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蔬菜
○本期视点 ○　　　　　　　　　　　　CH INA VEGETABLES　　　　　　　　　　　2006 (1) : 1～5

李宝聚 ,男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 100081,电话 : 010 - 62197975

收稿日期 : 2005 - 12 - 10

基金项目 :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研究专项 ( 2004D IB4J153) ;农业部引进

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项目 (2003 - Z69) ;农业结构调整重大技术

研究专项 (04 - 06 - 01B)

“十五”期间

我国蔬菜科研进展 (五 )

　　在“十五 ”即将结束 ,“十一五 ”即将开始之际 ,本刊策划了我国蔬菜科研进展的专题报道 ,从 2005年第 8期至

2006年第 1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我国蔬菜种质资源的创新和利用、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

行了评述 ,虽然包括的蔬菜种类不够多 ,但它基本反映了我国蔬菜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鉴于篇幅所限 ,截至本

期 ,该专题暂告一段落。

我国蔬菜病害研究现状与展望
李宝聚

　　病害是制约蔬菜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随着我

国蔬菜产品由数量消费型向质量消费型转变 ,蔬菜病害的研

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十五 ”期间蔬菜病害的研究向广

度和深度两个方向发展。除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外 ,

国家和省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和部门

科技专项、跨越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引进国际先进农业

科学技术项目 ,以及各种来源的无公害蔬菜和生物农药研制

项目等均给予蔬菜病害研究以极大的支持。国内从事蔬菜

病害专业研究的课题组已经从十几年前的几个 ,发展到现在

的近二十个 ,提高了我国蔬菜病害研究的整体水平 ,保障了

蔬菜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1　蔬菜病害病原学研究

病原学是蔬菜病害研究的基础。“十五 ”期间 ,在病害普

查方面 ,甘肃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通过对省内大蒜主要产区

的病害调查和病原鉴定 ,共发现大蒜病害 14种 ,其中真菌性

病害 9种 ,细菌性病害 1种。

在真菌病害病原鉴定方面 ,土传病害新病原鉴定是研究

的热点之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环保研究所李明远等

发现北京地区由尖镰孢霉十字花科专化型 ( Fusarium oxyspo2
rum Schl. f. sp. cong lu tinans)引起的甘蓝枯萎病。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园艺分院尤海波等发现大丽轮枝菌 (V ertillium

dahliae)可以引起番茄黄萎病发生。通过对天津市及周边地

区的黄瓜根腐病病原进行鉴定 ,认为甜瓜疫霉 ( Phytophthora

m elom s)为主要致病菌〔1〕。辣椒 (甜椒 )根腐病是一种毁灭性

病害 ,近几年在我国某些地区严重为害 ,经过研究发现 ,该病

病原菌主要为辣椒疫霉 ( Phytoph thora capsici)和烟草疫霉

( Phytoph thora n icotianae或 P. parasitica)。

蔬菜设施栽培环境的复杂性 ,使原来一些蔬菜作物上的

偶发性病害上升为重要病害 ,如由粉红单端孢 ( Trichothecium

roseum )引起的黄瓜红粉病、由鞑靼内丝白粉菌 (Leveillu la

taurica)引起的番茄白粉病 ,已经成为我国部分地区黄瓜和

番茄生产中的严重障碍。通过对辽宁、北京和山东等地保护

地茄子产区的茄子叶霉病进行病原鉴定 ,发现是由灰毛茄菌

绒孢 (M ycovellosiella na ttrassii ) 引 起 的 , 并 非 是 褐 孢 霉

( Fulvia fulva) ,将病害名称更正为茄子绒菌斑病〔2〕。

在细菌病害病原鉴定方面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发现了由丁香假单胞杆菌番茄致病变种 ( Pseudom onas

syringae pv. tomato) 引起的番茄细菌性斑点病 ;近年发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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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的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 ,经过鉴定致病菌是皱纹假

单胞菌 ( Pseudom onas corruga ta ) ;在内蒙古和新疆的哈密瓜

上发现一种新细菌病害 ———哈密瓜细菌性果斑病 ,该病病原

菌为 燕 麦 食 酸 菌 西 瓜 亚 种 ( A cidovorax avenae subsp.

citrulli)〔3〕。

通过对中国南方地区作物根结线虫种和小种的研究 ,鉴

定出南方根结线虫 (M eloidogyne incognita )、爪哇根结线虫

(M. javanica)、花生根结线虫 (M. arenaria)和番禺根结线虫

(M. panyuensis) ,其中南方根结线虫是最主要的种。鉴别寄

主试验表明 ,南方根结线虫的优势小种是 1号小种〔4〕。

在病毒病病原方面 ,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李向东

等鉴定了引起潍坊萝卜红心病的病原为芜菁花叶病毒 ( Tur2
nip mosaic virus, TuMV)〔5〕。

近年在蔬菜病菌生理小种鉴定方面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冯兰香等经过多年的研究 ,对我国 18个省、

市、自治区的 201个番茄晚疫病菌纯化分离物进行了生理小

种鉴定 ,结果共鉴定出 8个小种 , 即生理小种 T0、T1、T1, 2、

T1, 2, 3、T1, 2, 3, 4、T1, 4、T1, 2, 4和 T3。其中 , 小种 T1 和

T1, 2是主流小种 , 该研究为番茄晚疫病的抗源材料筛选和

抗病育种提供了病理学依据。在细菌病害生理小种鉴定方

面 ,重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杨琦凤等明确了重庆市番茄青枯

病 (Ralston ia solanacearum )主要为生理小种 1,生化型 Ⅲ。

2　蔬菜病害发生规律

随着蔬菜栽培连作年限的增加 ,病害发生逐渐加重 ,国

内不少学者对蔬菜病害病原的生物学特性及发生规律进行

了研究 ,并得到很多有实践价值的结果。

番茄和瓜类是种植面积广、产量大的蔬菜。针对保护地

蔬菜灰霉病 (B otry tis cinerea)发生日趋严重这一问题 ,在东北

生态区对该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一般年份灰霉病在番

茄叶片上表现为明显的始发期、盛发期和末发期 3个阶段 ,

持续的低温、高湿、苗期带病、叶面肥过量施用和植物生长调

节剂蘸花等是引起番茄灰霉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还重点研究

了湿度对灰霉病菌产孢、致病性和侵染的影响〔6, 7〕。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邹庆道等针对保护地黄

瓜褐斑病 (Corynespora cassiicola)发生日趋加重的现状 ,研究

了辽宁省保护地黄瓜褐斑病发生规律与病菌生物学特性。

该菌分生孢子在室外难以安全越冬 ,在保护地内能够安全越

夏 ,寄主范围广 ,能寄生黄瓜和番茄等 20余种作物。在黄瓜

土传病害方面 ,根际两类重要土传植物病原菌 ( Pythium spp.

和 Fusarium oxysporum sp. cucum erinum )的种群数量在不同黄

瓜品种间差异极显著 ;黄瓜整个生育期中 ,抽蔓期腐霉种群

数最高 ,主蔓结瓜期镰刀菌种群数最高 ;两种病原菌种群数

与其拮抗菌均呈较密切的正相关关系〔8〕。广州地区 ,仲恺农

业技术学院曾永三等在确定了节瓜枯萎病病原 ( Fusarium

oxysporum )的基础上 ,对其生长的温湿度和酸碱度等环境条

件进行了研究 ,认为该菌分生孢子萌发及菌丝生长的最适温

度为 25 ℃,致死温度为 54 ℃,酸性及强碱性环境可抑制孢

子萌发。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程伯瑛等研究了山西省

南北两个辣椒产区辣椒疮痂病 ( Xanthom onas cam pestris pv.

vesica toria)的田间流行规律。辣椒定植后 ,当连续两旬或连

续三旬中有两旬平均气温 ≥18. 5 ℃、旬降雨量 ≥11. 1 mm

时 ,植株就可出现病斑 ,病害的流行趋势与旬降雨量呈正相

关。疫病 ( Phytoph thora capsici)是为害辣椒的毁灭性病害 ,贵

州省一些产区的辣椒疫病病原菌 ,单株培养不产生卵孢子 ,

病菌能在 12～35 ℃条件下生长 ,对一定浓度的孔雀石绿不

敏感 ,部分菌株可利用淀粉作碳源〔9〕。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严位中等报道十字

花科蔬菜根肿病 ( P lasm odiophora brassicae)在云南省发生范

围广 ,夏秋病重 ,冬春病轻 ,二叶期以前是病菌最早的侵入

时期。

芦笋茎枯病 ( Phom opasis asparagi)是毁灭性真菌病害 ,

菌丝生长的适宜温度范围为 15～30 ℃,分生孢子在水滴中

不萌发 ,释放期为 75 d, 12 h光暗交替利于菌丝生长和分生

孢子的产生 ,一个侵染周期为 11～20 d〔10, 11〕。

3　蔬菜病害分子生物学研究

“十五 ”期间 ,我国在蔬菜病害分子生物学研究 ,诸如病

害分子诊断、蔬菜分子抗病育种、抗病基因工程等方面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在蔬菜病害分子诊断方面 ,针对主要病害以及一些为害

严重的检疫性病害进行了研究 ,为植物检疫、病害的早期诊

断与病害的预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真菌和细菌病害快

速诊断方面 ,应用 RAPD技术快速鉴定了蔬菜上的弯孢类炭

疽菌〔12〕;利用病原菌的某些特定基因序列设计了特异核酸

引物检测马铃薯青枯病菌、菜豆萎蔫病菌、蔬菜根肿病菌、菜

豆细菌性萎蔫病菌等。在植物病毒分子检测方面 ,根据番茄

环斑病毒 ( ToRSV ) RNA1聚合酶基因、辣椒轻微斑驳病毒

( PMMoV) CP基因设计了特异性引物进行了相关病原菌的

快速检测 ;此外 ,用地高辛标记的 cDNA探针检测了烟草花

叶病毒、黄瓜花叶病毒和马铃薯 Y病毒〔13〕。在线虫分子鉴

定方面 ,南京农业大学孟庆鹏等研制了适合南方、爪哇和花

生根结线虫快速灵敏的 PCR检测技术和鉴定方法。

在蔬菜分子抗病育种方面 ,传统技术需要将病原接种

到育种材料上才能检测是否抗病 ,现在利用分子标记技术

已经得到了蔬菜抗病毒病、真菌病和线虫等严重病害的基

因标签 ,省去接种鉴定的复杂过程 ,同时还能对多种病害的

抗病基因进行选择。运用 AFLP技术获得了与番茄抗白粉

病菌连锁的分子标记 ;以番茄叶霉病高抗基因 Cf - 5为研

究对象 ,建立了 Cf - 5基因的共显性 CAPS标记 ,这一研究

结果为 Cf - 5 基因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奠定了良好基

础〔14〕。除番茄外 ,运用分子生物学手段研究了甜瓜抗白粉

病基因、茄子抗青枯病基因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西南大

学园艺园林学院曹必好等还经筛选得到了一个与结球甘蓝

抗 TuMV相关的基因 ,这些工作成果为蔬菜抗病育种工作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五 ”期间 ,我国在蔬菜抗病基因工程研究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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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进展 ,应用基因工程方法及分子克隆技术获得了一

些工程植株。例如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

中心曹鸣庆等将抗芜菁花叶病毒基因用农杆菌介导法导入

大白菜基因组 ,获得了转基因植株 ———抗芜菁花叶病毒的

白菜 ,目前这种转基因白菜已部分在控制范围内应用于白

菜育种。番茄抗病基因工程的研究也有较快发展 ,将萝卜

抗真菌蛋白 R s - AFPs基因转入番茄中 ,该转基因番茄表现

出了对长柄链格孢明显的抗病性〔15〕;采用农杆菌介导法将

细菌几丁质酶基因转化番茄子叶 ,获得了对枯萎病病原菌

具有抗性的转基因番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庄木等构建了 CMV 反义 2b 基因的植物表达载体 pZM

612,通过农杆菌侵染的叶盘转化法导入烟草 ,初步的 CMV

攻毒试验表明反义 2b基因可介导对 CMV 的抗性。在此基

础上 ,将 pZM 612转化番茄品种红玛瑙 213,获得了卡那霉

素抗性苗 , PCR检测表明得到了 PCR 阳性转化株。同样采

用 PCR技术将烟草花叶病毒 ( TMV ) 与黄瓜花叶病毒

(CMV )的外壳蛋白 (CP)基因重组在同一个表达载体上 ,并

转入根癌农杆菌 ,通过转化番茄获得了再生植株 ,转基因植

株表现对 TMV、CMV有明显的抗性〔16〕。这些成功范例为

蔬菜抗病基因工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4　蔬菜病害关键控制技术

4. 1　嫁接防病技术的深入研究
嫁接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技术 ,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

史 ,嫁接防病现已成为一些蔬菜土传病害防治的最有效手

段。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郑长英等经证实用意大

利引进的番茄抗性砧木 SIS - 1嫁接番茄 ,可有效地防止根

结线虫等土传病害的发生。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何莉莉

等采用 LS - 89和 BF兴津 101作砧木的番茄嫁接苗 ,其叶霉

病病情大大减轻。

以托鲁巴姆等为砧木嫁接茄子 ,是已经证明的防治茄子

黄萎病的可靠方法。嫁接防病的机理比较复杂 ,目前涉及的

方面有叶片叶绿素含量、可溶性蛋白质含量、表观量子效率、

羧化效率、相对电导率、可溶性糖的相对渗出率、脯氨酸

( Pro)含量、丙二醛 (MDA )含量以及 CAT、POD、PPO活性的

变化。采用室内生物测定的方法 ,测定不同砧木、不同浓度

和不同生育期嫁接茄子根系分泌物的化感效应 ,也同样证明

了嫁接苗抗病能力的增加〔17〕。

与此同时 ,嫁接的自动化操作也开始崭露头角。中国农

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制出的蔬菜嫁接机器人 ,连续嫁接速

度可达到每小时 600株 ,嫁接成功率 90 %以上。为提高机

器设计的预见性 ,采用先进的视景仿真软件 ———OpenGVS,

建立的仿真系统能够满足嫁接机运动控制仿真的需要。这

些都为蔬菜嫁接生产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提供了技术支

撑〔18〕。

4. 2　蔬菜病害的生态控制
在病害生态控制方面 ,以设施蔬菜病害研究较为深入 ,

较系统地研究了番茄灰霉病、晚疫病和黄瓜霜霉病对环境温

湿度的适应性 ,并揭示了生态控制的生化机理。在一天中 ,

温度 15～25 ℃、相对湿度超过 85 %以上 8 h番茄灰霉病能

够持续发生 ,温湿度对番茄灰霉病菌产生的细胞壁降解酶的

影响趋势与其对发病的影响趋势一致 ;温度 15～20 ℃,相对

湿度超过 80 %以上 2 h番茄晚疫病便能够严重发生 , 10 ℃

温差最利于病原菌的侵染、扩展和繁殖 ;温度 20～35 ℃,高

湿 2 h足以导致黄瓜霜霉病发生。

“高温闷棚 ”方法是业已证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防治

黄瓜霜霉病的成功技术 ,但是该方法在提出的 20年内尚未

推广到黄瓜的其它病害和其它作物。通过近年的研究 ,明确

了高温闷杀控制黄瓜霜霉病的湿度条件 ,将“高温闷棚 ”发展

到“高温高湿闷棚 ”,提出了高温闷杀控制黄瓜黑星病的技

术。高温高湿防治黄瓜霜霉病和黑星病的最佳温湿度为 45

℃1 h或 40 ℃ 2 h,相对湿度 80 %〔19, 20〕。

将微生态调控防病的理论应用于设施蔬菜叶面多种病

害的防治 ,在黄瓜灰霉病 (B otry tis cinerea)、黑星病 ( C ladospo2
rium cucum erium )、霜霉病 ( Pseudoperonospora cubensis) 3种真

菌病害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叶面分泌物和外源营养两

方面揭示了叶面微生态调控的基础。在保护地高湿环境下 ,

叶面浸出物中糖等营养物质含量增高 ,叶片细胞壁木质素、

酚类物质、胼胝质等抗病物质含量减少 ,使叶片趋于感病。

叶面微环境中的半胱氨酸、甲硫氨酸能够抑制黄瓜霜霉病、

黑星病和灰霉病的发生 ,偏酸性环境 (pH 4. 2～6. 2)促进孢

子萌发和致病力增强 ,而偏碱性环境 (pH 7. 5～10. 4)则对其

明显抑制 ,降低叶面微环境的酸度 ,大大减轻了病害的发

生〔21〕。

4. 3　土传病害可持续控制技术
随着温室蔬菜土传病害的加重 ,集药肥于一身的石灰氮

逐渐被重视起来 ,研究提出了“石灰氮土壤日光消毒技术 ”,

并且制定了石灰氮土壤日光消毒防治土传病害技术规程。

石灰氮主要成分为氰氮化钙或称氰氨基化钙 (分子式 :

CaCN2 ,英文名称 : Calciam Cyananid) ,遇水分解后所生成的

液体氰胺与气体氰胺 (最终进一步生成尿素 )对土壤中的真

菌、细菌和线虫等有害生物具有广谱性的杀灭作用。研究证

实 ,该技术对蔬菜苗期猝倒病、黄瓜枯萎病和番茄、西瓜根结

线虫病等土传病害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另外经研究证实 ,

应用该技术与根结线虫生防制剂配合施用 ,对番茄、西瓜根

结线虫病的防治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4. 4　诱导抗病技术
诱导抗性作为植物病理学新的研究领域 ,近几十年来一

直倍受关注。“十五 ”期间 ,新研究或应用的蔬菜诱抗剂有寡

糖、Harp in蛋白制剂、BTH、β - 氨基丁酸、龙胆酸、草酸青霉

菌果胶酶、多羟基双萘醛、氯钾离子共体、花生四烯酸 (AA )、

蚯蚓粪、硅元素等。经研究发现 ,寡糖类物质可以诱导蔬菜

对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叶霉病、角斑病、病毒病等多种病

害的抗性 ,以诱导 3次以上的效果较好。BTH在低浓度 ( 50

μg ·mL - 1 )下即可诱导植株抗病能力的显著提高 ,对黄瓜黑

星病、霜霉病、炭疽病等都有良好的预防和防治效果 ,且持效

期长 ,但高浓度下容易引起药害。草酸青霉菌 ( Penicillium

axa licum )的固体发酵提取物 ———果胶酶粗提液 ,在 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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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mL - 1 浓度范围内可诱导黄瓜抗黑星病 , 防效达

62151 %〔22〕。用添加了蚯蚓粪的土壤种植黄瓜 ,不但可以显

著降低土传病害的发生 ,还明显抑制了黄瓜炭疽病的发生 ,

相对防效达 76. 9 %〔23〕。植物诱抗剂的研究和发现 ,不仅为

植物保护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还为诱导现象机理的探

讨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在环境诱导蔬菜抗病性方面 ,揭示了环境高温与土壤低

湿诱导黄瓜植株抗病现象。研究证实了高温可以诱导苗期

黄瓜产生对霜霉病的抗性 , 40 ℃高温处理 2 h和 45 ℃处理 1

h对黄瓜霜霉病的诱导抗性作用最明显。黄瓜苗经低湿处

理 7 d后 ,对霜霉病、炭疽病、黑星病产生了抗性 ,诱导抗性持

续时间可以达到 8 d。

在诱导抗性机理方面的研究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①

诱导处理后酶活性的变化 ,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 ,诱导物处

理后寄主过氧化物酶、多酚氧化酶、苯丙氨酸解氨酶、几丁酶

活性都大大增加 ; ②细胞壁保卫反应 ,木质素、软木质 (木栓

层 )的形成 ; ③植物抗毒素 (植保素 ) 的产生 ; ④新蛋白

( PR)的合成 ; ⑤抗病信号的传导途径。

寡糖诱导植物防卫反应信号转导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从近几年的研究结果来看 ,寡糖诱导植物防卫信号转导的途

径是多样的、复杂的 ,涉及多种信号转导通道、蛋白激酶和胞

内外信使分子的参与。寡糖分子先与植物细胞膜上受体结

合 ,在受体介导下通过内吞作用进入细胞 ,从而引起细胞膜

离子流动和去极化 ,介质碱性化 ,胞外 Ca2 +浓度升高 ,诱发氧

化爆发产生 H2O2 ,进一步引发细胞壁蛋白交联 ,木质素聚合

及富含羟脯氨酸糖蛋白的形成 ,同时 H2 O2作为第二信使可

促进 SA, JA, C2 H4的生成 ,直接激活防卫反应基因的表达。

另一方面在 G蛋白的参与下 ,磷脂酶 C把 P IP2分解成 DAG

和 IP3 ,从而引发蛋白磷酸化 ,随后通过 MAPK级联系统激活

转录因子使防卫基因表达 ,产生植保素和 PR蛋白等 ,最终使

植物产生系统抗性。

5　蔬菜病害药剂防治技术及综合防治技术

“十五 ”期间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生产推动杀菌剂向

高效 (超高效 )、低毒、低残留和环境相容性好的方向发展 ,促

进了绿色农药、生物农药的快速研发和应用 ,加速了农药新

剂型的开发和使用。

5. 1　防治蔬菜病害的新型、高效杀菌剂的研制开发
“十五 ”期间 ,农药创新成为农药科技攻关的主旋律。

虽然我国农药创制起步较晚 ,但经过科技人员的不断努力 ,

已有部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杀菌剂新品种商品化 ,也有

一些杀菌广谱、活性高、具有良好市场潜力的新品种正在开

发之中。

沈阳化工研究院科研人员经过 7年多的试验 ,证明了氟

吗啉对卵菌纲病原菌引起的黄瓜霜霉病、白菜霜霉病、番茄

晚疫病、辣椒疫病都具有优异的活性 ;研制开发了新型杀菌

剂烯肟菌酯和啶菌恶唑。烯肟菌酯对由鞭毛菌、结合菌、子

囊菌、担子菌及半知菌引起的多种植物病害 ,如霜霉病、白粉

病等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啶菌恶唑对子囊菌、担子菌和半知

菌引起的多种植物病害 ,如灰霉病、叶霉病等具有显著的防

治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发了新型杀菌剂丙烷脒 ,该药

剂对番茄灰霉病菌和叶霉病菌具有较高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十五 ”期间 ,国内外许多用于防治蔬菜病害的新型、高

效、低毒杀菌剂在我国登记注册 ,如 :防治黄瓜霜霉病的烯肟

菌酯、喹啉铜、烯酰吗啉、壬菌铜 ;防治黄瓜白粉病、黄瓜霜霉

病的吡唑醚菌酯 ;防治辣椒和黄瓜炭疽病的咪鲜胺锰盐 ;防

治黄瓜白粉病的氟菌唑、烯肟菌胺、已唑醇、醚菌酯 ;防治白

菜霜霉病的二氰蒽醌 ;防治辣椒疫病和马铃薯晚疫病的氟啶

胺 ;防治西瓜枯萎病的水杨菌胺 ;防治辣椒炭疽病、黄瓜霜霉

病、番茄早疫病的嘧菌酯 ;防治番茄和黄瓜根结线虫的氰氨

化钙 ;防治番茄灰霉病的啶菌 唑 ;防治大白菜软腐病和番

茄青枯病的噻森铜等。

5. 2　安全可靠的生物杀菌剂得到快速发展
“十五 ”期间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自主研发

的原创性微生物源抗菌剂申嗪霉素对西瓜枯萎病、甜椒疫病

的防治效果可达到 70 %以上。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创制筛选

的磷氮霉素对黄瓜灰霉病的防治效果高达 90 % ;筛选出的

长川霉素对炭疽病、白粉病、菌核病、霜霉病等多种作物真菌

病害也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云南大学开发的厚孢轮枝菌能

明显降低根结线虫发病程度 ,对番茄根结线虫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开发的葡聚烯糖

对番茄花叶病毒病及灰霉病均有较好防治效果。研究的氨

基寡糖素能对辣椒疫病、枯萎病、病毒病、番茄病毒病、晚疫

病和黄瓜枯萎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验证了帕克素对苎

麻疫霉、马铃薯晚疫病、番茄晚疫病和黄瓜白粉病等病菌孢

子萌发均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控制马铃薯晚疫病效果达

70 %以上。

“十五 ”期间 ,我国许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治蔬菜病

害的新型生物药剂获得登记 ,为蔬菜病害的生物防治提供了

广阔的选择空间 ,如 :防治番茄、辣椒和茄子青枯病的多粘类

芽孢杆菌和荧光假单胞杆菌 ;防治番茄晚疫病的几丁聚糖 ;

防治番茄病毒病的葡聚烯糖 ;防治番茄灰霉病的长川霉素 ;

防治辣椒疫病、西瓜枯萎病的申嗪霉素 ;防治保护地黄瓜霜

霉病的地衣芽孢杆菌等。

5. 3　绿色农药新剂型推动无公害蔬菜的健康发展
绿色农药新剂型 ,如 :微乳剂、水乳剂、水胶囊悬浮剂、新

型乳油、微胶囊剂、悬浮剂等得到迅速发展 ,并不断应用于蔬

菜病害的防治。绿色农药新剂型的使用不但提高了安全性 ,

减少了农药在蔬菜中的残留 ,而且性能良好 ,符合蔬菜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例如 :用 30 %氟吗啉水分散片剂防治黄瓜

霜霉病 ,可以避免有机溶剂和粉尘对环境的影响 ,对施药者

更加安全。由于每片的有效成分及重量一定 ,因而施药的计

量十分准确 ,施用时可直接将定量的片剂投入盛水的喷雾器

中 ,施用起来非常方便。

5. 4　不同生态区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体系的建立

与应用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我国开始重视蔬菜无公害生

产 ,并全面开展了蔬菜病虫害综防体系建立研究。近年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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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北方和保护地蔬菜生态系统特点 ,各地组建了以作

物为单元的多种病虫综防技术体系或制定了无公害蔬菜生

产技术规程 ,主要蔬菜种类有设施果菜 (黄瓜、番茄、辣椒、豇

豆等 )和露地叶菜 (大白菜、小白菜、甘蓝等 ) ,使化学农药的

用药量从整体上降低 30 %以上 ,综合防治效果在 80 %以

上。例如 ,在北方保护地番茄生态系统 ,根据病虫发生为害

特点 ,以三病 (灰霉病、叶霉病、晚疫病 )二虫 (粉虱、斑潜蝇 )

为主要对象 ,兼顾其它病虫 ,组建了调控优化环境、选用抗病

品种、培育无病虫壮苗、结合安全农药防治的综合防治技术

体系。

6　蔬菜病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十五 ”期间 ,在蔬菜病害研究取得蓬勃发展的同时 ,我

们也应该看到 ,以往的研究一般偏重于应用基础、病害防治

生物农药的开发以及现有应用技术的集成 ,而在新病害的诊

断、病害田间发生规律以及具有创新性的非农药防治技术等

原来较为有优势的研究领域的技术研究则相当薄弱 ,与整体

上国家、部门和地方对蔬菜病害研究的投入不成比例。为了

提高我国蔬菜病害研究的整体水平 ,保障我国蔬菜产品的质

量和菜田环境的安全 ,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①蔬菜病害病原学和病害发生规律的研究。病原的准

确鉴定是病害防治的基础 ,近几年山东、北京、辽宁等地大面

积发生保护地甜椒根腐病 ,由于按照镰刀菌引起的根腐病进

行防治 ,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后来经过鉴定主要是由疫霉和

腐霉引起。年轻的蔬菜病害工作者 ,尤其应该加强病原学基

础知识的学习和田间病害发生规律的研究工作。

②土壤是植物病原微生物主要的栖息地 ,由于设施作

物常年连作使根结线虫、根腐病等土传病害日趋严重 ,土传

病害防治药剂的过量施用是造成蔬菜产品污染的来源之一。

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壤无害化消毒技术 ,研究对根结线虫

高抗的瓜类嫁接砧木 ,以及研究微生物土壤添加剂控制土传

病害等环保型的病害控制技术是当务之急。

③我国是以推广应用低成本、节能型的日光温室和塑

料大棚为主 ,环境调控能力有限 ,造成了多种叶 (果 )面病害

的大发生。现有的农药由于过分强调专一性 ,使田间杀菌剂

频繁施用。根据我国设施园艺作物叶 (果 )面的环境特点 ,研

制广谱的防病药剂 ,仍然是杀菌剂研制工作者的长期任务。

④植物抗病诱导剂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环保型农药。

该药与传统的杀菌剂有很大的不同 ,需要对其抗病诱导应用

技术进行系统研究 ,以提高蔬菜作物整体抗病水平。

⑤病虫害的早期预测一直是防病的难题 ,在国内尚未

开展蔬菜病害的预测 ,国外研究也较少。有条件的单位可以

选择性开展设施土传病害和重要气传病害的预测研究 ,以提

高防治的准确性。

⑥蔬菜病害快速诊断技术。蔬菜病害的快速确诊对于

病害控制、指导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病原菌基因诊

断和免疫学诊断是病害检测的发展趋势 ,具有反应灵敏、快

速、特异性强、结果客观等特点 ,国内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工作。

⑦针对蔬菜上重要病害 ,有重点地开展蔬菜病害分子

生物学研究工作 ,为病害控制和抗病品种的培育提供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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