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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青枯病防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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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典 本研 究发现宜春地 区白泥土衬番茄青枯病具有高度抑病效能 , 并应 用 于 生 产 实

际 提出 “ 番茄一二季晚袂一二季晚稻 ” 的稻 田水旱轮茬模式 引进抗病新品种 , 推 行 防 病

栽培措施 , 经 大 面积示 范
、

推广 , 时防 治番茄青枯病是行之有效的
。

关 润 番茄青枯病 , 抑病土攘 , 稻 田水旱枪茬模式

番茄青枯病是热带
、

亚热带地区发生普

遍和严重危害的病害 , 从 年 报 道

此病后近一个世纪来 ,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

量的防治研究 , 但迄今为止 , 大面积有效的

控制其发生危害 , 仍是一个十分 棘 手 的 问

题
。

宜春市地处赣西北 , 年均温度 ℃ , 年

雨量 , 无霜期 天 , 气候温和
,

雨

量充沛 , 宜于番茄生长 , 也有利 于 番 茄 青

枯病的发生 , 随着番茄种植面积的扩大 , 种

植年限的加长 , 番茄青枯病的危 害 愈 来 愈

严重
,

年后其发病率逐渐上 升 到 肠

。肠 , 一般损失产量一半 , 完全无收者屡见

不鲜
,
菜农们谈病色变 , 至 年 , 市场上

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番茄与猪肉等价现象 , 解

决 “ 吃番茄难 ” 和番茄青枯病的防治间题 ,

已成为当地广大市民和菜农的迫切要求
。

从 年开始 ,

笔者对宜春市番茄青枯

病的发生
、

为害和防治技术进行了研究 , 取

得了 良好的效果 , 现报告如下

一
、

番茄青枯病抑病土壤的发现与开发

利用

抑病土壤是指由于各种原因 , 土壤对某

些特定的病害有抑制其发生 的作用 , 使之不

发生或发生很轻 , 或者虽然发病
,
却随着连

作年限的延长而越来越轻
。

年在病害普查中发现本市各类种植

番茄的土壤
, 尤其在连作情况下 , 青枯病均

严重危害 , 而白泥土种植番茄却 不 发 病
。

年进一步确证后即大力提倡在白泥土上

种植番茄 , 年 月在本市番茄青枯病严

重发生的时期 , 对几类主栽番茄的土类进行

了青枯病发生情况 的专题调 查 , 结果 如 表

衰 不同土类番茄 , 枯润发生情况

土族类型
调查

田块数

病田率

肠

发病株率

肠

白泥土

红搜粘土

砂维土

一‘几口,二叮

,二

甘几

结果表明 在白泥土上种植番茄的绝大

部分田块均不发生青枯病多 少数田块虽发病

但很轻 , 而在红壤粘土
、

砂壤土上种植番茄

则绝大部分发病 , 且发病率很高 , 说明白泥

土对番茄青枯病确有抑制作用
。

对于白泥土的抑病效能 , 笔者对几位菜

农种植的番茄地进行了定位考察 , 尽管他们

之间情况各异 , 但各户 自己所种 番 茄 的 品

种 , 栽培管理技术措施基本一致 , 结果如表

一 一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不同土类连作 茄的 , 枯病发生情况

户 主 土 类
各年发病株率 肠

种植简况

郭起武

郭起有

蔡先瑞

自泥土

砂城土

自泥土

砂城土

白泥土

砂城土

。

一

未查
一

一

。

一

。

。

不种

石一

不种

不种

不种

高扰品种

不种

不种

高杭品种

不种

不种

高杭品种

年开始连作番茄

年前未种番茄

年开始连作番茄

年前未种番茄

年开始连作番茄

年前未种番茄

由表 可见 , 在白泥土上连作番茄时间 晚稻秧 —二季晚稻 ” 的稻田水旱轮茬模式

最长的达 年之久也未发生青枯病
,

一块曾发 轮作 , 尤其水早轮作 , 是防止番茄青枯

病的地块到 年也已不再发病 , 而种植在 病发生的有效措施 , 但我国平均 耕 地 面 积

砂壤土上的番茄则连年严重发病
, 致使农户 少 , 尤其在南方双季稻区 , 过多的占用水稻

不再种植番茄 , 或者改种高抗品种 , 表明了 种植面积是不适宜的 , 因此 , 采用水早轮作

白泥土对番茄青枯病的高度抑病效能
。

的通常方式来达到防病的目的是 难 以实 施

白泥土对番茄青枯病的高度抑病效能被 的
。

笔者通过对原有双季稻种植情况考察 ,

发现后 , 经大力宣传
、

推广
、

番茄种植面积 不断探索
、

总结
、

调整种植制度 , 充分利用

迅速增加 , 年以前仅个别农户在白泥山 二晚秧田播种前的空闲时间 , 采用早熟品种

下开荒种植 , 总面积在 “ 以下
,

但 和相应的促进番茄早熟的措施 , 建立了新的

年 已达
“ , 每

“ 番 茄 产 量 由 稻田水早轮茬模式 , 向城郊稻农大力推广 ,

年 左右上升为 左右 , 城 既解决了菜粮争地的问题 , 也达到了防病增

郊昔 日荒秃的白泥山几乎全被番茄所覆盖 , 产的目的 , 深受城郊农民欢迎
。

具体作法如

成为宜春市番茄供应的主要基地
。

下

二
、

调整种植制度
,

建立“
番茄 —二季

衰 两种箱田轮住找式的比较
曰 二二

一

一
曰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早稻秧 二季晚稻秧

休 闲

二季晚稻

二季晚稻

①②茬棋式原稻田轮

番

早稻秧

二季晚稻秧 二季晚稻

二季晚稻

⑧④抢茬棋式相田水早

一 两种稻 田轮茬模式的比较 从表

比较看到 , 由原轮茬模式转变为新的稻 田

水早轮茬模式最主要的变化是 将原模式 ①

中的早稻秧后 月 份 和 ②中 的 月 份

休闲时间集中到新模式的 ③中 , 获得了一个

番茄生长的季节 , 同时 , 又把原模式 ①中的

早稻秧和二晚秧移到新模式 ④和 ③中 , 使原

模式中的水稻生产得到保证
。

二 相应的配套措施 稻田水早轮茬

模式的建立重要的是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

以解决前后茬适时衔接不误农时 , 保证二季

晚稻的及时播种 , 其措施的关键是促进番茄

的早熟
。

采用早熟番茄品种 目前宜春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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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早丰
、

早魁和少量北京早红
、

卞红 号

等早熟品种 , 强力米寿
、

蒲红 号等生长期

长的品种因不能保证在 月底以前成熟
、

拔

苗 , 故不能采用
。

早播早植 当地习惯的番茄播种期为

次年厂二月 , 而现在要求 在 头 年 一 “月

初 , 用薄膜覆盖育苗 , 并力争在育苗期间假

植 分苗 次 , 月中
、

下旬定植
,

且尽可

能用薄膜小拱棚覆盖或在畦面铺覆盖物 , 以

促进生长
。

北学催熟 当番茄果实长至稍带白色

时 结果后 天左右 用
“ 。的乙烯利

涂果 ,在番茄生育后期对植株喷
“的

乙烯利 , 可使番茄提早成熟 天
。

及时拔苗 月底 , 当大部分番茄已

成熟上市 , 个别田块尚有部分未熟果时即进

行拔苗 , 以保证二季晚稻适时播种
。

三 良好 的防病作用 为了考察稻田

水早轮茬的防病效果 , 。年进行了不同类

型田块番茄青枯病发生情况的对比调查 , 结

果如表
。

衰 不同类组田块番茄 , 枯脚发生情况

早地 红族粘土 稻田水早轮在地

率病肠发

润查田块

户 主
调查株数 润查株数 发病率

肠

一

。

一

一

三
、

采用抗病品种

利用抗病品种达到防治番茄青枯病的目

的是公认的理想途径 , 但此病菌 寄 生 范 围

广 , 能为害 科 , 余种植物 , 国内外育

种家虽作了大量工作 , 但能供生产上使用的

高产
、

优质
、

抗病的品种 却 不 多
。

和

年 , 通过人工接种 , 重病田的品种比较

小区试验和生产示范观察 , 结果表明 , 对照

品种强力米寿
、

早丰的发病率为 肠

肠 , “
华南农大杂优 号

”
为 肠 , 具

高度的抗病性
,

产量可达
么 ,

虽然品质一般 但适合于本市重病田种植
,

可

满足不具抑病土壤和稻田水早轮茬防病条件

的莱农使用
。

因此
,

近年 已有一定种植面积
。

四
、

搞好栽培防病 , 提高番茄抗病力

栽培防病措施是前述防治措施得以充分

发挥效能的基础
。

番茄栽培防病措施是多方

面的 , 但几年的观察表明 ,

宜春市番茄地低

洼积水和中耕不当是导致青枯病发生危害的

重要因素 , 前述抑病土壤上的病株都是在低

洼积水地和靠近水沟的地块上出现的 , 而砂

壤土
、

红壤粘土的低洼处 , 常常使番茄植株

未及搭架就严重发病
。

多次中耕 , 深中耕 ,

伤根多
,

发病率高
,

而浅中耕 “ 仅刮一层皮 ”

并结合培土则不发病
。

因此 , 推行深沟高畦

防积水
,

少中耕
、

浅中耕减少伤根等措施
,

收

到了 良好的防病效果
。

另外 , 在番茄栽植后

随即在畦面覆盖 厚的覆盖物 , 不仅

有一定的防病作用 , 而且能提高产量 肠左

右 , 提早成熟 天
。

五
、

推广番茄青枯病防治技术 效益显

著

随着番茄青枯病防治技术措施的不断完

善和示范
、

推广 , 至 年 , 全市番茄青枯

病发病率已连续 年压低在 肠以下 , 基本上

消除了青枯病对番茄生产的威胁
。

随着青枯病防治技术的推广 , 使全市原

为荒山秃坡的白泥土和二季晚稻 秧 种 前 的

下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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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对两块连续 年实行水早轮茬 的

番茄地进行全样调查 , 结果也未发现有青枯

病病株
。

表明稻田水早轮茬确能有效地防止

番茄青枯病的发生
。

实践表明 , 实行稻田水早轮茬的番茄产

量一般为
么 , 为城郊

稻农提供了一个新的致富门路 , 深受稻农欢

迎 , 目前 , 该项技术正在向离城更远的双季

稻区辐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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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开花少 , 不能连续结果
。

加之其时北京

正值雨季 , 月上旬重追肥和 月下旬 第

周 追肥也起防落叶
、

促秧健壮的 作 用
。

、

年试验田的甜椒 , 叶片平展
、

叶

色深绿
、

连续结果 , 是一种理想群体结构 ,

所以 月的产量较高 表
。

但是 年试验田却由于第 周 内

共追了 次肥 第 周重追肥 , 又 距 前 一 次

肥仅一周 , 而后几乎每周一肥 , 肥 料 过

多 , 甜椒虽然叶片颜色深绿 , 但植株停止生

长 , 中下部叶片出现病毒病褐色的坏死斑 ,

果实干腐 也可能就是氮肥过多引起的脐腐

病 , 产量损失较大 , 造成 月份采收量

较低
。

月中
、

下旬经过多次降雨 , 降 雨 降

低了肥料浓度 , 甜椒于 月中下旬才恢 复 生

长
。

上述结果表明过多追肥对甜椒有很不利

的影响
。

定植后第 周 , 进行两次追肥 , 即

第
、

次追肥 , 此时甜椒已是盛果末期 , 也

将进入返秧期 , 根系处于活力由弱至渐恢复

时期 , 营养不足易引起植株黄化落叶 ,

和 年试验田各追两次肥 年 因 月

秋涝仅追一次 , 都收到了保秧 复 壮 的 效

果
。

年虽然因为在第 周迫肥 过 多

而出现了上述的不利现象 , 但由 于 肥 料 充

足 , 甜椒返秧快 , 秋后分枝多 , 叶量较大 ,

结果多 , 因而 月产量高 , 几乎为 全 年

的一半 , 同年北京黎各庄一队 , 在此期不追

肥 , 即第 次追肥后不再追肥 , 出现叶片褪

绿
、

黄化 , 并引起落叶的现象 , 群体叶片稀

疏 , 还感染了炭疽病 , 虽然前期产量高
。

但

秋后挂果少 , 产量低
。

可见此两次追肥是保

秧复壮 , 促进多分枝
、

多结果的重要措施
。

定植后第 周 , 此时已是雨季过后

的秋高气爽的天气 , 甜椒再追两次肥 每次

各施硫酸按 年试验田甜椒因雨涝

影响 , 仅追一次肥 , 该年的 月 日连 日

暴雨
、

内涝引起沤根死苗
、

产量 也 因 此 受

损
。

此期间光照条件好 , 气候凉爽
、

昼夜

温差大 , 是甜椒第二次开花结果盛期 , 水肥

条件对第二次产量高峰有重大影响 , 此两次

追肥也是北京露地栽培历年都很重视的技术

措施
。

本试验的 年试验田同样施用 , 但

因 月中旬开始 , 历时 多 天 的 低 温 阴 雨

天 ,

光照不足 , 温度偏低 , 影响坐果和果实

膨大 , 因而没有发挥 月更大的产 量 优

势 , 但是 年却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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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田上种了番茄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年全市推广该项技术的直接经济

效益达 万元
。

此外 , 番茄青枯病防治技术的实施 , 还

改变了宜春市过去番茄市场供应期短
、

品种

单一
、

产量偏低
、

供应量不足
、

价格较高的

局面 , 依靠水早轮茬 , 提早番茄上市供应时

间 , 依靠白泥土种植中
、

晚熟品种 , 提供大

量优质番茄和延长供应时间 同时也平抑了

价格 , 使 年 月上旬番茄与猪肉等 价 的

状况不再出现
。

至 年番茄价格已降到仅

为 肉价的五分之一
。

由于该项技术的推广应

用 , 不仅使宜春市人民能喜吃廉价
、

优质番

茄 , 而且还大量运销萍乡
、

万载
、

吉安等县

市 , 支援了外地 , 活跃了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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