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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黑粉病是一种重要 的马铃薯病

害
，

同时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

要检疫性植物病害
。

����年 ������和 � ��
�

���在秘鲁发现这种病害
，

当时称之为马铃

薯块茎安德安病害
。

���� 年 ������确定这

种马铃薯病害是由一种黑粉病菌引起
，

并将

这 种 黑 粉 病 病 菌 定 名 为 了，����
砂��

�

������
�

� 黑粉病的发生

�� 症状

马铃薯黑粉病菌主要危害马铃薯地下

茎
，

甸甸茎和块茎
，

病菌浸人后刺激寄主组

织过度生长
。

侵染的块茎表而形成瘤状突

起
，

甚至畸形
，

有时薯块开裂
。

整个侵染块

茎内部组织都有大量褐色小点 ��盯���和

������ �����
。

叶而有时也受到危害
，

产生

瘤状 或疮状 突起
，

内生 褐 色 小 点 ������
，

�����
。

�
�

� 病原

学名 �
介

���砂
��� ������刀���。 � 分类

地位 � 担子菌亚门���
������ 多

，�������
，

冬抱

菌纲�几��
����。 ‘���

，

黑粉菌 日 ��
�，��������

��
，

黑 粉 菌 科 ��
��������� 。 。 � 。

�
，

楔 抱 黑 粉

菌 �时 ���。 。 ���。 ���
，

马铃薯 楔 抱 黑粉

菌
。

抱子堆主要存在地下茎
、

甸甸茎和块茎

内
，

引起肥大和类似瘤状的菌瘦形成
。

菌瘦

内含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卵圆形或不规则形的

袍子腔
。

单个袍子腔充满抱子团
。

抱 子团由

袍子球组成
，

暗黄褐色
，

从抱子腔产抱菌丝

层向心形成
，

只有当周围组织分解而暴露��寸

才变成粉末或颗粒
。

袍子球近球形
，

卵圆形

或不规则形
，

大小为 ��一 ��“ � � ��
·

��料�

�平均 ��
�

�拜� � ��
�

�拼��
，

由 �一 �个紧紧

连在一起的抱子组成
，

少数由单个袍子组

成
。

抱子黄褐色或亮红褐色
，

近球形至有棱

�子匕 完产 劣拼 ‘ 二弓二 贷瞬‘ 二弓二 二子二‘ 公狱 二下�

�
�

研 究 表 明
，

���
，

��� 等病 毒

可以通过有性繁殖摈 除
，

有 些 不抗病 品

系可能在无性世代再浸染
，

而 ���� 在

实生苗当代即发病高达 �� �
，

利用脱毒

亲本杂交选育抗 �耐����� 和 ��� 的

品系材料
，

进 而选育 出优 良品种
，

是 当

前育种之关键
。

因此
，

必须将现有性状

优 良的亲木进行检 测 不带 ����
，

并脱

掉 ���
、

��� 等病 毒
，

使亲木 材 料净

化 后 杂 交
，

有 可 能 选 育 出抗 病
、

高产
、

优质 的新 品种
。

�
�

实生 苗培育和选择受到育苗
、

移栽

和田间定植管理等条件的影响
，

株间差异较

大
，

当年不
�
丁能准确观察产量

、

淀粉含量和

块茎商品率等性状
，

只能在收获时相对 比

较
，

故木试验选择标准只能对植株抗病性
、

块茎整齐度兼综合农艺性状做为观察及优良

单株人选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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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或不规则圆锥形
，

接触面扁平光滑有 �
�

�

一 �拜� 厚 的壁
，

暴露而粗糙
，

具稠密的疵

状突起 �直径为 �拼�一 ��“ ��
，

壁厚 �拼�

一 �
�

�”� �包括疵突�
。

疵状突起与光滑表

而限界分明
�

马铃薯黑粉病菌由 �����， ������定

名为 �儿����人��� ������后
，

这个名字一直

被大多数植物病理学家使用
，

但是 ������

没有给出拉丁文描述一���年 ���������

���� 和 ������ 基于这个种建立一个单种

属
，

被包黑粉菌属 ������������
，

并给出

了 拉 丁 文 描 述
。

���������� 区 别 于

��
�������� 是基于 刀��������� 的抱子腔和

抱子之间的连接十分脆弱的特征
，

但是这些

特征与大量 ��
口������� 种的特征渐次混合

������
，
�����

。

�司��寸� ����� ������观

察 到 其 袍 子 球 的 形 态 和 抱 子 饰 纹 与

，���尸方��� 典 型 种 了，� �����于
����������

�����
�

���
�口 的极其相似

，

并认为这是二者

具有亲缘关系 的支持证据
。

根据 �����

������和 ������ ������的证据 ������

������将 月��������� 合并 到 ��
�����。 ��

中
。

�� 地理分布

马铃薯黑粉病主要分布在秘鲁
、

委内瑞

拉
、

巴拿马
、

厄瓜多尔
、

哥伦比亚
、

玻利维

亚
、

墨西哥 ����� �����
，

近来在智利也

发生了此病 ���� 。 ��� 一����
。

�� 寄主范围

了
’ �

������除危害茄属 ��如��� ，。 �������

�马铃薯�
、

�
�

���������
，

�
�

���������
���

外
，

还 侵 染 番 茄 � 乙夕����������

��“ �������
。

此外在秘普马铃薯种质库内

发现茄属的几个种的无性繁殖系上也有此病

菌发生
，

这几个种是 �����。 ，� 口���
加���

，

�
�

�“ ������“ �
，

�
�

�������
，

�
�

��九�������
，

�
�

��
�����

，

�
�

�������。 。 � 和 �
�

���������

拟���
。

��������
。

�� 发生与危害

����年
，

马铃薯 黑粉病就在 秘鲁 发

生
，

随后成为秘鲁 山区最严重的马铃薯病

害
，

有时造成产量的全部损失
。

但一开始该

病 被 误 认 为 由 粉 妨�病 菌 �����������

����������
�
和 癌 ��

‘
卜病 菌 �夕��������

亡”�口�������� 引起
。

���� 年在委 内瑞拉的

安第斯山区也发生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病害
，

当地称之 为
“
����

”

病 害 ����� 为西班牙

语
，

意为疮状突起小瘤�
，

其实该病就是 由

马铃薯黑粉病菌所致 �������� � ，
�����

。

由于马铃薯黑粉病首先在秘鲁和委内瑞拉的

山 区 发 生
，

������ 和 � ����� ������
、

������ ���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该病局限

在 海 拔 � ���� ����米 的 高 山地 区
。

但

是
，
���� 年

，

该病在秘鲁利马附近里马克

河流域的灌溉田内引起 ��������� 品种 ���

以上的损失
�

����年损失高达 ���
，

�司��寸

在离利马南 ��� 公里的卡涅特河流域也发现

有少数 ��������� 品种的块茎被浸染
。

����

年这种病害已�
‘

泛分布在利马南部从卡涅特

到帕蒂维尔卡流域沿岸的马铃薯种植区
。

由

于该病迅速扩展
，

在卡涅特流域已禁止使用

��������� 品种
。

马铃薯黑粉病从 山区到近

海平而的平谷地区流行说明 �
�

������具有广

泛的适生性
。

马铃碧黑粉菌抱子通过植株的浸染部分

�块茎等�分解而进入土壤
，

并在土壤中生

存
，

因此
，

该菌既能在感病的薯块内越冬
，

又能在土壤及病残体内越冬
。

越冬病原菌是

田间侵染的初次佼染源
。

侵染一般开始」�

幼

苗的分生组织部分
，

地下茎
、

甸甸茎
，

最后

是块茎
。

因仅染而产生的菌缨在整个生长期

不断增大
，

�司时在发育的块茎中能观察到以

链状连在一起的抱 子腔及所含的黑褐色抱

子
。

�������� 等 �一����在 田间观察中发

现
，

一般一植株只有某些块茎被侵染
，

而另

外一些块茎仍然健康
。

偶尔还发现一个块茎

完全感染
，

而邻近的一个块茎外表健康
，

甚

至它们彼此仅由几个毫米长的甸甸茎连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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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也是如此
�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
，

该黑粉

菌的抱子萌发方式仍不清楚
，

因而无法研究

其侵染机制
�

根据 �������� 等 ������

的试验
，

该黑粉菌抱子在 ��一 ��℃ 条件

下
，

在水中
、

土壤浸出液
、

根浸出液中以及

在病土或感品种根浸出液中不能萌发
，

甚至

将其直接接触在长根或接种在破开的感病品

种块茎上也不能诱导萌发
。

�������
� 等认

为可能还必须有其它因素的存在
，

如与线虫

的相互作用或抱子的成熟度
�

不过在委内瑞

拉埃尔巴耶农业实验站的试验证明
，

盆栽健

康苗块于土壤与离解侵染薯块的混合基质中

能产生病害
�

����� 也取得相同的结果
。

病害经常发生于灌溉地
，

高湿度和高盐

度土壤有利于病害的发生
，

在病 田连作加重

病害的发生
，

同时高密度种群的根结线虫

���������夕�� ����������有利于病害的发展

���
���

，
����� �������� 等

，

�����
。

�������
� 等

，

还证明马铃薯品种之间存在

着对 �
�

������ 的抗性差异
，

在其进行的 田

间抗病性试验中
，

供试的 �个马铃薯品种中

有两个 品种 � ����� 和 ������� 是抗病 品

种
，

其它均为感病品种
。

在不同的地理区域

内某些品种的抗性发生变化
，

如 ������ 品

种在卡涅特地区表现抗病
，

而在其它地远种

植后抗性丧失
。

这说明此病菌可能存在不同

的生理小种
。

伦 比亚将检疫作为防治该病 的一项措施
。

����组织地区及我国将 �
�

������ 列为一类

检疫对象
。

��� 农业防治

种植健康种薯
，

正确处理感病品种
，

实

行轮作
，

避免使用发病田
�

烧毁病残体
，

搞

好田间卫生
，

消毒农具
，

选育和利用抗病品

种
。

��� 化学防治

在秘鲁
，
������等 ������在不同的

海拔高度用化学药剂进行马铃薯黑粉病田间

防治试验
，

结果表明
，

澳甲烷和棉隆能防治

这种病害
，

提高块茎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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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马铃薯黑粉病虽然仅分布在南美几

个国家
，

但已证明其病原菌具有�
’ 一

泛的适生

性
。

同时委内瑞拉及秘普利马附近平谷地区

病害的发生证明新 区的病害发生是引种造

成
，

薯块是该病害传播的重要途径
�

因此为

防治该病害的传人
，

必须禁止从疫区引种
，

并严格进行引种检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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