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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病害测报技术与识别 
周志德 

(黑龙江省北安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164000) 

摘要：主要从黄瓜霜霉病和番茄的早疫病症状 

识别、病原物、病害循环、发病因素以及监测和预 

报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为从事植物有害生物预测 

预报工作的同行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蔬菜；病害；症状识别；发病条件；测 

报技术 

1 黄瓜霜霉病 

1_1 症状识别 

主要危害叶片，也可危害茎、卷须和梗。发病 

初期，叶正面出现淡黄色病斑，背面出现水渍状多 

角形病斑，或者叶片正反两面均出现多角形水渍 

状病斑，病斑发展后叶正面为褐色多角形病斑，外 

圈仍为黄绿色，病健交界模糊，潮湿时叶背病斑处 

产生紫黑色霉层，后期变成黑色霉层。 

1．2 病原物 

病原物为古巴假霜霉，鞭毛菌亚门假霜霉菌属。 

1．3 病害循环 

在北方寒冷地区，病菌不能在露地越冬，植株 

枯萎后即死亡。种子不带菌，主要靠气流和雨水传 

播。传播的途径主要是从温室黄瓜传到大田黄瓜， 

再从大田传播到夏秋黄瓜，然后再传播到温室黄 

瓜。 

1．4 发病因素 

1．4．1 气候 条件 

黄瓜生长期间的温度一般能够满足发病要求， 

因此，高湿是黄瓜霜霉病发生的重要条件。病菌产 

生的孢子囊需要83％以上的相对湿度，孢子囊萌发 

和侵入都需要有水滴或水膜。叶面干燥，孢子囊不 

能萌发，2～3 d即死亡。 

1．4．2 栽培管理措施 

通常，靠近温室、大棚及苗床附近的黄瓜发病 

早且病重；地势低洼、栽培过密、通风透光不良、肥 

料不足、浇水过多、植株徒长、地表潮湿等发病重； 

保护地管理操作不当，放风排湿时间不够，叶面水 

膜形成多，霜霉病发生也重。 

1．4．3 品种抗病性 

黄瓜不同品种对霜霉病的抗性差异很大，一般 

早熟品种、品质好的品种抗病性差。 

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已经引起广泛的重 

视和研究。建立一套完整、灵敏的，在病原分子生 

物学基础之上的检测鉴定技术和指标，对无毒苗繁 

育技术、防治技术的研究及抗病品种的选育【 ，具有 

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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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预测预报 

1．5．1 田间 (棚室)调查 

中心病株调查 ：黄瓜定植后，选择地势低洼、 

通风排水不良、田间管理水平低及容易发病地块 

(棚室)3～5个，从黄瓜初花期前5 d开始，每5 d 

调查 1次，至根瓜初期后每 3 d调查 1次。对角线 

5点取样，每点检查2O株。 

发生程度调查：当发现中心病株后，立即开始 

普查，普查面积不少于种植面积的50％。当此病普 

遍发生，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 (棚室)1～2个，进 

行定点系统调查，5点取样，定点定株，每5 d调 

查 1次，直至盛瓜后期。按分级标准，调查计算病 

株率、病叶率及病情指数等，记录结果。 

1．5．2 预测预报方法 

发生期预报：当发生中心病株后，结合气象因 

素分析，及时发出第 1次预报。如果气候条件适宜， 
一 般4～8 d后还可出现较多发病中心，半个月后 

即可普遍发病。 

发生程度预报：在地势低洼，栽植过密，通风 

不良，浇水过多，气温在20～22℃之间，湿度达85％ 

以上，同时降雨多、雾大、露重天气，病害将迅速 

流行。田间出现中心病株后，如天气干旱又无结露 

条件，或湿度虽高，但平均温度超过30℃，则该病 

将轻度流行。 

应根据田间病情、品种抗病性、田间管理、气 

象条件、历史资料等进行综合分析，作出发生程度 

预报，指导防治，控制病情发展。 

2 番茄早疫病 

2_1 症状识别 

苗期、成株期均可发病，主要危害叶片、茎和 

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呈针尖大的小黑点，后扩大 

为深褐色或黑色圆形至椭圆形的病斑，有同心轮 

纹 ，有时边缘有黄色晕圈。潮湿时病斑上长出黑 

霉，病斑常从植株下部叶片开始，逐渐向上蔓延， 

发病严重时植株下部叶片全部枯死。 

青果发病，病斑多发生在蒂部附近和有裂缝的 

地方，圆形或近圆形，褐色或黑褐色，稍凹陷。有 

同心轮纹，病部有黑霉，病果易脱落。 

2．2 病原 

病原为茄链格孢菌，属于半知菌亚门链格孢 

属。分生孢子梗自气孔伸出，单生或簇生，圆筒形 

或短棒形，有1～7个分隔，暗褐色。分生孢子顶生， 

倒棍棒形，顶端有细长的嘴胞，黄褐色，具纵横隔 

膜。 

2．3 侵染循环 

寄主范围广，除危害番茄外，还可侵染马铃薯、 

茄子、辣椒等植物。主要以菌丝体和分生孢子在病 

残体上越冬，还可以分生孢子附着在种子表面越冬， 

成为翌年发病的初侵染源。第2年春天条件适宜时， 

产生的分生孢子通过气流和雨水传播。 

2．4 发病规律 

2．4．1 气候 条件 

高温高湿有利于发病。病菌在 15～30℃均可 

生长。在最适温度为28～30℃、相对湿度超过70％ 

时，分生孢子45 min就可萌发。病菌一般从气孔或 

伤口侵入，也能从表皮直接侵入。在适宜的环境条 

件下，2～3 d病菌侵入寄主组织形成病斑，后病部 

产生大量的分生孢子传播并进行多次再侵染。生长 

季节降雨来得早，降雨日多、量大，发病重。 

2-4．2 栽培管理 

早熟品种比晚熟品种易发病；保护地栽培比露 

地栽培发病重；重茬地、地势低洼、排灌不良、基 

肥不足、栽植过密、贪青徒长、通风不良发病较重。 

2．5 预测预报 

2．5．1 调查内容与方法 

中心病株调查：番茄定植 10 d后，每3 d调查 

1次。选早栽、种植集中、易感病品种类型田 (棚) 

3块，每块田 (棚)调查全部植株，记录调查结果。 

病情系统调查：发现中心病株后，每5 d调查 

1次。选各类型田2块，对角线5点取样，每点定 

20株，结果后同时每点调查 20个果实。调查病株 

率、病果率和发病严重度，计算病情指数。 

2．5．2 流行趋势预测 

根据病情系统调查、品种布局、栽培管理、天 

气预报等综合分析，及时发布病害流行趋势预报。 

当病株率达30％左右，病情指数在2以上时，结合 

天气预报 (若田间70％相对湿度连续5 d以上，即 

为防治适期)，可发布防治预报。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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