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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发生的规律及与降雨的关系

张 建 平

�内�古农 科院植 保所��� ���洲
’

�车�

摘 要

本试 俭迫 �上竺
，铃 著早 �更另育，菌 �了��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气‘ �。 ��� 分生 池子 的空 气捕捉
、

病
‘

� 系统观察及降��� 条件 的 心 或
�

研 完 了该 俩 首分 生

也子 传指
、

汤害发生 的规律及与降雨 的相 互 关 系
。
��胡一 ����

一

年 �年 的研 完表明
�

一

子疾病害分生孑包子在岛怜薯整个生长期 内均有传播
，

其发浪 形 式呈
“ 、
皮 �沐

”
式 增

长� 每次增长均足在雨后 �一�天 � 降雨 的数量
、

时期
、

须率和历期 决 定着饱子传播
“
波浪

” 的具体形式 � 前期 降雨对整个袍子传播数量起着决 定性作用 � 病害发生 呈

“ �”
型增长 � 病害每次息剧增长都 出现在袍子传摇高峰期后 的��一��天

� 病害的

发展直接取决 于 空 气传播的袍子
。

研 完结果有助 于 马伶著早夜 妈防 治 策略 的制 定 以

及预 刚预报和指
一

手大 田 防 治
。

土，��年 �月在美囚加州召开 了马铃薯晚

疫病国际座谈会
，
从讨论中看出川

，

马铃薯早

疫病是在世界上普遍发生的病害
。

尤其在发

展中�闷家被认为是仪次于晚疫病的第二大病

害
‘ 止， 。

��前
，
内蒙西部

、

宁 夏的马铃薯种植

区发生极为告遍
〔 � ’ 』

它识不象病毒 病 造 成

的损失那 么显而易见
，

似其严重性在于发病

的普遍性
，

即粉遍侵染所有生产用种
，
普遍

浸染所有茎秆
， 一

普遍浸染所有叶片
。

受侵染

植株提前枯死
。
����年通过对健株及严重病

株的产量比较
，

其马铃薯因受早疫病危害减

产在���左右
。 【幼此

，

早疫病的防治研究应

给于足够的重祝
�

马铃薯疫病初侵染来源于 田间病残体及

带病种薯
，

通过分生抱 广的多次
一

再浸染加重

病情
。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 生 抱
一

�二 的捕

捉
、

病害系统观察和降雨的记载
，
明确分生抱

子传播和病害发生的规律及与降雨的相互关

系
，

为防治提供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
�

� 田间分生抱子捕捉方法

试验在内蒙农科院试验地进行
。

种薯为

武川农用种
，

生长切间全部染病
。

抱子捕捉

器使用浙江龙泉县城镇农机厂生产的
�

以�
一

�

型病菌抱子捕捉器
。

捕捉期间置于马铃薯田

间
�

高度��厘米
。
卜�出苗后

�

每天上午开动

机器捕捉 州
一

小日��， 卜午镜检计数
，

直主马

铃
一

薯成熟收获
。

镜检使用显微镜�。倍
，

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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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载玻片三扫视
，

计所见分生抱子数
。

�
�

� 病害系统观察

在与抱子捕捉同一田 块 棋 盘 法 �点取

样
，
侮样点标定一株

。

自出苗后每隔一天进

行全部标定株叶片调查
，

记载每株叶片病斑

总数
，

直至每株叶片干枯��
、

犷停 ���调查
。

年
，

资料

结果与分析

此项研究 自���注一 ����年连续进行了 �

得到了所有观察数据及相应的 田 问降雨

田间分生抱子捕捉概况

将 �年抱子�甫捉资料整理绘制分生抱子

数量变化图于图 �
。

从整个 �年的结果看
，

早疫病分生抱子在马铃薯植株的整个生长期

均在传播 � 分生抱子数量变化在整个马铃薯

生长期为先慢后快再慢下来
，

但其具体增长

形式表现为或长或短的周期性
，

即传播数量

呈
“
波浪

”
式增长 � 不同年份分生抱子的传

播数量和历期会有较大变化 � 降雨的数量
、

时期
、

频次和历期决定抱子的传播数量
、

形

式和历期
。

在马铃薯整个生长期问或多或少地均有

分生抱子的传播
，

说明在其整个生长期内均

会有满足分生抱子产生
、

传播的条件存在
�
早

疫病的发生是通过初染源产生的分生抱子经

多次再侵染而加重
，
尔后随着田间马铃薯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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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的干枯而告结束
。

因此借空气传播 的分生

抱子数量表现为经过一段波动期 ���一功天�

后
，
出现抱子传播数量高峰期 ���一��天�

，

此

后渐渐消退
。

与病害的发生趋势是一致的
。

另

从调查资料得知
，
分生抱子传播数量的每一

次高峰都出现在降雨后 �一 �天
，

因此降雨后

抱子的大量产生传播是袍子传播数量呈
“

波

浪
”
式增长的根本原因 � 不同年份抱子传播

数量及历期的变化也主要受不同年份降雨数

量和历期的影响
，
���通年全年降雨的频次及

数量均显著多于往年
，
尤其一进入 �月份就

频频降雨而且雨量比较大
，

相应的����年抱

子产生
、

传播的数量明显多于 ����
、

����年
。

抱子传播高峰来的早且规律性地一个比一个

高
。

抱子产生传播盛期明显
。
����年是降雨

少的年份
，
表现为有一定的频次但每次降雨

量都很微小
，

抱子传播的数量也显著少于其

它年份
，

最多 �日为���个
，
而 ����年 �日

为 ���个
，
����年 �日为 ���个

。

更为明显

的是抱子产生
、

传播的历期随着降雨历期缩

短及马铃薯植株生育期的缩短而变短了
。

到

�月中旬就接近尾声
，

而 ����年 �月上旬为

末期
，

����年 �月中
、

下旬为末期
。
����年

�至 �月份仅下 了一场小雨
，

明显干旱
。

然

而 �月下
、
�月上句降雨明显增多

。

结果马

铃薯植株前期发育缓慢
，

后期生长延长
。

相

应的抱子产生
，

传播的历期增长
，

但抱子传

播数量由于前期累积不够始终不是很多 � 降

雨决定抱子的传播不仅表现在降雨导致抱子

传播数量呈
“
波浪

”
式增长及降雨影响不同

年份抱子传播数贤和历期
，

还表现在降雨的

时间及频次决定抱子传播数量变化形式
。

具

体表现为
，

马铃薯植株生长前期如有一定雨

量的频次
，

接下来后期有一定的降雨量及频

次
。

全年分牛抱 户产生传播就会发展剧烈
。

如果前期没有足够的降雨
，

后期降雨条件再

满足
，

分生抱子的产生
、

传播也 发 展 不 起

来
。

年内分生抱子的传播总量直接取决于该

年内的降雨总量
。

�
�

� 病害系统观察

将 �年的病害定株系统观察资料整理绘

出株平均病斑发展图于图 �
。

从中可知
，

病斑

一般 �月初开始直至 �月底累积不多
，

尔后

逐 日加快到 �月中旬为盛期
，
�月后病斑不

再增加
。

其发展形式为先慢后急剧上升
，

尔

后又慢下来呈
“ � ”

型 �
病斑在马铃薯出苗

后不久就在植株底部叶片上出现
，

由下而上

发展到儿乎所有叶片及所有叶片的绝大多数

面积
，

后随叶片的干枯而消失 � 不同年份病

���

���

����

����年

�
﹄
�厂

、

�
�已矛�举�截琳镶

�合�

�
﹃”己，‘

。
�‘ 月己

�
�

� �
，
� 了��， 二� ����

�

�� 吕
�

� �
�

�� �
�

����� ��� �
�

�� �
�

� � �� � ，� ��。 ，�� 乒孑 ��

图 � 马亏令薯早 �见头马厂
， ‘

万 发长



马 佗今薯杂 志
， 空绍� 卷

，
第 � 期

，
����

害的发生历期和发生程度明显不同
。

马铃薯早疫病的发生先缓慢后急剧上升

尔后缓慢下来符合一般病害的发生规律 � 马

铃薯植株仆卜片在整个生长期内均有机会被侵

染
，

且有不断的侵染菌源
，
因此整个生育期

内叶片都有病斑累积 � 不�司年份早疫病的发

生历期及发生程度直接受气传分生抱子的传

播规律影响
。
���遭年为 �年中抱子传播数量

最大
、

发展最猛烈的一年
，

病 害 发 生 也最

垂
。

株平均病斑最高达���个
，

而����年为��

个
�

����年为��个
。
����年抱子传播明显少

，

而且历期很短
，

病害发生轻并至 �月中旬就

不再发展了
。
����年 抱 子 传播历期明显延

长
，

但数量始终不多
，

似乎病害发展非常缓

慢
，

发生轻
，

了叹历期延
一

长至 �月底病斑仍在

增加
。

�
�

� 病害发生及降雨的相互关系

�年灼试验结果表明
，

呼市地区田间分

生抱子于 �月下旬开始传播
，

植株于 �月上

旬开始发病
，
前期两者都有一个波动期

，

抱

子传播数量增加
，

病势发展均较缓慢
。

随后

病斑的累积是随着泡子传播高峰的不断出现

而产生的
，
抱子传播每出现一个高峰后��一

��天病害也随之一定出现一个急剧增长期
，

�月上旬达发病盛期
。

之后抱子传播和病害

发展均缓慢下来
。

试验 也表明
，

分生抱子传

播数量的每个高峰都出现在降雨后�� �天
，

�叮且抱子传播的数量
，

历期及形式也取决于

降雨条件 表现出降雨对袍子传播的决定性

作用
。

总之 田间马铃薯早疫病的发生直接

受其病菌空气传播的分生抱子影响
，

而泡子

传播又直传受降雨条件 �数量
、

时期
，

频次

和历期� 的影响
。

� 讨 论

马铃 钉旱疫摘 交 ��班�丁〕 「�踌交其病菌空

气传播的分生抱子影响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

的
‘ �’ 。

另降雨与马铃薯分生抱子传播及病害

发生的相互关系有助于病害防治 策 略 的 制

定
，
预测预报和指导大田防治

。

尽管马铃薯早疫病菌分生抱子的传播规

律及病害发生规律各有其待点
，

但共同特点

是均直接地或间接地受降雨条件的影响
。

由

此看来
，
田间其它条件一般都能不同程度地

满足分生抱子产生
、

传播
、

萌发
，

侵入及病症

表现
，
田间湿度是限制因索

。

降雨能够提高

田����湿度
，

因此一有降雨
，

就有分生抱子的

大量传播
。

降雨明显促进分生抱子的产生
，

但病症的出现似乎对干旱高温条件更有利
。

这似乎是马铃薯早疫病传播和发病的主要特

点
。

另一 个值得注意的结果是马铃薯生 长前

期 ��一�月份� 降雨的数量及频次是决定以

后能否大量发病的重要因素
。

如果前期有较

多的降雨频次
，
而且每次有一定雨量

，
后期

雨季来临早疫病扰大发生
。

如果前期干旱
，

后期再多的降雨及频次
，
早疫病发生也是有

限的
。

我们知道
，

早疫病的初侵染源于 田问

病残体及带菌种薯
，

由初染源产生的早期分

生抱子如果一开始就遇列良好的湿度环境
，

可顺利实现浸入
、

发病
、

产抱这样的反复循

环
。

数量可介助具快发展起米
，
积累了足够的

基数为后期的发展创造了菌源条件
。

如果情

况刚好相反
，

由初染源产生的分生抱子受到

�显度限制
，

菌源得不列累积
，

后期湿度条件

再好
， 一

也下会使病害大发生
。

内蒙乌盟的和

林洛尔县沟一些地区 在主产中采用适当晚播

�比正常晚���肠天� 马铃薯早疫病发生大

为减轻 “ ’ 。

可能的原因是晚播破坏了由初染

源而来的分生泡子的寄主条件
，

使早疫病周

年循环受到阻断
，
菌源得不到果积

，

从而�肖

弱了马铃薯生长季节的发病程度
。

伙研究洁果我们哆�
一

弓马铃薯旱疫 西 ��防

治应以阵派初侵染 与艰点 这 色括从少讨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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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
一

硬减 少 旱期分生泡 广断山伙 产

注
、

传播和侵

入
。

根据降雨
’
彬�

尹仁抱 洲专括的
�不

。

用药

剂或其
‘

臼方法控制
一

早期乡丫�
�

袍子 于提入寄
二，

之前投深索利用
�

适当晚播的生产经呛可价足

共
�

�
，
丫�

一 ’
交的阵派初侵染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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