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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土传病害是一类重要的植物病害，引起土传病害的

土传病原物种类很多（包括真菌、细菌、线虫、病毒），它们通常

侵染植物根部，引起作物根部乃至全株的病害，造成重大 的

经济损失。瓜类蔬菜土传病害主要有猝倒病（Pythium spp）、
枯萎病（Fusarium spp）和立枯病（Rhizoctonia solani）。引起瓜类蔬

菜土传病害的病原菌主要有腐霉菌和尖孢镰刀菌等。
1 腐霉菌及其生态学研究

腐霉属（Pythium）属于鞭毛菌亚门霜霉目，是一类土壤

习居真菌，经常引起蔬菜和多种经济植物幼苗的猝倒病、成

熟期或贮藏期瓜类和水果等果实的绵腐病，它们也是许多

农作物根腐病的主要病原菌之一。瓜类猝倒病的病原有多种

腐 霉 菌 （Pythium spp.），较 常 见 的 是 瓜 果 腐 霉 （Pythium aph-
anidermatum）和德巴利腐霉（Pythium debaryanum）。常见的黄瓜

猝倒病，属世界性的土传病害，以潮湿多雨地区危害严重 。
因其病势发展迅速，1~2d 内可致病苗 似 水 烫状 萎 倒 枯 死，
故称猝倒病。该病可由不同的真菌引起，可引起种腐、幼苗猝

倒、根腐及其他器官或组织的腐烂，温度低时，腐霉菌最易引

起猝倒病，并出现高峰期 [1]。所以春季遇到春寒，天气阴冷潮

湿多雨，瓜苗常大片受害死亡。夏秋季若遇台风暴雨，也可使

成片瓜苗倒伏死亡。我国已报道的腐霉菌有 46 种，危害黄瓜

主要的致病种是瓜果腐霉菌。腐霉菌大多数为土壤习居菌，
属于土传病害，土壤环境对于病害发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土壤环境不只影响病原物，同时影响寄主植物，土壤中其他

微生物也受其影响。其他土壤微生物的竞争、抗生以及捕食

作用对腐霉菌的存活也有一定威胁。据报道，对腐霉菌具有

拮抗作用的有芽孢杆菌（Bacillisspp）、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pp）、
农杆菌（Agrobacterium）和放线菌（Acti-nomycetes）等。目前该类

病害的防治采用综合防治技术。坚持以农业防治为主，药剂

防治为辅的原则。采取轮作换茬、合理施肥、嫁接防病、田间

管理和药剂防治相结合的综防措施 [2]。化学防治和抗病品种

目前只对少数土传病害有效，对大多数病害防效甚微，且使

用化学农药还会造成农药残留、环境污染；同时化学农药的

长期使用，使得病原菌对其产生抗药性，因而导致防效下降

甚至失败。在以色列、希腊、美国、荷兰和北爱尔兰等地出现

了瑞毒霉在防治腐霉菌失败的报道 [3-5]。生物防治由于克 服

了化学防治的上述弊病，且研究和实践已证明 其 对 部 分 土

传 病 害 经 济 有 效 ，因 而 成 为 防 治 土 传 病 害 研 究 的 热 点，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6]。

人类对腐霉的研究已有将近 140 年的历史，前期的工

作主要集中在形态学与分类学等方面，最近，生态学的研究

成为一个热门的领域。腐霉遍布全球，热带、温带甚至寒冷的

南极均有分布；热带的种在温带的温室中也有分布。腐霉既

可腐生也可寄生，还可与高等植物互惠共生。它们腐生在水

体、土壤和动植物残骸上；寄生于陆生或水生高等植物、藻类

和其他真菌上，还有人从马、鸟、鱼等动物上分离出腐霉，但

其致病性不明[7]。尽管腐霉遍布全球，但对环境还是有一定的

选择性。余永年等（1987）的研究表明，从我国各地分离出的

55 种腐霉中，48 种来自土壤，占 87.3%；28 种来自植物，占

50.1%；8 种来自水体，占 14.5%。而且不同区域的土壤里腐霉

菌的分布不同，分离到的种数也不一样，其中菜园土中最多，
其次是其他作物耕作土、水畔土和陵园土，最差是草丘土[8]。

一般地，真菌的菌丝随着温度的升高，其生长速度随之

加快，最适生长温度时，生长最好，之后随着温度的不断升

高而下降，超过最高温度时便停止生长。不同属、种和系也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腐霉的生长也不例外。这说明温度不仅

影响腐霉的菌丝生长，而且还影响它们对寄主的侵染和危

害。例 如，瓜 果 腐 霉（P.aphanidermatum）在 30~35℃的 高 温 时

侵染能力最强，对葫芦科植物的危害最严重；而德巴利腐霉

（P.debaryanum）在低温 15~20℃时对菜豆的侵染最严重 [9]。此

外，土壤的温度、湿度、pH 值、降雨量等环境因子同样影响腐

霉的种群消长。Hardman 和 Dick（1987）认为 引 起 腐 霉 种群

动态变化与土壤的温度紧密相关，而且比降雨量更为重要[10]。
Ali-Shtayeh（1986）认为腐霉的变化与温湿度密切相关，认为

低温高湿的环境条件腐霉（P.spp）的数量水平高。黎军英等

（1993）认为腐 霉 种 群 数 量 的 下降 与 土 壤 的 pH 值 有 关。此

外，土壤的肥力、C/N 比也会影响腐霉种群的数量，这些 因

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植物的生长，继而通过根分泌物影

响根围病原菌与拮抗菌的消长。
2 尖孢子镰刀菌及其生态学研究

瓜类枯萎病是瓜类的主要病害之一，在全国各地都有

发生。它主要发生在黄瓜、西瓜上，常年损失以死株率计算，

瓜类蔬菜土传病害的重要病原菌及其生态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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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kg/hm2，将其均匀地撒于草中，再撒入速腐剂，与土壤

混合，盖上透明薄膜，用透明胶布封闭破损处，四围压实，晒

20d 以上。经过这种方法处理的土壤不仅病菌少，而且土壤

中有机质含量高，土壤通透性好，有利于栽植的草莓苗迅速

成活。
6.4 带药移栽

对即将移栽的草莓苗要采用药剂蘸根处理，选用 80％
多菌灵 1 5kg/hm2，对水 1 500kg，加碧护 75g/hm2 或美 洲星

1.5kg/hm2，草莓移栽前用其蘸根或浸苗。
6.5 田间防治

对已 发 生 病 害 的 田 块 ，要 及 时 清 除 病 苗，药 剂 防 治 可

选 用 43％好 力 克 225g/hm2 对 水 900kg，或 25％使 百 克900

g/hm2 对水 900kg 加 美 洲 星 300~450g/hm2 或 碧 护 45g/hm2

喷雾，7d 喷 1 次。刚移栽时因叶面积小用量可减半，药液喷

不完的可对苗根部喷淋，但需注意不能超过 3 次。田间喷雾

时碧护每 20~30d 加 1 次。
6.6 及时补苗

对死苗的田块，要及时清除病苗、死苗，尽快补栽新苗，
同时对补栽苗做上述药剂蘸根处理，防止病害循环侵染。注

意施药至采收间隔期不少于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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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30％。枯萎菌的生理分化现象明显，中国、日本、美国

等都已鉴别出数个生理小种。我国已经从黄瓜上鉴别出与

原有小种不同的新的小种。鉴于黄瓜是枯萎菌的主要受害

者，而且大部分是受一个强致病力的生理小种制约。病原菌

侵染黄瓜枯萎病是受尖孢镰刀菌侵染所致，在真菌分类 上

属于半知菌亚门尖镰孢属，尖孢镰刀菌能引起各个生育期

不同类型的病害，如猝倒、根腐、根冠腐和萎蔫等，从而引起

组织的腐烂，严重影响蔬菜的产量。它以产生的大量絮状菌

丝危害寄主，成熟后产出大量镰刀状孢子为主的镰刀状分

生孢子和蝗卵状分生孢子进行传播、侵染。在病原菌的一生

中，可经过菌丝、厚垣孢子、分生孢子等几个存在形态，周而

复始地进行越冬、侵染、危害、传播。寄主不存在时，它以菌

丝、厚垣孢子的形式存在于土壤中和粪肥中越冬。翌年春季

来临，温度回升，寄主的种子和幼苗出现在土壤时，这些 越

冬病菌就成为田间寄主的初侵染来源。它通过根部的伤口

或从根毛顶端的微孔中侵入寄主组织，在根部细胞内外经

过一定繁殖活动，随着根部液态养分的体内输送，而进入维

管 束。在 导管 内 继 续 繁 殖、发 育，而 导致 维 管 束 的 阻 塞 。同

时，分泌一些酶来消解细胞、破坏和堵塞寄主的疏导组织，造

成寄主 秧 蔓 的 萎 蔫 和死 亡。黄 瓜 枯 萎 病（Fusarium oxysporum
（Schl.）f.sp. cucumerinum）是黄瓜生产上一种顽固的土传病害，
其病原菌可在土壤中存活多年，这给该病害的防治带来很

大的难度。目前该类病害的防治采用综合防治技术。坚持以

农业防治为主，药剂防治为辅的原则。加强田间管理，尤其

是 水 的 管 理 ，对 于 最 大 程 度 地 减 少 根 的 胁 迫 是 非 常 重 要

的。到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一种完全能控制该种病害的化

学 农 药（Home & Garden Information center）。利 用 微生态调

控措施防治这一病害，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热点 [11]。这方面

成功的例子很多。Marja-Leena（2000）将种子经细菌化产品

（Mycostop）处理后，增强移植后的 幼 苗 抵 抗 田 间 早 期 的侵

染的能力，枯萎病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12]。
病菌的种群消长和对寄主的侵染受许多环境因子的影

响。主要的环境因子包括：①温度。病菌的发育和侵染适温

为 24～28℃，高于 30℃，或低于 18℃明显受影响。②酸碱度。
pH 值 4.5~5.8 最适合病菌发育。也就是说，枯萎菌适合在酸

性土壤环境中，而不适合在碱性土壤环境中生长、发育、侵

染。③土壤通气性。土壤松散、通气性好，发病轻；土壤黏重、
通气性差，发病重。此外，品种间的抗病性差异明显，感病品

种和抗病品种的死株率可相差 1 倍以上，同一品种种性的

强弱对发病程度也有明显影响。
3 结语

瓜类蔬菜的土传病菌在土壤中能存活下来与其具有腐

生竞争能力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土传病害难于治理的一个

主要原因。目前还没有一项措施能彻底根治这类病害，其防

治应以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等综合防治为最佳

途径，任何一项措施应考虑的核心问题应是土壤中病原菌

和有益生物的平衡，任何破坏这一平衡的措施都可能导致

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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