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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霜霉病发生消长规律与影响因素
王继藏

　　山东省菏泽市是山东省洋葱主要出口基地 ,全市种植

面积达 3 000 hm2。一般 9月下旬播种育苗 ,苗期 60～70 d

(天 ) , 11月底 ～12月上旬定植 ,覆地膜平畦栽培 ,翌年 5

月中旬收获。近几年来由于连年重茬种植 ,致使洋葱霜霉

病发生愈来愈重 ,已成为提高洋葱产量和品质的主要限制

因素。2003年洋葱霜霉病大发生 ,由于防治不及时 ,全市

洋葱产量损失近 3万 t。为了控制洋葱霜霉病发生为害 ,笔

者从 2001年开始对菏泽市洋葱霜霉病发生消长规律与影

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

1　调查方法
洋葱育苗期。在洋葱霜霉病常发区域 ,从洋葱出苗后

开始普查 ,发现病株后 ,选择发病苗圃 3～5块 ,每块对角线

5点取样 ,每点 1 m2 ,定点调查 ,每 5 d (天 )调查 1次 ,一直

到幼苗移栽为止。调查病株率、病叶率和病情严重程度。

洋葱田间生长期。从定植后开始调查 ,发现病株后 ,选

择发病地块 3～5块 ,每块对角线 5点取样 ,每点 20株 ,定

点调查 ,每 5 d (天 )调查 1次 ,一直到 4月底为止。调查病

株率、病叶率和病情严重程度。

在不同品种、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地力、不同重茬年数

的洋葱田 ,调查洋葱霜霉病发生情况 ,并结合当地气象资料

分析其与气候条件的关系。

2　洋葱霜霉病发生消长规律

2. 1　育苗期 　菏泽市洋葱一般在 9月下旬播种 , 10月

初出苗。通过 6 a (年 )来的观察 ,洋葱霜霉病始见期在 10

月下旬 ,发病盛期不明显 ,进入 12月下旬发病基本停滞。

育苗期洋葱霜霉病发病率极低 ,一般发病年份病株率为

0. 1 % ～0. 5 %。2004年由于秋季雨水多、土壤湿度大 ,发

生较重 , 12月上旬调查 ,病株率为 0. 5 % ～1. 5 % ,个别地

块病株率达 5 %。育苗期洋葱霜霉病发病较轻 ,为害较小 ,

但发病株是第二年初侵染源 ,特别是新栽植洋葱区域 ,是第

二年主要的侵染源。

2. 2　田间生长期 　秋末随着气温降低 ,洋葱霜霉病在

定植田很难查到 ,翌年春季随着气温回升 ,洋葱霜霉病症状

逐渐显现出来。其春季显症期不同年份间差异较大 ,一般

年份始见期在 2月底 ～3月上旬 , 5月中旬病情停滞发展。

在定植田首先显症的为系统侵染病株 ,病株率较低 ,一般为

3 % ～5 % ,严重地块达 40 %以上。3月中旬在气候条件

适宜的情况下 ,系统侵染病株表面产生大量的孢子囊 ,通过

气流传播进行再侵染。洋葱霜霉病有两个明显的发病盛

期 ,一是系统侵染病株发病盛期 ,一般在 3月上中旬 ,系统

侵染病株明显矮缩 ,叶片黄化、扭曲 ,轻者鳞茎较小 ,无商品

价值 ,重者干枯死亡 ;二是再侵染植株发病盛期 ,一般在 3

月下旬 ～4月中旬 ,从底部叶片向上部叶片发展 ,扩展蔓延

速度快 ,为害较重 ,若防治不及时 ,一般可减产 30 %以上 ,

严重的甚至绝产。系统侵染病株一部分来源于定植时没有

剔除的病苗 ;另一部分是定植后被病菌侵染。

3　洋葱霜霉病发生影响因素

3. 1　温度与发病 　系统侵染病株显症所要求的温度较

低 ,当早春日平均气温在 3 ℃以上、洋葱开始返青时 ,系统

侵染病株的症状就开始显现。当早春日平均气温在 6 ℃以

上时 ,洋葱进入旺盛生长期 ,系统侵染病株进入显症盛期 ,

植株矮缩黄化 ,与健康植株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日平均气

温在 12 ℃以上时 ,系统侵染病株产生大量的孢子囊 ,进行

再侵染。根据 6 a (年 )来的观察 , 2、3月积温高 ,洋葱霜霉

病发生早 ;反之 ,则发生晚。特别是 2月积温对洋葱霜霉病

发生的早晚影响最大。日平均气温超过 23 ℃以上时 ,病害

发展受到抑制。

3. 2　湿度与发病 　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 ,湿度是决定

洋葱霜霉病发生程度的主要因素。据近几年观察 ,洋葱霜

霉病病菌孢子囊在空气相对湿度大于 70 %时才会大量产

生 ,且湿度越大产孢越多。孢囊孢子的萌发和侵入 ,也需要

在叶片表面有水膜的条件下才能完成。洋葱霜霉病的发生

流行总是伴随着雨、雾、露天气 ,特别是连续 3 d (天 )以上

的大雾天气 ,或连续 2 d (天 )以上的阴雨天气最易诱发该

病爆发流行。2002年 3月 1～5日平均空气相对湿度为

71 % ,并伴有 3 d (天 )的降雨 ,系统侵染病株大量产孢 , 3

月 11～14日平均空气相对湿度为 73 % ,并伴有 3 d (天 )

小雨 ,使洋葱霜霉病再侵染严重 ,病株率由 3 月 1 日的

5. 2 %上升到 3月 15日的 58. 5 %。2005年 3月 10日调

查 ,洋葱霜霉病系统侵染病株率平均为 15. 5 % , 3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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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空气相对湿度只有 46. 3 % ,比较干燥 ,一直到 3月 20

日 ,系统侵染病株表面均没有孢子囊出现 , 3月 21～23日

连续出现 3 d (天 )大雾天气 , 3月 21～22日并伴有小雨 ,空

气相对湿度达 83 % , 3月 25日调查 ,系统侵染病株表面布

满孢子囊。浇水对洋葱霜霉病发生影响较大 ,据测定 , 3～4

月浇水 ,能使 0～10 cm地表空气相对湿度增高到 85 %以

上 ,使叶片结露时数延长到 14 h (小时 ) ,促使洋葱霜霉病

发生流行。据 2004年 4月 12日调查 ,水浇田洋葱霜霉病

的病情指数比非水浇田高 56 % ,差异显著。

3. 3　品种与发病 　菏泽市种植的洋葱主要有黄皮洋葱

和红皮洋葱两种类型 ,红皮洋葱品种抗病性较强。2004年

4月 20日调查红皮和黄皮洋葱品种各 10个地块 ,红皮洋

葱平均病情指数为 6. 8,黄皮洋葱为 32. 9,差异显著。

3. 4　重茬与发病 　通过连续 3 a (年 )的调查发现 ,新种

植区域洋葱霜霉病发生程度远低于连续种植洋葱 3 a (年 )

以上的老种植区域。2003～2005年调查菏泽市老种植区 ,

洋葱霜霉病平均病情指数分别为 24. 2、30. 8和 19. 8,新种

植区则分别为 5. 0、10. 7和 7. 3。

3. 5　地势与发病 　地势低洼、排水不良的地块发病重。

2004年 4月中旬在老病区调查低洼地块和非低洼地块各

15块 ,低洼地块洋葱霜霉病病情指数平均为 43. 5,非低洼

地块为 15. 2,差异显著。

4　防治方法
洋葱霜霉病发生消长与气候条件关系密切 ,湿度是影

响洋葱霜霉病发生轻重的主要因素。因此 ,在洋葱霜霉病

防治上 ,除定植时剔除病苗外 ,栽培上应采取做畦栽植 ,畦

面宽 160 cm、高 10～15 cm ,种植洋葱 7行 ,株距 18～20

cm ,两畦间沟宽 25～30 cm ,畦面和沟中均覆盖地膜 ,干旱

时膜下小水沟浇 ,涝时及时通过畦间沟排水 ,有效降低地表

湿度。在洋葱霜霉病发生始期 ,即 2月底 ～3月上旬 ,拔除

系统侵染病株 ,及时喷洒 90 %乙磷铝可湿性粉剂 400倍

液 ,每 7 d (天 )喷 1次 ,连喷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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