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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马铃薯细菌性青枯病是由青枯假单孢杆

菌 （ Pseudomonas solanacearum E F Smith） ，
引起的一种侵染性病害。 此病于本世纪初已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我国在60年代中期
有反映，由于看法不一直至1979年才统一了
认识。

2 分布和危害

调查报告表明，马铃薯青枯病发生很普
遍，以前只在平坝区或是城郊蔬菜区的马铃
薯上发生和危害，而今已逐渐危害到海拔较
高的山区，纬度较高的北方马铃薯主要产区，
更严重的是在脱毒薯繁殖地中发现 （四川昭
觉县） 。 到了1997年在马铃薯脱毒小薯种薯
生产的防虫网室中发现病株 （当时请有关专
家确诊是青枯病后所有种薯进行处理）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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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脱毒马铃薯遭受断代的威胁，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当时无法作出准确估计，以至于影
响凉山州脱贫致富进程。

为了进一步了解贮藏期脱毒种薯发病

率，于1997年5月调查1～5月份收获的8
个品种发病率为9.2％～57.0％，而6月份
收获的品种以第二次检出的烂薯为基准，发
病率达17.9％～31.5％，6月份收获种薯进
行控温诱发试验 （8月份调查） 发病率达
57.0％～70.5％，其中从网室中收获的各品
种的马铃薯块茎，在贮藏过程中还在继续腐
烂和传染，个别品种发病率达91.1％以上。

3 症状和诊断

在网室中进行无土栽培脱毒苗生产脱毒

小薯，茎叶症状表现明显，叶片整株萎蔫，发
育延缓，叶色由浓绿变褐，叶缘卷曲最后枯
死，整株拔除根系完好。 开始，一盘扦插苗
中只有一、 两株表现萎蔫，如不认真进行剪
尖扦插，一盘扦插苗的所有叶片可能很快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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蔫，萎蔫的叶在5～7d内变褐。 青枯病发病
初期，在多汁马铃薯幼茎中基本看不到被侵
染的症状，唯一能做的是，取已表现了萎蔫
的植株茎横切面的木质部进行镜检，发现有
灰色至黑褐色，有光泽的粘液珠。 中期，已
表现明显整株萎蔫，从萎蔫植株上取下结的
小薯用小刀纵切面剖开已能清晰看到褐色至

黑色维管束变色。 发病后期，整株枯死后取
出小薯，用小刀纵切不用挤压放置30～
60min 后，块茎维管束环溢出灰白色或淡褐
色的细菌菌脓溢滴，同时在小薯脐部纵切后
表现更加明显。

4 病原和传播

青枯假单孢杆菌是一种不产生芽孢、 无
荚膜、 革兰氏阴性、 分解硝酸盐、 形成氨的
好气性杆状细菌。 有资料报道，大多数菌株
的最适生长发育温度为30～32℃，在温度比
较低的地区菌株不易生存 （ 但也有报道例
外） ，而高温有利于病原物在体外生长和田间
病害发展。

病原菌除随土壤传播外，也能通过块茎
传播，在传播蔓延中被侵染的种薯是一个主
要因素。首先，种薯生长期能发生潜伏侵染；
其次，排灌措施的好坏也是引起病害发生在
局部的一个因素；最后，青枯菌的寄生范围
很广，超过33个不同科的种，但易感病和主
要侵染的还是茄科作物。

5 病 因

第一，引起此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是未能严格按照马铃薯种薯生产技术操作规

程操作；管理混乱，人员涣散，病原菌入侵
有机可乘。

第二，没有意识到引进品种或交换材料

的病原菌检测，频繁的来访和参观人员过多，
工作人员忽视了病原菌可被携入的途径。

第三，由于周年连作和小生态环境的形
成，使青枯菌可以随病株残体留在无土栽培
基质中传染到下茬剪尖苗，扩展到整个网室。

第四，温和、 潮湿、 多雨的气候条件也
是诱发此病的因素。1996年6月下旬到7月
上旬起，雨水异常多，造成网室温度大、 烂
苗、 枯苗严重，从7月下旬开始出现枯萎死
亡株，到10月上旬个别品种已表现明显，送
到有关部门检测确认有青枯病菌存在，网室
无土栽培苗已出现很多死亡株，蔓及整个网
室。

第五，消毒措施的不严格，也是造成此
病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

6 防治和建议

（1） 严格管理、 控制品种和种薯，通过
严格防病程序，尽量用茎尖培养的无病继代
切断试管苗，杜绝青枯病原菌的进入、扩展、
蔓延。

（2） 由于网室这种半开放式无土栽培条
件，青枯菌从任何渠道都可进入 （人为或自
然的） 。因此，对于周年都可进行脱毒小薯生
产地区，如何防治或减轻此病害发生，能否
从选用抗青枯病品种方面考虑或不同时期调

配品种做为进一步研究对象。
（3） 网室中的卫生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要求执行，及时拔除病株。 同时，网室周围
严禁种植茄科植物及烟草、 花生、 香蕉等。

（4） 网室的空闲一定程度上降低病害的
严重发生。 如空棚、 休闲、 消毒、 日晒对病
害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5） 操作工具的严格消毒和工作人员衣
鞋的卫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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