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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辣椒疫病的栽培技术控制
王银均 　冯咏芳

　　疫病是辣椒保护地栽培中重要的真菌病害。该病一旦

发生 ,发展很快 ,几天内可使成片或整个温室、大棚植株枯

死 ,损失惨重。据调查 ,生产者多注重药剂防治 ,忽视栽培

技术防控 ,结果是用工用药多 ,防治效果差 ,致使该病呈愈

来愈重的态势。笔者根据多年生产实践发现 ,利用科学的

栽培技术可有效控制疫病发生 ,并且辣椒产量高、效益好。

但在已发病的情况下 ,仍要使用化学药剂进行防治。

1　为害症状
辣椒的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生疫病 ,尤以现蕾、坐果期最

易感染和发病 ,茎、叶、花、果各部位都可染病。植株茎部受

害 ,近地表茎基部和分枝交界处形成黑褐色病斑 ,并迅速扩

展环绕茎一圈 ,病部表皮腐烂 ,容易剥除 ,仅病部维管束变

褐 ,病健分界明显 ,病部以上部分迅速凋萎青枯 ,极易落叶 ,

直至光秆。叶上病斑圆形或近圆形 ,边缘黄绿色 ,中央暗绿

色水渍状 ,气候干燥时病叶似“茶叶 ”。果实多从蒂部或果

缝开始发病 ,初生暗绿色水渍状斑 ,病部迅速变褐软腐 ,有

时病果上有深褐色同心轮纹 ,湿度大时病斑表面产生稀疏

白色霉层 ,气候干燥时病果干缩不易脱落。

2　发病规律
辣椒疫病病菌以卵孢子在土壤中越冬 ,气温高于 10 ℃

就能形成发病中心 ,早春保护地栽培高温、高湿条件下极易

发病。当田间温度 28～30 ℃、相对湿度 90 %以上时 ,病

害发展很快 ,植株从发病到枯死只需 3～5 d (天 ) ,果实从

感病到整个果实腐烂一般只需 2～3 d (天 )。一般棚膜破

漏处、低洼积水处以及排水不畅的田块都会加重发病 ,保护

地浇水后若不及时通风 ,病害会迅速扩展蔓延。

3　栽培技术控制方法

3. 1　选用抗、耐病品种 　一般辣椒比甜椒抗病性强。

辣椒可选用湘研 4号、洛椒 4号、洛 4 - 98A、苏椒 5号等 ;

甜椒可选用苏椒 4号、中椒 5号、甜杂 6号等。这些品种生

长势强 ,株型紧凑 ,不仅适宜保护地栽培 ,而且对疫病具有

一定的抗性。

3. 2　轮作换茬 　选择前茬为非茄果类、非瓜类作物的

田块 ,发病重的地块应尽量与豆科或十字花科蔬菜轮作 ,非

专业蔬菜区可与水稻轮作 ,效果最好。

3. 3　穴盘基质育苗 　选用 4～5 cm大孔径的 50～70

孔穴盘以缓和苗期的争光矛盾 ,培育壮苗 ;选用“美士杰 ”

牌或“田粮 ”牌蔬菜专用育苗基质 ;播前晒种 1～2 d (天 ) ,

然后进行温汤浸种以降低病原基数 ,实现无病育苗。

3. 4　棚膜选择 　选择高保温、高透光性、防流滴、防雾

的新型多功能棚膜 ,以保证温室、大棚内透光率高、膜面无

水滴、防雾性好 ,利于辣椒生长 ,同时也可降低温室、大棚内

空气湿度 ,有效减少或避免病害发生。

3. 5　合理密植 　密度过小 ,影响产量 ;密度过大 ,通风

透光性差 ,植株长势弱 ,保护地栽培生长期延长 ,容易发生

病害。苏北沿海地区根据品种和栽培方式的不同 ,一般每

667 m2 种植 3 000～3 500株为宜。

3. 6　改畦作为垄作 　采用抬高畦面式的垄作 ,挖好田

间排水沟系 ,降低土壤含水量。根据温室、大棚跨度的不

同 ,垄面净宽 1. 8～2. 0 m为宜 ,以方便田间管理操作。

3. 7　地膜覆盖 　垄面覆盖地膜 ,膜下铺设微滴灌管道 ,

通过膜下灌水解决浇水与保护地内降湿的矛盾。

3. 8　加强田间管理
3. 8. 1　合理施肥 　结合深耕 (深 20 cm )每 667 m2 施用优

质腐熟有机肥 2 000 kg、45 %硫酸钾复合肥 25 kg,耕后细

耙 1～2遍 ,使肥土混匀 ;定植前和花期分别喷施 0. 1 % ～

0. 2 %硫酸锌 ,以补充微量元素 ;门椒膨大前应控制肥水防

徒长 ;门椒收获后根据长势 ,采收 1～2次果实后追 1次肥 ,

每 667 m2 追施有机肥 100 kg(不提倡用化肥 ) ,全面补充养

分 ,使植株生长健壮 ,增强抗病、抗逆能力。

3. 8. 2　植株调整 　始花期及时去除门椒以下部位的侧枝

和腋芽 ,结果盛期去除基部老叶 ,并适当疏去一些内膛枝 ,

以增加透光率 ,减少养分消耗 ,稳定植株长势。

3. 8. 3　清洁田园 　田间开始发病时 ,要及时清除病株、病

枝和病叶 ,并带到田外深埋或烧毁 ,控制侵染源 ,减少病菌

在田间传播。

3. 8. 4　温、湿度管理 　温、湿度管理应以适温、排湿 ,兼顾

辣椒正常生长和防病控病为原则。根据天气情况及发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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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虫害的识别与防治
石宝才 　路 　虹 　宫亚军 　宋婧

　　芦笋在全国许多省市均有种植 ,栽培面积逐年扩大。

随着种植业的发展 ,为害芦笋的害虫逐渐增多 ,已经对芦笋

生产构成威胁 ,其中主要有甜菜夜蛾、红棕灰夜蛾、大造桥

虫、十四点负泥虫 (见本刊 2007年第 3期 )等。

1　甜菜夜蛾
甜菜夜蛾 ( Spodoptera ex igua)是芦笋上为害最严重的

害虫。该虫分布区域广 ,在我国绝大部分省区都有过发生 ,

为害严重 ;食性杂 ,能够取食茄果类、十字花科、豆科、伞形

花科等数十种蔬菜 ;幼虫体色多变 ,从绿色至深褐色及其中

间的过渡颜色逾 20种 ;成虫迁飞性强 ,从春至秋逐渐向北

迁飞 ,横跨亚热带和温带区域 ,早春 3～4月从南部沿海地

区逐渐北迁 , 7月中下旬到达华北地区 ;也可在北方保护地

(加温温室 )中繁殖越冬 ;近年来由于种植结构调整造成作

物布局的改变 ,使得甜菜夜蛾的发生有间歇性加重的趋势。

由于寄主植物广泛和成虫的迁飞性 ,每年的发生区域和发

生范围有很大的移动性和不确定性 ,给适时防治造成一定

的困难 ,常常在大发生年份造成重大损失。

1. 1　识别 　成虫体长 10～12 mm ,翅展 20～25 mm ,体

褐色 ,前翅中部的环形斑和肾形斑明显 ,大多数斑为黄色或

浅黄色 (图 1)。卵馒头形 ,直径约 0. 4 mm ,初产时白色 ,后

渐变成褐色 ,多粒多层产于叶片背面 ,上覆一层白色绒毛

(图 2)。幼虫体色多变 ,初孵时约 2 mm长 ,褐色 (图 3) ,集

中在卵周围为害 , 2龄时转移至作物的幼嫩部位吐丝并取

食为害 (图 4) ,此时幼虫颜色还没有出现分化 ,体色为绿

色; 3龄时幼虫开始扩散 ,并开始出现体色分化 , 4～5龄分

化出各种色型 ,主要有绿色、黄色、褐色、单颜色和复合花纹

等颜色 (图 5) ,田间鉴别特征 :侧面的白色气门线只抵达腹

部末段 ,不延伸到臀足上 ;老熟幼虫体长 25～28 mm ,钻入

土中化蛹。蛹体长 10～12 mm ,棕红色 (图 6)。

1. 2　习性 　甜菜夜蛾 1～2龄幼虫有很强的群居性 , 3龄

后又有很强的昼伏夜出性 ,幼虫遇到惊扰有假死性。成虫

有较强的趋光性和迁飞性 ,喜欢将卵产于植株叶片背面 ,特

别是幼嫩的豇豆和苋菜上。

甜菜夜蛾的有效防治和控制是目前蔬菜生产上的疑难

问题 ,尤其在秋季 ,常常因防治不及时造成严重损失 ,北京

市曾在 1993～1996年和 2000～2003年两次大发生 ,给秋

甘蓝、大白菜、大葱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山东省曾经对

出口大葱造成严重损失。2006年 9月北京市密云下屯芦

笋上幼虫密度达每平方米 100头以上 ,原因主要是没能及

时抓住防治时期 ,因为在 3龄幼虫扩散后 ,该虫的隐蔽性和

昼伏夜出性使得很难有效着药 ,何况幼虫还常常钻蛀到果

实、嫩心和大葱的叶筒里。

1. 3　防治措施 　一是铲除田边和田间杂草 ,切断食物

链中的中间寄主。二是及时把握虫情动态 ,具体方法是在

田间设置性诱剂诱杀并监测成虫动态 ,根据成虫动态及时

到田间查卵 ,发现卵块后及时人工摘除 ,并在 2～3 d (天 )

内及时采取防治措施 ,可选用的药剂有苏云金杆菌 (B t)可

湿性粉剂 8 000 IU·mg - 1 600倍液、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

病毒可湿性粉剂 10亿 P IB·g - 1 500倍液、2. 5 %多杀菌素

(菜喜 )悬浮剂 1 000倍液、10 %除虫脲悬浮剂 2 000倍液、

20 %灭幼脲悬浮剂 2 000倍液、5 %卡死克乳油 1 000倍

液、5 %抑太保乳油 2 000倍液、10 %除尽悬浮剂 1 500倍

液、15 %安打悬浮剂 3 500倍液、90 %万灵可湿性粉剂

5 000倍液、2. 5 %功夫菊酯乳油 2 000倍液 ,各种药剂交

况灵活掌握揭膜、通风时间及通风量大小 ,生长中后期当田

间发现病株后 ,上午温室、大棚内温度达到 18 ℃即要开始

放风 ,下午降到 20 ℃时闭棚 ,白天温度控制在 20～25 ℃,

夜间 15～17 ℃,相对湿度控制在 80 %以下 ,应防止昼夜温

差过大 ,叶面结露而引发病害流行。

3. 8. 5　适当推迟撤棚 　5月中旬后昼夜通风 ,如遇高温在

棚膜上加盖遮阳网 ,适当推迟撤棚时间 ,以防雨水飞溅 ,控

制土壤湿度 ,抑制病害蔓延 ,延长采收期 ,提高产量和品质。

3. 9　灵活采收 　辣椒早春大棚多层覆盖栽培 ,一般 3

月底 ～4月上旬开始采收。应根据植株长势和有无病害灵

活掌握采收时间 ,长势旺、无病的植株可适当推迟 3～5 d

(天 )采收 ,以控制植株营养生长 ,否则应早些采收以控病

促长。实践证明 ,灵活采收上市是防止辣椒疫病发生或进

一步为害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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