1000m 以上的地区发病较轻或基本
不发病。　　　
1∙2　发生程度明显减轻

据调查�1998年田间病叶率0～67％�平均
13∙6％�病株率0～43％�平均4∙4％。1999年田
间病叶率0～34％�平均9∙5％�病株率0～27％�
平均2∙3％。全县范围内未出现绝收地块。
1∙3　发生时期相应偏迟
1998年和1999年田间始见中心病株时间分别

为6月11日和6月28日�分别较1997年推迟34d
和51d。
　收稿日期：2000－01－16

2　原因分析
2∙1　大面积推广抗晚疫病高产良种是控制晚疫病
发生为害的有效措施

近几年�农业部门有计划的从外地大量引进、
繁育、试验、示范、推广抗晚疫病脱毒高产良种或
直接梯级更换无病高产良种�对晚疫病的发生起到
了有效控制。政府建立高山马铃薯种薯基地�采取
强制措施逐年更换原有种植感病老品种�不允许种
薯外流或民间串换�统一推广经审定合格的无病高
产良种。1998年全县换种面积达1∙12万 hm2�占
种植面积的67％�1999年全县换种面积达1∙49万
hm2�占种植面积的89％。从而大大减少了初次侵
染�有效的扼制了晚疫病的发生危害。
2∙2　耕作制度的改革不利于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
蔓延

我县大力推广旱地耕作制度的改革�改过去单
行马铃薯、单行玉米的种植方式为双行马铃薯、双
行玉米的种植方式�并逐步形成一个稳定的生产模
式�年种植面积1∙6万 hm2�占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95％以上�由此增强了马铃薯植株间的透光性、通
气性�降低了田间湿度。加上同一管理区域和田
块�人为的采取了品种间的条块隔离及统一播种、
统一管理措施�更进一步增强了田间植株的自然隔
离�充分利用了品系间的自身抗病能力�减缓了马
铃薯晚疫病在田间的蔓延流行速度。
2∙3　搞好健株栽培�全面推广科学的肥水管理措
施�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

近几年来�全县对马铃薯的栽培管理进行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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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定西地区位于甘肃中部�地处黄土高原西部�

介于北纬34°07′～36°02′�东经103°27′～105°38′之
间�属南温带半湿润至中温带半干旱区�极有利于
马铃薯的生产�是该省马铃薯的主产区�常年种植
面积10万 hm2。近几年�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群众
的温饱问题�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在全区实
施了 “马铃薯工程”�年种植面积已扩大到近15
万 hm2�约占全省的40％。但是�由于近几年马铃
薯晚疫病在本区流行危害严重�全区每年因晚疫病
的危害�造成马铃薯减产损失约两亿 kg。为了
尽快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我们进行了药剂防治
试验�在此基础上1999年增减了部分药剂�又进
　本研究为甘肃省科技扶贫项目。本文承蒙定西地区植保植检站
站长、推广研究员骆德功同专审阅�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0－05－03

行了防治马铃薯晚疫病药剂筛选试验。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药剂
72％霜脲锰锌WP （河北万全农药厂）、58％甲

霜灵锰锌 WP （江苏南通染化厂）�64％恶霜锰锌
WP （陕西武功化工厂）�大生 M-45WP （美国罗门
哈斯公司）�70％乙磷铝锰锌WP （江苏新沂市利民
化工厂）�50％甲基托布津WP （湖南东永农药厂）�
70％代森锰锌WP （成都市福达产业公司双流农药
厂）�以喷清水为对照 （CK）。
2∙2　供试品种

供试品种为当地主栽品种77-8-7（感病品种）。
2∙3　试验方法

试验地设在渭源县五竹乡马铃薯主产区�海拔
2230m�马铃薯晚疫病常发区�共设8个处理�小

层次的技术培训。要求凡是地势低洼的田块�必须
开沟排水�采取起垄栽培�增加垄高�并结合中耕
除草在植株周围培土�以减少或阻止病菌渗入地下
与块茎接触�减少染病机会�降低种薯带菌率。同
时采取科学用肥�适量控制氮肥�多施磷肥的施肥
措施�促进了薯苗的健壮生长�增强了植株抗病能
力。在马铃薯开花前喷施多效唑�抑制植株旺长�
降低植株高度�从而降低了田间湿度。提早割秧�
早收种薯�避免薯块与植株的直接接触等技术措
施。营造有利于马铃薯生长发育、而不利于晚疫病
菌滋生繁殖的生态环境�对提高马铃薯植株自身抗
病能力�有效的控制晚疫病的发生危害起了较大的
作用。
2∙4　大力推广使用高效、低毒农药�科学用药�
积极开展预防治疗

通过对新农药的引进、试验、示范�筛选出一
批适合本地使用的高效、低毒、低残留、价格较为
低廉的化学农药�有选择性的进行了推广应用�提
高了晚疫病的防治效果�如甲霜铜、甲霜灵、甲霜
灵-锰锌、绿色南方、雷多米尔等。重点抓好马铃
薯晚疫病药剂防治的两个关键时期：一是海拔800
m以下的中低山地区�马铃薯在播前全部用药剂浸
种后播栽。常用药剂58％雷多米尔可湿性粉剂600
倍液或绿色南方500倍液统一浸种消毒�晾干后播
种；二是根据田间植株生长情况�掌握最适防治时
期�狠抓中心病株的防治�以减轻病害的蔓延危
害。常用50％甲霜铜或甲霜灵-锰锌100g�于发病
初期施用；晚疫病发生严重地块或中心病团�再适
当增加防治次数�有效的控制了晚疫病的蔓延为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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