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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与马铃薯不同种植模式对 

马铃薯晚疫病的控制效果 
胡秋舱，卢 瑶 

(贵州省六盘水市农业委员会植保植检站，553001) 

摘要：研究马铃薯与玉米7种不同种植模式对 

马铃薯晚疫病发病情况、病情指数以及作物抗性、 

产量及产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双 (玉米)套双 (马 

铃薯)与四 (玉米)套二 (马铃薯)这两种种植模 

式对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发展有一定控制作用． 

马铃薯抗性表现为抗病 (R)，且马铃薯和玉米的产 

量及产值也较高；其余4种多样性种植模式对马铃 

薯晚疫病的控制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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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问作套种技术能充分利用季节、土地、 

气候等条件，提高复种指数，实现农作物一年多 

熟、高产高效栽培。根据农作物之间相生相克的原 

理进行优劣搭配、合理种植，可以有效减轻一方或 

双方病虫害的发生，不仅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降低种植成本，促进农产品增产、提质、增收，还 

保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笔者于2010 

年在六盘水市进行了相关试验，探讨玉米与马铃薯 

不同种植模式对马铃薯晚疫病的控制效果。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盘县坪地乡包包寨村马铃薯晚疫病时常 

发生的地块进行，试验地地势平坦 ，土壤肥力中 

等，栽培方式统一，耕作、管理水平一致，前茬作 

物为玉米。因2010年年初干旱，故播种 日期安排 

在 3月 18日，较正常年份推迟近 20 d。 

1．2 供试材料 

马铃薯供试品种为威芋3号，生育期1 10-125 d。 

玉米供试品种为盘玉4号和盘玉 5号。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7个处理，分别为：净作 (仅种植马 

铃薯)模式，单 (玉米)套单 (马铃薯)模式，双 

(玉米)套双 (马铃薯)模式，双 (马铃薯)套单 (玉 

米)模式，双 (玉米)套单 (马铃薯)模式，四 (马 

铃薯)套二 (玉米)模式，四 (玉米)套二 (马铃薯) 

模式，其中，“单、双、四、二”均指种植的行数。 

3次重复，共21个小区，小区面积50 m2。田问管理按 

当地习惯进行，整个生长季节不施用防病药剂，比较 

马铃薯晚疫病的流行程度。 

1．4 调查记录 

马铃薯齐苗后开始进行病情调查 ，未发病前 

每 10 d调查 1次 ，发病后改为 3 d调查 1次，直 

至马铃薯植株叶片全部枯死。记载发病株数和发 

病程度，计算病株率和病情指数 ，并鉴定抗性水 

平 (以调查到的最重的发病程度作为评价依据)。 

病情分级标准： 

0级：无病斑； 

1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5％以下； 

3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6％～10％； 

5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11％～20％； 

7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21％～50％； 

9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 50％以上。 

病株率(％)： 垄 1o0 
调查总株数 

病情指数(y)： 兰!鱼 ：鱼堡垡耋堡 100 
调查总株数 ×最高级代表值 

抗性评价指标： 

高抗 (HR)：Y≤ 10； 

抗病 (R)：10<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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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抗 (MR)：20<)7≤30； 

感病 (S)：30<Y≤40； 

高感 (HS)：y>4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植模式对马铃薯晚疫病的影响 

从表1可以看出，7种种植模式对马铃薯晚疫病 

的控制效果由好到差的排列顺序为：四 (玉米)套 

二 (马铃薯)、双 (玉米)套双 (马铃薯)、双 (马 

铃薯)套单 (玉米)、双 (玉米)套单 (马铃薯)、四 

(马铃薯)套二 (玉米)、单 (玉米)套单 (马铃薯) 

和净作 (马铃薯)。在前2种种植模式下，马铃薯对 

晚疫病表现为抗病 (R)；在中间4种种植模式下，马 

铃薯对晚疫病表现为中抗 (MR)；在净作 (马铃薯) 

模式下，马铃薯对晚疫病表现为感病 (s)。7种种植 

模式下，马铃薯晚疫病的始病期大致在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而病害流行期则为6月上旬至6月下旬。 

2-2 不同种植模式对马铃薯和玉米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7种种植模式产值由高到低的 

排列顺序为：四 (马铃薯)套二 (玉米)、双 (玉米) 

套双 (马铃薯)、四 (玉米)套二 (马铃薯)、双 (马 

铃薯)套单 (玉米)、净作 (马铃薯)、双 (玉米)套 

单 (马铃薯)和单 (玉米)套单 (马铃薯)。7种种植 

模式产值的排列顺序与对马铃薯晚疫病控制效果的 

排列顺序并不能一一对应，主要是由于产值的高低 

与玉米和马铃薯的市场价格有很大关系。 

表 1 不同种植模式对马铃薯晚疫病的影响 

注 ：马铃薯市场价 1．5元／kg，玉米市场价 2．6元／kg。 

3 结论 

3．1 通过 匕述分析可以看出，双 (玉米)套双 (马 

铃薯)与四 (玉米)套二 (马铃薯)这2种种植模 

式除了对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发展有一定控制效 

果外，马铃薯和玉米的产量及产值也较高。其余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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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种植模式对马铃薯晚疫病的控制效果不明显， 

这可能与马铃薯连续种植、轮作不足、晚疫病病菌 

富集有很大关系，因此在推广上述适用技术时，除 

了套种还必须辅以轮作。 

3．2 在马铃薯的主要生育期4—7月，六盘水市一 

般年份的日平均温度为11～25℃，满足晚疫病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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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砂地西甜瓜新品种引进筛选试验初报 
刘 娟，杨荣华 

(宁夏 中宁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755100) 

摘要：压砂瓜产业作为中宁县的支柱产业，目 

前在生产上品种较单一，通过西甜瓜新品种试种， 

旨在筛选适合中宁县乃至宁夏中部干旱地区补水栽 

培的抗旱品种。结果表明：替代金城5号西瓜的首 

选品种为夏威105，该品种结瓜率较高，产量高，商 

品性好，其次可以推广宁农科1号。甜瓜外销品种 

可以示范推广京玉二号，抗病性、抗旱性较强，产 

量适中，耐贮运；本地销售可以搭配种植京玉四号， 

结果率高，产量高、抗病性强。 

关键词：压砂瓜；西甜瓜；新品种；筛选试验 

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压砂瓜 

产业作为中宁县的支柱产业，发展迅猛，种植面积 

从2000年的不足666．7 hm ，发展到目前的2．7万hm ， 

为该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一定作用，成为 

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由于 目前压砂瓜在生 

产上品种单一，许多国内外名优新品种未能得到推 

广应用，上市时间较集中，销售压力大，经济效益 

低，挫伤了广大瓜农种植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中 

宁县压砂瓜产业发展。为此，通过引进西甜瓜新品 

种进行试种，从苗期、坐瓜、瓜型大小及抗性等综 

合性状进行品种比较，旨在筛选适合中宁县乃至宁 

夏中部干旱地区补水栽培的耐旱、耐贮运、抗性强 

的优良品种。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天景山压砂瓜示范园区进行。试验地海 

拔 1 200 m，有效积温2 900℃，无霜期为 170 d， 

全年有效降雨为200mm左右，主要分布在7、8、9 

这 3个月，基本上与压砂瓜的需水期错位。种植地 

段全部为山地，地力水平低，土层深厚。该压砂地 

土壤基本养分平均值为：pH 8．27，全盐 1．86 g／kg， 

有机质9．29g g，全氮0．61 g／kg，水解氮55．99mg／kg， 

有效磷 5．16 mg／kg，速效钾 147．65 mg／kg。试验地 

全部配套滴灌设备，在旱情严重时进行补灌，其他 

时间靠 自然降雨补给。 

1．2 试验材料 

供试的西瓜品种有武威立安种子有限公司提供 

的夏威 101、夏威 105、金帅以及宁夏农科院提供 

的宁农科I号、金城5号，以金城5号作为对照。供 

试的6个甜瓜品种为京玉一号、京玉二号、京玉三 

号、京玉四号、京玉月亮、翠甜，均由宁夏农技推 

广总站提供，不设对照。 

1．3 试验方法 

采用枣瓜问作，枣树行距 5 m，行间种植两行 

发生和病害流行所要求的条件，只要湿度条件适宜， 

病害会迅速发生并蔓延。六盘水市每年在5月20日 

前后会出现1～2周相对湿度为 80％左右的高湿天 

气，与马铃薯现蕾期相遇，导致该地区晚疫病发病 

早，流行、发展快。同时，每年6～7月相对湿度的 

变化情况也直接影响当年马铃薯生长中后期晚疫病 

的流行和为害程度。在年平均相对湿度相同的情况 

下，如果马铃薯生长期内相对湿度波动幅度较大， 

会对晚疫病的流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波动 

幅度较小，则晚疫病的为害程度会加剧。 

马铃薯与玉米的多棒【生栽培、高矮间植对田间湿 

度有很好的控制作用，抑制了晚疫病病原菌的侵染 

和蔓延。同时，多样性种植使田间没有一种病原菌能 

够占主导地位，对病原菌的传播有阻碍效应和稀释 

效应，也有效控制了玉米与马铃薯其他一些病害的 

发生。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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