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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马铃薯青枯病的发生和防治措施

梁 远 发

�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

青枯病是严重危害马铃薯生产的一 种世

界性细菌病害
，
尤其在热带

、

亚热带
、

夏秋

季节炎热的温带
�

地区病害严重
，

常导致大幅

度减产
。

��年代以来
，
此病在我省马铃薯一

些产区迅速纂延
，
特别是浅丘平坝 区 �����

米以下地试�发生严重
，
轻者一般减产���

���
，
重者���脚上

，
已经成为限制我 省马

铃薯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
����年彭县通济

区调查
，
因青枯病危害当年损失种薯����万

公斤
，
有的田块绝产� ����年峨嵋县损失一

级脱毒原种 �万余公斤� ����年前后什那县

山区因青枯病危害严重影响了群众种植马铃

薯的积极性� 拍��年我所成都试点部分 田块

也因青枯病危害
，
损失该田试验材料达���

以上
。

� 症状和发病规律

�
。

� 症 状

地上部分 青枯病是典型的维 管 束 病

害
，
当病菌侵入值株体后

，
在维管束中大量

繁殖蔓延
，
导致导管坏死阻塞

，
致使植株缺

水
，
地上部分呈 青色姜蔫

。

马铃薯田间发病前

期
，
有整株逐渐姜蔫

， 一

也有一整株中一枝或一

叶开始萎蔫
， �� �天后达到地上部分全株

死亡
。

也有一整株中一 两枝能维持一段时间

正常生长的现象
。

当气温偏低时
，
感病初期值

株姜蔫部分尚可暂时恢夏正常状态
，
气温回

一 不无蒙我院公保丽长成婉研究员指点
，
特此致谢

升重现姜蔫症状
。

感摘涟州茎秆荃部纠
、

剖而

维管柬呈淡褐色状
。

地下部分 块茎感俩一般只从甸旬茎与

薯块相连处的脐部开始
，

脐部颜色稍变褐
，
块

茎表皮颜 色无明显变化
。

严重时
，
芽眼部逐

渐变暗
，
中后期脐部和芽眼两者均可自然溢

出乳白色菌脓
，

薯块横断面维管束呈黑褐色

点状环
，
后期整个块茎内部呈空洞变腐

。

潜

伏病菌的薯块相当一部分会在贮 藏 期 间 腐

烂
。

�
�

� 发病规律

当气温庄��
”
� 以上和日均土温 在 �生

“
�

以上时
，
田间值株可呈现病症

。

当温度在��一

��
�

�时多宜发病
。

在四川一般 �月份开始发

病
，
一直延续到 �一�� 月份

。

据何礼远调查

彭县大宝乡团山林场 �����米海拔�
，
田间自

然发病在 �月底 �月初开始
， �月中旬达到

高峰
，
发病指数每天增长�

�

��
。

在我 省 海

拔较高的山区
，
虽然气候较为凉爽

，

但在马铃

薯生 民阶段气候条件仍墓本上是适宜于青枯

病发生的
，
特别 是低温型的生理小种更易在

低温冷凉地区发病
。

� 寄主范围和发病条件

�
�

� 寄主范围

青枯病的寄主范困很广
。

据报道
�

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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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种杭物
。

主要危实茄科价物
，
如 马 铃

薯
、

香茄
、

茄子
、

烟 草
、

谏椒
，
还有花生

、

芝麻
、

大豆
、

香蕉属杭物和一些 杂 草 等
，

最近报道在我国还危害桑树
。

根据病菌对不

同寄主杭物的致病性可分为 �个生理小种
。

何礼远对我国 �省 �市� 的拐个马铃薯青枯

病株鉴定结果证明
，

绝大多数�������属于低

温型生理 �
一

号小种 �生化 五型�
，
多分布于

我国南方海拔较高的马铃薯�沈区� 另 �个病

株属于生理 �号小种 �生化 班 ，
�型�

，
分

一

布于城市近郊蔬菜区
。

发病条件

�� �
�

� 病菌来源
� �

土壤 若菌 青拈病能在土壤中存活

相当长时间
，
据报道连续�年不种茄科植物的

田块仍有细菌存活
，

甚至连续��年种植非感

病寄主作物的土壤仍能严暇发病
，
病菌一般

分布在 。 ���厘米土 �井中
。

�
�

种薯带菌 田间己被污染
，
表面健

康无症状的薯块和在收佗
、

运输
、

贮藏过程中

表面被污染的薯块
，

特另��是播前未经切刀消

毒的切块
，
用这些薯块作种

，

都常
‘

常导致病

菌的远距离传播和发生病害
。

�
�

病株
、

残体借菌 烂落和感病寄主

杭物不做任何处理
，
随地抛丢或制作有机肥

料加 以利用
，

都可导致病菌的传播
，

连年种植

田块中的 自发苗
，
也是较强的菌原体

。

�
�

间接传菌 人畜工具接触
、

带菌土

壤
、

残体烂薯
，

土壤中的线虫危害的地下部

分和管理过程中的机械损防等都可传病
。

�
�

�
�

� 影响因素
。 � ‘ 厂

丈候条件 气侯条件是直接影啊青

沽病害发生的主要因素
。

马铃薯生长季节
，
若

气候炎热
、

暴雨多
、

地壤湿度过大或积水
，

病害严改
。

如川西平原边缘山区 �
，
�月访

的雨季
，
�甲是青枯病大鼠发病时期

。

但青枯

病不耐干蜂
，
凡生长季节气候干燥

，

雨 水
’

少
，
就能抑制细菌的发育和蔓延

， �胜产上发

病杆
。

温度对青才古病的发牛和流行起讯要

的作用 在青沽病发育的适钧
一

温度范围
，
当

气温升高土温加高时
，
加速细菌繁硝

，
增加

土壤巾细菌的浓度
，
增强细菌的活性

，
加剧

株间的相互传播
。

低温能抑制或阻碍病菌的

发育和发展
，
在土壤中病菌的繁殖量大大减

少
，
龙寄主植物上发育缓慢

，

病害轻
。

但生

理小种 �号病菌较耐冷凉气候
，
在高海拔地

区病菌往往呈潜伏状态
，
其薯块和植株不表

现症状或症状很轻
，
当其薯块被调入低海拔

地区种植
，
常可导致病害发生

。

湿度和流水的影响 青枯病菌适宜

于潮湿环境中生存
，
土壤湿度加大时

，
加快

病菌的生长发育
，
暴雨或漫灌造 成 田 间 彩

水
，
易使病害扩展

。

当此病严重时
，
流水被

污染
，
水中含有大量细菌而成浸染源

，
由一

块田流到另一块田造成病害扩展
。

� 防治措施

我省生产实践表明
，
采用综 合 防 治 措

施
，
对青估病的发生和蔓延都具有不同程度

的抑制效 梁
，
如坟川

，
城 口等县

。

彭县
、

什

郁经综合防治
，
近年来病倩逐渐减轻

，

生产慢

慢得到恢复
。

他们的主要防治经验是
�

建立 良种繁育基地 在未感染青枯

病的地区内选择海拔较高
、

隔离条件好
、

气候

凉爽
、

光照充足
、

交通方便的地方
，
采用马铃

薯脱毒种薯快繁技术或系谱繁育法
，
建立无

病良种繁育基地
，

是防止我省马铃薯青枯病

的有效措施
。

城 口
、

汉川县无病种薯基地的

建立 已具一 定规模
，
并在生产上得到一定成

效
，
值得推广运用

。

右竹无良种荃 地 的 地

方
，
也可从无病的高海拔或高山区引种或严

格挑选无病田块的薯块作种
。

�
�

选用�。一�。克的优健无病虫伤的整

薯作种 据介绍
，
未经切刀消毒的病种薯切

块可扩大病原��倍以上
，
故青枯病感染区不

�下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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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因此
，

这可能表明茎块在�������处理后

�周内病毒浓度达到了可测定的水平
。

必须

补充说明的是
，
在这个试验中

，
用�������处

理之前所有块茎要先贮存在�
”
� 条件下放置

�周
，
因此

，

这次试验所用的块茎比第 �次

试验所用的块茎在生理上稍微有点老化
。

兰

然�次试验不能完全对比
，
但是这个生理年龄

的差别能够解泽为什么在等“ 次 试 验 中 用

����� 鉴定马铃薯丫病毒与生长试验一样可

靠
，

且比 准 �次试验提早 �天或更多天
。

用

�����方法较其它对比 试验发现更多的块茎

受到感染
。

这可能是由于从一颗植株上所结

的各个块茎受到的马铃薯� 病毒浸染是不一

致的
，
或者是由于在试验期间内病毒不是在

植株体内系统地移为
。

从这些和其它未发表

的结果来看
，
也许用��

一

���方法鉴定 ��
���

�

�� 处理后和经过培 育的块茎比生长试验效果

要更好些
。

也许
，
用����

、长处理后
，
病毒不

仅在组织中积累
，
如 以上所看到的那样

，

而

且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
�

晚期的初浸染�
，

病毒感染在这期间能达到顶部
。

因此这样的

感染用生 氏试验是不能测出的
。

用� 巧八方法鉴定 了����八
。
处理前的品

种��
�代� �

的块茎获得高的 浸 染 百 分 数
，

这点可从植株所收获的块茎再感染 比 例 高

�����得到部分解释
。
���飞���� 处理后在 �个

品种问病毒的积累速度 厅羞别
。

在第�次测试

时���
，
��川 �。 和��川护卜均消光值相对 高

，

在

第 �次和第 �次测试所记载的病毒浓度在品

种种间差异已阳当大
。

这友明品种的特性可

能既影响处理的效果
，

也影 ����，������，�病毒的

繁殖
。

结论是用 巨����方法对初感染和再感 染

植株的休眠块 茎的马铃怨卷叶庙毒进 行鉴定

是 �种有效方法
。

马铃 碑丫病毒只有在块茎

打破休眠之后井且在�艺 〔
一

卜培 育 ��
·

�周

后进行鉴定才 汀效
。

可是用几
。 �� 【。处理打破

休溉
，
块茎的生理�及态和况

�

种特性似乎都影

响着培育期 民短
。
川

一

��八测定结果不仅比 �

个批准了的块茎鉴定方法可靠或效率高
，
而

且获得的速度也快
。

在相同条件下鉴定其它

的马铃薯病毒也是 叮能的
，

�国此
，
����� 被

认为是筛选马铃薯无病毒 育种工作有价值的

新 手段
。

郭索华译 张鹤龄校

了李自 《�� ，��。 ，
尺�、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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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切块作种
，
最好用整薯作种

。

�
�

实行间套轮作 采用与禾谷类作物

或水旱���轮作制
，
致使带菌土中的病菌失

去寄主而丧失活力
，
能明显减轻病菌危害

。

间套作并能减少病菌株行问蔓延
。

�
�

选用早熟品种及时收挖 一般选用

生 育期短
、

旱熟的品种
，

早种早收
，
当高温季

节来临之前就能成热
，
如川芋��

，

川西平原

�
�

月下旬扰可以成熟
。

并及时抢晴天收挖
，

不要让成热的薯块留在地下时间过长
，
以免

增加感染机会
。

高加垄植 在马铃薯整个生长期间

注意田间排水
，

降 低田间湿度
，
干旱季节严

防串灌漫灌
。

�
�

及时拔涂田间病株
，
作好病残株 处

理
、 �

�田间发现婆蔫 ��仗株或部分 姜 蔫 植 株

时
，
连荃部泥土

、

件块 一起铲除深埋或烧掉
，

并用 �����的生石 今�水
�
戈�

���� 的 切� 福尔

马林药液灌窝
。

感病值袜的薯块好的可煮熟

禽畜食明
。

收获时
，
田问烂薯

、

残体
、

烂叶
一

和

杂草要清理干净
，
也应深埋或烧掉

，
严禁丢

入粪坑或堆沤作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