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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固原市马铃薯晚疫病大流行年的发病特点及流行原因，提出了选用抗病脱毒种薯、切断初侵
染源、药剂拌种、加强预测预报、开展统防统治等综合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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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固原市的主要作物，也是农民经济
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种植面积稳定在 13.33 万
hm2左右。近年来，由于大面积种植，轮作倒茬受
到限制，品种退化，抗性降低，导致晚疫病逐年
加重，已经成为制约当地马铃薯产业的瓶颈之一。
2012年固原市马铃薯播种面积为 13.46万 hm2，晚
疫病发生面积 12.68万 hm2，占播种面积的 94.2%；
2013年全市马铃薯播种面积为 13.41万 hm2，晚疫
病发生面积 11.09 万 hm2，占播种面积的 82.7%。
当地 7—9月份降水较多，一般年份晚疫病造成产
量损失为 10%～30%，大流行年份产量损失达
50%以上。因此，分析发病原因及时进行科学防
控，对当地马铃薯产业意义重大。
1 发病特点
1.1 始发期早

2012年泾源县马铃薯晚疫病始见期为 7月 15
日，比 2011年（8月1日）早 16 d，比历年同期早 5 d
左右；原州区发病较重，始见期为 7月 10日，比
2011年（7月15日）早 3 d，比历年同期早提前 10 d
左右。2013年马铃薯晚疫病始见期原州区为 6月
25日，比 2012年（大发生年）早 15 d，比 2011年

早 20 d，比历年同期提前 25 d左右；隆德县为 7
月 17日，西吉县为 7月 21日，彭阳县为 7月 21
日，均较历年同期有所提前。

2012年 6月 27—29日的小到中雨，使田间形
成湿润条件，6月 28日至 7月 6日晚疫病完成第 1
次侵染循环，7月 10日，陇薯 3号、青薯 168等感
病品种顶部叶片出现明显病斑。2013年 6月 15—
16日的小到中雨，使田间形成湿润条件，6月 16—
21日完成第 1次侵染循环，6月 25日田间发现中
心病株，中心病株始见期比 2012年提早 15 d。
1.2 发生程度重

2012—2013年，往年不发生马铃薯晚疫病的
山旱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病情况。2012年山旱地
病田率为 100%，病株率为 20%～65%，严重度为
10%～40%；川台地病田率为 100%，病株率为
100%，严重度为 40%～100%。2013年山旱地病
田率为 100%，病株率为 49%～100%，严重度为
20%～100%；川台地病田率为 100%，病株率为
100%，严重度为 60%～100%。植株下部 4～5片
复叶病斑面积占总叶片的 90%～100%，叶片变
褐、干枯，提前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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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量损失大

2012年固原市种植的所有马铃薯品种均发病
迟，产量损失较轻，实际损失为 32 809 t。2013年
所有早熟品种及陇薯 3号、青薯 168等中晚熟感
病品种发病早，产量损失重；而大面积种植的晚
熟品种发病迟，并得到及时防治，发生程度轻，
实际损失 13 504 t。
2 流行原因
2.1 主栽品种抗病性差

据 2013年 8月 2日晚疫病始盛期田间调查，
固原市主栽的中晚熟品种冀张薯 8号、庄薯 3号、
陇薯 3号、青薯 168、青薯 9号、陇薯 6号等病株
率为 100%，病叶率 1.68%～82.01%，以青薯 9号
发病最轻，冀张薯 8号发病最重。早熟品种费乌
瑞它、大西洋等的病株率 100%，病叶率 100%，
病情指数达 50.99%以上。
2.2 菌源量大

种薯带菌是田间发病的主要初侵染来源［ 1］。
固原市马铃薯种植面积大，轮作倒茬困难，种薯
带菌量大，加之播种时切刀未消毒，给病原菌的
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2.3 气候条件有利

固原市 2012年前期干旱，发病缓慢，后期病
情发展迅速，7月至 8月上旬高温干旱，降水稀
少，病原菌扩散速度较慢；8月中下旬全市普降小
至中雨，晚疫病菌在田间迅速蔓延，所有田块均
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发病。其中泾源县降水量累计
达到 159 mm，为晚疫病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湿度条
件，加之当地气温适宜，晚疫病迅速蔓延，造成
马铃薯晚疫病普遍发生。2013年前期降水量特大，
病情发展迅猛，后期干旱，病情发展缓慢。7月
3—23 日，各马铃薯晚疫病监测点降水量为
181.4～228.4 mm，降水偏多，植株营养生长迅速，
尤其是水肥条件好的田块，由于 7月下旬遇到暴
雨和大风，感病品种整株匍匐在地面，茎秆及下
部叶片感病严重，植株下部叶片发病严重甚至整
株死亡。
2.4 防治不及时

由于播种面积大，大多地方的农民对马铃薯
晚疫病的病症和危害认识不足，加之药剂防治成
本高（常规农药防治费用每次为 150～210元/hm2，
一般需防治 3 次），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治措
施，致病害肆意流行。
3 防控建议
3.1 选用抗病脱毒种薯

应选用贮藏良好的抗病品种青薯 9号、庄薯 3

号等作种薯。
3.2 切断初侵染源

入窖前、贮藏期间、出窖和播前切块时应严
格精选种薯，剔除病薯、烂薯，并用 75%酒精、
1%高锰酸钾溶液等进行切刀消毒［ 2］。
3.3 药剂拌种

播种前用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0.5 kg+72%
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30 g+60%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 300 mL，对水 15 kg 混合均匀配成包衣液，可
拌种薯 1 000 kg。将切好的种薯平摊在塑料薄膜
上，用喷雾器将包衣液均匀喷洒在种薯上，边喷
药液边翻动，确保药液均匀沾到薯块上。
3.4 加强预测测报

从 6月 5日起，每隔 5 d对系统观测田进行
调查，发现中心病株及时拔除。同时要充分利用
比利时马铃薯晚疫病预警系统，及时发布预警防
治信息，确定防治适期，指导农民科学防治。如
第 1次防治最佳适期应掌握在第 3代侵染循环第
1次侵染累积积分达到 5～6分时，采用保护剂防
治；如果累计积分超过 7分，病菌侵入到植株体
内，则应在 7分后的 1～2 d内选择具有治疗作用
的杀菌剂防治。以后凡在前 1次药效期内形成的
侵染，则无需再次施药。第 2次防治适期应根据
下一代达到湿润期条件后累积积分达到 5～6 分
时进行，采用的药剂应根据病情和气候条件决
定；依次类推，最后一次防治终止在马铃薯收获
前 15 d［ 3］。
3.5 开展统防统治

根据马铃薯晚疫病预警系统的警示，第 1 次
防治适期采用 75%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 2 400
g/hm2喷雾，第 2次防治适期采用 75%甲霜锰锌可
湿性粉剂 500 倍液喷雾，第 3 次防治适期采用
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 900 g/hm2+10%世高水分
散粒剂 1 200 g/hm2 喷雾，如果遇到雨天，则采用
内吸治疗剂如 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或
72%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700倍液，或 68.75%银
法利悬浮剂 1 000倍液均匀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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