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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平菇黄菇病的 　　　　　
　　 　　　　发病原因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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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菇病是平菇栽培中普遍发生的一种病害。2004～

2007年 ,笔者对平菇黄菇病病原菌侵染规律进行了调查总

结 ,从品种选择、生产管理、化学防治等方面提出了防治措

施 ,使黄菇病为害得到有效控制。通过推广应用 , 2007年

甘肃省庄浪县 60栋日光温室 7. 6 hm2 平菇生产几乎没有

黄菇病菌侵染 ,与 2004年相比 ,每 667 m2 增产 40 %以上、

增收逾 1 700元 ,共增加经济收入 20万元。

1　发病症状
平菇黄菇病多从菌盖边缘开始发病 ,也可从菌柄开始

出现淡黄色水渍状斑块 ,被感染的菇体生长缓慢、老化快 ,

菌盖易卷边 ,表面出现小的圆形或椭圆形褐色 (铁锈色 )凹

陷斑。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表面有一薄层菌脓 ,有臭味 ,发

脆 ,严重的整株僵化呈焦黄色 ,并散发出恶臭气味。病斑干

燥后 ,菌盖开裂 ,形成不对称的子实体。

2　病原菌
黄菇病病原菌为假单孢杆菌 ( Pseudom onas) ,革兰氏染

色阳性 ,有 4根极生鞭毛 , (0. 5～0. 7)μm ×(1. 0～3. 0)μm,

好气性 ,生长繁殖适温为 18～20 ℃, 24 ℃时生长最快 ,低于

12 ℃或高于 32 ℃时生产缓慢 ,致死温度不超过 50 ℃。

3　发病原因

3. 1　场地消毒不彻底 　老场地因连年种植 ,环境条件

恶化 ,菇农对场地、用具消毒灭菌不彻底 ,病原菌基数大。

3. 2　品种选择不当 　通过近几年试验、示范 ,灰黑色软

柄平菇品种如江都 5178、江都 2180、江都 9754、黑平 55、高

邮 168、高邮 2106,在庄浪县春夏季生产菇质厚、产量高、抗

病 ,在秋冬季却表现易发病、产量低、品质差 ,减产 30 % ～

40 % ,而且用药剂不易防治。但浅白、灰白色平菇品种如

天达 85、天达 300、天达 7350、高抗 48等 ,在庄浪县秋冬季

种植表现抗病、产量高、品质好 ,夏季出菇则菌盖薄而大、易

裂口、品质差 ,市场价比灰黑色平菇每千克低 0. 5元。

3. 3　通风不良　温室后墙没有留通风口 ,空气对流不畅。

冬季生产因室外温度低 ,减少了通风量和通风时间 ,造成室内

CO2 浓度太高 ,菇体在缺氧状态下极易受黄菇病菌的侵染。

3. 4　湿度太大 　在管理过程中为了追求高产而喷水过

多 ,室内湿度太大 ,菌盖表面多余的水分长时间不能蒸发 ,

导致黄菇病发生。

4　防治措施

4. 1　重视室内消毒、灭菌 　料袋进温室前 2个月即开

始干燥消毒 :撤除温室上的草帘和薄膜 ,清除室内垃圾、杂

草 ,暴晒 1～2个月后覆盖薄膜 ,密闭继续暴晒 ,使室内温度

达到 50～60 ℃,保持 3～4 d (天 )后 ,每 667 m2 用硫磺 3 kg

分 6～10处同干锯末混合后点燃 ,密闭 24 h (小时 ) ,放风

5～7 d (天 )后盖草帘 ,地面撒石灰 ,然后再进栽培料。

4. 2　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品种 　在不同的季节选

择不同的平菇品种生产才能获得优质、高产、高效。春分后

至秋分前宜选用灰黑色平菇品种如江都 2180、江都 3912、

江都 2002、江都 5178等 ;秋分后至翌年春分前 ,宜选用浅

白、灰白色平菇品种如天达 85号、天达 300、天达 7350、冠

军 1号、高抗 48等。

4. 3　加强通风 　建造生产平菇的日光温室时 ,应在后墙

留通风口 ,一般每隔 10 m留 1个 ,以保证空气对流。特别在

寒冷的冬季 ,当室外气温低于 0 ℃时 ,白天把 30 % ～50 %

的草帘拉起 ,留成花帘 ,适当提高室内温度 ,晚上可进行加

温。因为平菇是好气性真菌 ,在加温的同时要求室内外缓慢

进行空气对流 ,室内温度保持在 5～10 ℃,让菇体缓慢生长 ;

室内温度达 15 ℃以上时 ,菇体虽然生长快 ,但由于通风不良

反而造成大量菇体畸形 ,品质下降 ,甚至发生黄菇病。

4. 4　灵活掌握室内湿度 　应勤喷水、轻喷水。每次喷

水不能太多 ,菇面不能积水 ,且喷雾要均匀 ,出菇时室内湿

度应保持在 85 % ～90 % ,当发现有病菇时 ,应用 1. 0 % ～

1. 5 %漂白粉液喷雾 ,同时降低室内湿度 ,保持室内湿度

75 %左右 , 3～5 d (天 )后恢复正常管理。

4. 5 　药剂防治 　对菇棚、床架、用具等在播种前用

0. 1 % ～0. 2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或 0. 1 %高锰酸钾液 ,

或 2 % ～4 %漂白粉液等进行彻底消毒。发现病菇及时摘

除 ,并在料面上撒一层石灰粉 ,或用漂白粉 600倍液每隔 2

d (天 )喷 1次 ;发病较重时 ,先清理料面或覆土后再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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