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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平凉市设施蔬菜主要分布区黄瓜棒孢叶斑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表明，黄瓜棒孢叶斑病现已在全市
形成5点2带分布格局。日光温室易发黄瓜棒孢叶斑病，黄瓜受害最重，病棚率、病株率、病情指数分别达到
41.5%、33.0%和21.0，塑料大棚和露地栽培仅黄瓜有零星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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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棒孢叶斑病［Corynespora cassiicola（Berk.＆
Curt.）Wei.］又称黄瓜褐斑病、环斑病、靶斑病［ 1～4］，
是近年流行危害的毁灭性新病害［ 5］， 1992年国内
首次在辽宁省海城市保护地内发现［ 6］，河南、山
东、河北、宁夏等省区分别于 1998、2005、2008、
2009年发现。该病传播扩散速度极快，目前几乎
遍布国内各主要蔬菜产区 ［ 7］，且有不断加重的趋
势，已成为我国设施蔬菜的主要病害之一。其致
病菌对温室反应敏感［ 8］，5～7 d可蔓延整栋大棚，
受害后叶片迅速干枯，黄瓜产量损失惨重［ 9～10］。
1 调查方法
在平凉市设施蔬菜集中栽培的颉河、泾河、

汭河、葫芦河、高界河、水洛河等流域，采取大
面积踏查和入户访问等方式对黄瓜棒孢叶斑病传
入时间及在全市设施蔬菜上的发生规模、发生程
度、地理分布状况等进行系统调查。每县区按设
施蔬菜相对集中的行政村布点，每点随机选取
10～30座日光温室，每座温室（棚）按十字交叉法
确定 5个样点，每样点调查 6株，逐株逐叶记载
叶片受害程度，统计计算受害棚率、受害株率、
病情指数等。
受害棚率（%）=受害棚数/调查棚数×100
受害株率（%）=受害株数/调查株数×100
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相应级级数）/（调

查总叶片数×病指最高级数）］×100
病情分级标准为：0级，叶面无病斑；1级，

病斑面积占叶面总面积的 5%以下；2级，病斑面
积占叶面总面积的 6%～15%；3级，病斑面积占

叶面总面积的 16%～25%；4级，病斑面积占叶面
总面积的 26%～50%；5级，病斑面积占叶面总面
积的 50%以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传入时间及发生规模

2010年 3月 5日，在崆峒区四十里铺镇上湾
村三社黄瓜日光温室内发现症状类似黄瓜霜霉病、
黄瓜细菌性角斑病和黄瓜黑斑病的黄瓜叶部病害，
在当地已呈猖獗发生态势，部分温室损失惨重。
采回病叶经室内镜检初步诊断为黄瓜棒孢叶斑病，
随后邮寄标本至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经李宝聚研究员鉴定确诊为黄瓜棒孢叶斑病。之
后相继深入病害严重发生的崆峒区四十里铺、泾
川县城关及崇信县锦屏等乡镇 186个温室种植户，
通过调查后表明，黄瓜棒孢叶斑病于 2007年首先
传入平凉市崆峒区四十里铺镇上湾村，后在泾、
汭河流域扩散蔓延。
黄瓜棒孢叶斑病虽系平凉市新发病害，但已

对设施蔬菜，特别是日光温室蔬菜构成严重威胁，
呈迅速蔓延和猖獗发生态势。2010年调查表明，
在全市设施蔬菜上发生面积达到 68.80 hm2，占设
施蔬菜总面积的 3.61%。其中黄瓜受害面积最大，
达 68.53 hm2，占设施栽培黄瓜总面积的 8.46%；
设施栽培辣椒和菜豆有零星受害，受害面积均为
0.13 hm2，分别占设施栽培面积的 0.16%、0.18%；
其它蔬菜未见受害。
2.2 地理分布

对平凉市六大流域 6县区 12 乡镇 20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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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县区 乡镇 村 
黄瓜 辣椒 菜豆 其它①

病棚率
（%）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病棚率
（%）

病株率
（%）

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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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棚率
（%）

病株率
（%）

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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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棚率
（%）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颉河 崆峒 安国 瓦窑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土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柳湖 新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赵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八里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泾河 崆峒 柳湖 马家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四十里铺 上湾 44.0 29.6 22.9 8.3 3.3 0.3 16.6 1.6 0.3 0 0 0
  洪岳 11.1 4.1 1.6 0 0 0 0 0 0 0 0 0
泾川 王村 向明 16.7 16.7 2.1 0 0 0 0 0 0 0 0 0

 城关 五里铺 33.3 25.9 12.8 0 0 0 0 0 0 0 0 0
汭河 泾川 城关 延风 50.0 54.0 27.2 0 0 0 0 0 0 0 0 0

  茂林 10.0 4.0 0.2 0 0 0 0 0 0 0 0 0
崇信 锦屏 九功 36.4 40.6 18.7 0 0 0 0 0 0 0 0 0

  于家湾 41.7 39.2 16.6 0 0 0 0 0 0 0 0 0
华亭 东华 黎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马峡 蒋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洛河 庄浪 水洛 中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万泉 霍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葫芦河 静宁 城川 红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界河 静宁 界石铺 七里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①其它蔬菜包括番茄、芹菜、茄子、西葫芦、甜瓜、小青菜等设施栽培主要种类。

509座日光温室调查结果（表 1、图1）表明，黄瓜
棒孢叶斑病在平凉市设施蔬菜主产区呈 5点 2带
分布格局。泾河流域的崆峒区四十里铺镇上湾、
泾川县城关镇五里铺、泾川县城关镇延风、崇信
县锦屏镇九功和于家湾 5村为黄瓜棒孢叶斑病发
生危害中心区，构成该病害在平凉市发生分布的 5
个中心点，中心点上黄瓜温室病棚率达 33.3%～
50.0%，病株率达 25.9%～54.0%，病情指数达

12.8～27.2。菜豆、辣椒仅在上湾中心点少部分温室
和个别植株上发病，病棚率在 17%以下、病株率在
4.0%以下、病情指数为 0.3，其它蔬菜种类在 5个
中心点上均未发现发病。位于 5个中心点之间的
洪岳、向明、茂林等行政村温室黄瓜亦受到一定
程度的危害，病棚率为 10.0%～16.7%，病株率为
4.0%～16.7%，病情指数为 0.2～2.1。泾河流域的崆
峒区四十里铺镇上湾村至泾川县城关镇五里铺村和

表 1 黄瓜棒孢叶斑病在平凉市发生情况

图 1 黄瓜棒孢叶斑病在平凉市设施蔬菜主产区分布（★为病害分布中心点， 为病害分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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汭河流域的泾川县城关镇延风村至崇信县锦屏镇于
家湾村构成该病害在平凉市设施蔬菜主产区的 2条
分布带，简称泾河带和汭河带。调查亦表明，黄瓜
棒孢叶斑病在六盘山东部的颉河流域、泾河流域上
湾村以西、汭河流域于家湾以西及六盘山西部的水
洛河、葫芦河、高界河等流域尚未发现。
2.3 病害寄主范围

崆峒区四十里铺镇上湾、泾川县城关镇五里
铺及延风 3个行政村 151座主要设施蔬菜调查结
果（表2）表明，黄瓜棒孢叶斑病主要危害黄瓜，温
室黄瓜病棚率达 41.5%、病株率达 33.0%、病情指
数为 21.0；设施菜豆、辣椒仅有零星和轻微发生，
病棚率在 15.0%以下、病株率在 3.0%以下、病情
指数为 0.1；其它温室主栽蔬菜如番茄、芹菜、茄
子、西葫芦、甜瓜、小青菜等尚未发现受害。

2.4 不同栽培方式下黄瓜病害的发生程度

崆峒区四十里铺镇上湾村调查结果（表3）表
明，黄瓜棒孢叶斑病在不同栽培方式中的发生程
度存在明显差异。以日光温室栽培受害最重，温
室黄瓜病棚率、病株率分别达到 52.2%、43.0%，
病情指数为 23.1；塑料大棚、露地栽培仅有零星
发病，黄瓜病棚（田）率、病株率分别在 10.0%以
下、1.5%以下，病情指数在 1.0以下。
3 小结与讨论
1）调查结果表明，黄瓜棒孢叶斑病于 2007年传
入平凉市后，在泾、汭河流域设施蔬菜主产区扩
散蔓延，经 4 a传播，现已在全市形成 5点 2带分
布格局。其中以黄瓜受害面积最大，达到 68.53
hm2，设施栽培辣椒和菜豆有零星受害，受害面积
不足 0.5 hm2。
2） 黄瓜棒孢叶斑病发生危害程度在不同栽培方

式、不同蔬菜种类上差异明显。在日光温室发病
最重，温室黄瓜病棚率、病株率分别达 52.2%、
43.0%，病情指数 23.1，温室辣椒和菜豆上亦发现
了受害植株；塑料大棚、露地栽培发病轻微，黄
瓜仅有零星发病，番茄、芹菜、茄子、西葫芦、
甜瓜、小青菜等均未见受害。
3）黄瓜棒孢叶斑病是近年流行危害的新病害，
尚处于迅速扩散蔓延期［ 11］，国内尚无一整套切实
可行的防控技术体系，亦没有筛选出特效防控药
剂［ 12］。该病害传播速度快、损失严重，生产上防
控难度大，因此生产上宜将日光温室栽培黄瓜作
为重点靶标，采取“打点控带，确保全局”的防控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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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种类

调查
温室
（座）

受害
温室
（座）

病棚率
（%）

调查
株数
（株）

受害
株数
（株）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黄瓜 53 22 41.5 1 590 524 33.0 21.0
番茄 29 0 0 870 0 0 0
辣椒 15 1 6.7 450 12 2.7 0.1

菜豆（架豆王） 7 1 14.2 210 3 1.4 0.1
芹菜 8 0 0 240 0 0 0
茄子 10 0 0 300 0 0 0
西葫芦 10 0 0 300 0 0 0
甜瓜 10 0 0 300 0 0 0
小青菜 9 0 0 270 0 0 0

栽培方式 调查温室或田块
（座/块）

受害温室或田块
（座/块）

病棚（田）率
（%） 调查株数

（株）
受害株数
（株）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日光温室 23 12 52.2 690 297 43.0 23.1
塑料大棚 20 2 10.0 600 36 0.6 0.9
露地 18 1 5.6 540 8 1.5 0.2

表 2 黄瓜棒孢叶斑病在平凉市主要设施蔬菜上
发生危害程度

表 3 黄瓜棒孢叶斑病在不同栽培方式下的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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