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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糠土壤处理防治黄瓜根结线虫病的初步研究
孙炳剑 　袁虹霞 　李 　宇 　邢小萍 　李洪连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 河南郑州 450002)

摘 　要 : 在盆栽和田间试验条件下研究了不同施用量的未腐熟麦糠和腐熟麦糠对黄瓜根结线虫病的防治

效果及对植株生长的影响。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 以土壤混施 2 %腐熟麦糠对黄瓜根结线虫病防治效果较好 ,

达到 54186 % , 与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液灌根 100 mL·盆 - 1防治效果 (54109 % ) 相当。田间试验结

果表明 : 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液灌根 1 200 mL·m - 2、沟施腐熟麦糠 200

g·m - 2和沟施未腐熟麦糠 400 g·m - 2 4 个处理对黄瓜根结线虫病防治效果较好 , 分别达到 78160 %、

73153 %、68147 %和 68147 %。各处理对黄瓜生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其中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对黄

瓜的促生作用最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腐熟麦糠与腐熟豆秸、腐熟花生壳混合的防病效果 , 结果表明 : 沟施腐

熟麦糠 +腐熟豆秸 200 g·m - 2、沟施腐熟麦糠 +腐熟花生壳 200 g·m - 2的防治效果与沟施腐熟麦糠 400 g·

m - 2的处理无显著差异 , 防治效果分别为 55191 %、53176 %和 56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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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 inary Stud ies on Con trolling Cucum ber Root2knot Nema tode by So il
Trea tm en t w ith W hea t Chaff

SUN B ing2jian, YUAN Hong2xia, L I Yu, X ING Xiao2p ing, L I Hong2lian
(College of P lan t P rotection, Henan A gricu ltu ra l U 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Henan, Ch 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rotten and fresh wheat chaff on controlling cucumber root2knot nematode and

p lant grow th were investigated in p lots and pot,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ect of 2 % rotten wheat chaff

m ixed w ith soil, poured root w ith 118 % abamectin EC 3 000 times liquid diluent were 54186 % and

54109 % in pot. The result in p lots experiment showed that furrow app lication 400 g·m - 2 rotten wheat

chaff, poured root w ith 118 % abamectin EC 3 000 times liquid diluent, furrow app lication 200 g·m
- 2

rotten wheat chaff and 400 g·m - 2 fresh wheat chaff have p rom inent control effects on root2knot nematode.

They were 78160 % , 73153 % , 68147 % and 68147 % , respectively. A ll kinds of treatment could

p romote cucumber p lant grow th, but furrow app lication 400 g·m
- 2

rotten wheat chaff had the best result.

Further study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ect of 200 g·m
- 2

rotten wheat chaff m ixed w ith rotten beanstalk

and 200 g·m
- 2

rotten wheat chaff m ixed w ith rotten peanut husk by furrow app lication were 55191 % ,

53176 % and 56199 % , respectively. It was sim ilar to the effect of furrow app lication 400 g·m - 2 rotten

wheat ch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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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结线虫病 (M eloidogyne spp1 ) 是黄瓜生产上重要的病害 , 随着保护地栽培方式的广泛应

用 , 各种瓜类、茄果类蔬菜重茬严重 , 使该病的为害逐年加重。由于根结线虫寄主范围广 , 很

难通过轮作的方法控制 , 加上抗病品种缺乏 , 给防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 - 2〕。作物秸秆是农业

生产的废弃物 , 取材容易 , 成本低廉 , 对环境友好 , 符合无公害和有机蔬菜栽培的要求。研究

发现麦糠、豆秸、花生壳、稻壳等作物残体具有一定防治根结线虫病的效果和促进植物生长的

作用〔3 - 4〕。本试验进一步研究了麦糠不同腐熟类型、不同施用量及不同施用方法对黄瓜根结线

虫病的防治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1　供试材料

黄瓜品种为津优 4号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黄瓜研究所育成 )。麦糠 (未腐熟和腐熟 )、腐熟豆

秸、腐熟花生壳、腐熟稻壳 (腐熟物为作物残体加水腐熟 6个月以上 , 干燥粉碎后备用 ) ; 根友生

物肥 (伯克氏菌制剂 , 有效活菌数 ≥0120亿 ·g
- 1

, 山东百奥生物有限公司生产 ) ; 118 %阿维菌

素乳油 ( EC) (华北制药爱诺有限公司生产 )。

112　盆栽试验

盆栽试验在河南农业大学科教园区日光温室内进行。设 2 %腐熟麦糠、2 %未腐熟麦糠 (按

质量比分别与土壤混匀 )、根友生物肥 2 g·盆 - 1 (与表层 10 cm土壤混匀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 倍液灌根 100 mL·盆 - 1 (出苗后 3 d) , 空白对照 , 共 5个处理 , 每处理 4次重复 (4盆为 1

个重复 , 栽培盆规格为 16 cm ×14 cm , 每盆播 10粒种子 , 出苗后定苗 5株 )。2006年 3月 10日

播种 , 出苗 30 d后调查病情指数 , 计算防治效果。

根结线虫病病情指数的分级标准〔3, 5〕
: 0级 —根系健康 , 无根结 ; 1级 —少量根结 , 占全根系

的 1 % ～25 % ; 2级 —根结占全根系的 26 % ～50 % ; 3 级 —根结占全根系的 51 % ～75 % ;

4级 —根结占全根系的 76 % ～100 %。

113　田间试验

田间试验在河南农业大学科教园区日光温室内进行 , 试验地为沙壤土 , 肥力中等 , 排灌方便 ,

常年种植黄瓜 , 根结线虫病发生均匀 , 严重。试验前将表层约 30 cm厚的土壤混匀 , 垄宽 60 cm ,

沟宽 40 cm , 株行距 30 cm见方 , 每 667 m2 播种约 4 000株。其他管理同一般大田生产 , 不施其他

农家肥。2006年试验设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

, 沟施腐熟麦糠 200 g·m
- 2

, 撒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

, 撒施腐熟麦糠 200 g·m
- 2

, 沟施未腐熟麦糠 400 g·m
- 2

, 沟施未腐熟麦糠 200 g·m
- 2

,

撒施未腐熟麦糠 400 g·m
- 2

, 撒施未腐熟麦糠 200 g·m
- 2

, 沟施根友生物肥 24 g·m
- 2、118 %阿

维菌素 EC 3 000倍液灌根 1 200 mL·m - 2 (出苗后 3 d) , 清水对照 , 共 11个处理。4月 25日播

种 , 出苗 35 d后调查病情指数 , 每重复取 25株左右调查植株鲜质量和根鲜质量 , 计算防治效果、

平均单株鲜质量和根鲜质量。

2007年设置腐熟麦糠与其他作物残体腐熟物混用防治黄瓜根结线虫病效果试验 , 沟施腐熟麦

糠 400 g·m
- 2

, 沟施腐熟稻壳 200 g·m
- 2

, 沟施腐熟花生壳 200 g·m
- 2

, 沟施腐熟豆秸 200 g·

m - 2 , 沟施腐熟麦糠 +腐熟豆秸 ( 1 m ∶1 m ) 200 g·m - 2 , 沟施腐熟麦糠 +腐熟花生壳 ( 1 m ∶1

m ) 200 g·m - 2 , 沟施根友生物肥 24 g·m - 2 ,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液灌根 1 200 mL·m - 2 ,

空白对照 , 共 8个处理。每处理 4次重复 , 随机区组设计。4月 2日播种 , 出苗 35 d后调查病情

指数 , 计算防治效果 , 病情调查方法同盆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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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对黄瓜根结线虫病的防治效果 (盆栽 )

处理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2 %腐熟麦糠 25100 b 54109

2 %未腐熟麦糠 31125 b 42162

根友生物肥 2 g·盆 - 1 25141 b 53133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液

灌根 100 mL·盆 - 1

24158 b 54186

空白 ( CK) 54146 a —

　　　　注 : 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α =

　　0105) , 下表同。

2　结果与分析

211　麦糠对黄瓜根结线虫病的室内盆栽防治效果

室内盆栽的试验结果表明 (表 1 ) , 各处理

病情指数与对照差异显著 , 但不同处理间差异不

显著。所有处理对黄瓜根结线虫病都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 , 其中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液灌

根 100 mL ·盆 - 1 处 理 的 防 治 效 果 最 好 , 为

54186 % , 其次 2 %腐熟麦糠处理 , 防治效果为

54109 % , 2 %未腐熟麦糠处理防治效果较差 ,

为 42162 %。

212　不同处理防治黄瓜根结线虫病的效果及对

黄瓜生长的影响

2006年在田间小区进行腐熟和未腐熟麦糠不同施用量和施用方式的防病及促生效果试验 , 结

果表明 (表 2) , 不同处理的病情指数在 8100～21133之间 , 显著低于清水对照 , 说明各处理对黄

瓜根结线虫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其中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和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液

灌根 1 200 mL·m
- 2的防治效果最好 , 分别达到 78160 %和 73153 % ; 沟施腐熟麦糠 200 g·m

- 2、

沟施未腐熟麦糠 400 g·m
- 2的防治效果次之 , 均为 68147 % ; 撒施未腐熟麦糠 200 g·m

- 2的防治

效果最差 , 仅为 42157 %。其他处理的防治效果在 50 % ～60 %之间。

出苗后 30 d调查黄瓜生长情况 , 结果表明 , 所有处理对黄瓜都具有促生作用 , 植株鲜质量明

显增加 , 平均单株鲜质量为 7108 g～11167 g, 均大于清水对照的 6125 g,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其

中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沟施腐熟麦糠 200 g·m

- 2、沟施未腐熟麦糠 400 g·m
- 2、撒施未腐

熟麦糠 200 g·m
- 2

3个处理的平均单株鲜质量达到或超过 10100 g, 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处理

的单株鲜质量最大 , 为 11167 g。各处理的平均单株根鲜质量为 0119～0146 g, 除撒施腐熟麦糠

200 g·m - 2处理外 , 其他处理的平均单株根鲜质量均大于清水对照 , 沟施未腐熟麦糠 400 g·m - 2

处理的根鲜质量最大 , 为 0146 g (表 2)。

表 2　不同处理防治黄瓜根结线虫病的效果及对黄瓜生长的影响

处理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单株鲜质量

g

单株根鲜质量

g

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 18100 i 78160 11167 a 0139

沟施腐熟麦糠 200 g·m - 2 12100 fgh 68147 10100 ab 0124

撒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 15133 cdef 59146 7176 cd 0133

撒施腐熟麦糠 200 g·m - 2 15133 cdef 58133 7150 cd 0119

沟施未腐熟麦糠 400 g·m - 2 11167 fgh 68147 10159 ab 0146

沟施未腐熟麦糠 200 g·m - 2 16133 cd 56108 9117 bc 0136

撒施未腐熟麦糠 400 g·m - 2 18133 bc 50145 7108 cd 0127

撒施未腐熟麦糠 200 g·m - 2 21133 b 42157 11117 ab 0132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液灌根 1 200 mL·m - 2 10100 ghi 73153 8167 bc 0130

沟施根友生物肥 24 g·m - 2 15167 cde 56168 9167 b 0139

清水 ( CK) 37100 a — 6125 d 0122

213　腐熟麦糠与其他作物残体腐熟物混用防治黄瓜根结线虫病的效果

2007年试验结果表明 ,本年度根结线虫病发生严重 ,对照病情指数达到 77150 ,但是所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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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腐熟麦糠与其他作物残体腐熟物混用防治黄瓜

根结线虫病的效果

处理 病情指数
防治效
果 /%

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 33133 e 56199

沟施腐熟稻壳 200 g·m - 2 41167 de 46124

沟施腐熟花生壳 200 g·m - 2 71167 b 7153

沟施腐熟豆秸 200 g·m - 2 76167 b 1108

沟施腐熟麦糠 +腐熟豆秸 200 g·m - 2 34117 e 55191

沟施腐熟麦糠 +腐熟花生壳 200 g·m - 2 35183 e 53176

沟施根友生物肥 24 g·m - 2 63133 bc 18128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灌根 1 200

mL·m - 2

34117 e 55191

空白 ( CK) 77150 a —

理对黄瓜根结线虫病仍具有显著的防治效果。其

中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沟施腐熟麦糠 +腐

熟豆秸 200 g·m
- 2、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

液灌根 1 200 mL·m - 2、沟施腐熟麦糠 +腐熟花

生壳 200 g·m
- 2等 4个处理的防治效果较好 , 均

达到 50 %以上 , 病情指数为 33133～35183, 4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 沟施腐熟稻壳 200 g·m
- 2

的处理防治效果较差 , 为 46124 % , 病情指数为

41167; 其他 3个处理的防治效果在 20 %以下。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盆栽试验和田间小区试验 , 进一步明确

了麦糠对黄瓜根结线虫病的防治效果。两年试验

结果均表明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与 118 %阿维菌素 EC 3 000倍液灌根

1 200 mL·m
- 2处理无显著差异。腐熟麦糠与腐熟豆秸、腐熟花生壳混合后防治效果明显 , 沟施腐

熟麦糠 +腐熟豆秸 200 g·m
- 2、沟施腐熟麦糠 +腐熟花生壳 200 g·m

- 2防治效果与沟施腐熟麦糠

400 g·m
- 2无显著差异。因此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沟施腐熟麦糠 200～400 g·m

- 2、腐熟麦糠 +腐熟

豆秸 200 g·m
- 2或腐熟麦糠 +腐熟花生壳 200 g·m

- 2来防治黄瓜根结线虫病。目前 , 随着保护地

蔬菜种植面积的不断增加 , 根结线虫病为害越来越严重 , 在缺乏抗病品种及化学防治药剂毒性大、

残留量高的情况下 , 本试验结果为黄瓜根结线虫病的防治提供了一条新的、切实可行的无公害防

治措施。同时 , 麦糠 (或麦秸 ) 和其他作物残体的成本低廉 , 资源丰富 , 对环境友好 , 符合无公

害、绿色和有机农业生产要求 , 因而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关于土壤施用麦糠对黄瓜根结线虫病的防治作用及对植株的促生作用 , 其原因可能一是麦糠

在土壤降解过程中释放 NH4等杀线虫物质 ; 二是调节土壤微生物区系 , 增加了有益微生物数量 ;

三是改善了土壤的团粒结构 , 提高了水肥的利用率 , 促进了黄瓜生长 , 减轻了线虫的危害〔4〕。本

试验发现 , 腐熟麦糠效果优于未腐熟麦糠 , 同时腐熟豆秸、腐熟花生壳单独使用防治效果较差 ,

但是与腐熟麦糠混用后防治效果明显增加 , 其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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