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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方冬作区$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位居世界首位%本文概述了我国马铃薯各优势产区主要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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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高玉林等!我国马铃薯病虫害发生现状与防控策略

!!

栽培种马铃薯
3&#/%('1(?"*&)('='

是一年生

茄科植物#粮(菜(饲(加工兼用#营养全面#适生区域

广#在我国是继水稻(玉米和小麦之后的第四大粮食

作物"作为马铃薯第一生产大国#

23(#

年我国马铃

薯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为
"#1'#

万
85

2 和

))23'"

万
N

#占全球总种植面积的
2)')7

和总产量

的
2"'17

)

ÂP

数据*"国内马铃薯优势产区包括

北方一作区)东北(华北(西北*(中原二作区(西南混

作区以及南方冬作区#形成了马铃薯周年生产的种

植区域格局#同时马铃薯种植区域与全国贫困区域

高度重叠$

(

%

"因此#马铃薯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精

准扶贫和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马

铃薯主粮化国家战略背景下#我国马铃薯产业得到

了更进一步长足的发展"

但是#随着马铃薯种植面积的增加#病虫害的发

生与危害情况也日趋严重#成为制约我国马铃薯单

产水平进一步提高#影响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因素"

本文概述了我国马铃薯各优势产区主要病虫害的发

生与危害情况及其基本防控策略#以期为马铃薯病

虫害分区域综合治理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

!

我国马铃薯重大病害发生现状

由致病疫霉
7-

8

1&

0

-1-&*/+%

:

")1/%)

引起的晚

疫病是世界范围内马铃薯生产上的第一大病害#可

侵染包括马铃薯叶片(茎秆和块茎在内的所有部位#

严重威胁马铃薯生产"晚疫病在我国各马铃薯种植

区常年发生#尤其是湿度大#气候冷凉的地区#年均

发生面积约
233

万
85

2

#一般年份减产
(37

!

637

#

严重时可达
"37

#个别地块甚至全田绝收$

2

%

"由链

格孢
F#1"*%/*+/%

&&

'

引起的马铃薯早疫病是我国马

铃薯生产上仅次于晚疫病的第二大病害#主要侵染

马铃薯叶片#在我国马铃薯各大产区均有发生#近年

发生呈逐年加重之势#全国平均年发生面积约
)3

万

85

2

$

6

%

"一般地块病叶率
637

左右#严重时可达

"37

!

#37

#造成严重产量损失"由果胶杆菌
7",$

1&?/,1"*+('%

&&

'

引起的黑胫病是马铃薯生产上的

重要病害#在马铃薯各大产区均有发生"该病于马

铃薯的各个生长时期均可发生#其侵染部位包括植

株块茎和地上茎基部"近年来随着马铃薯种植面积

的扩大#新品种的更新#种薯与产地间流通频繁#发

病呈逐年上升趋势$

!"

%

"一般平均病株率
67

!

"7

#严重时可高达
!37

!

"37

"由链霉菌
31*"

0

1&$

'

8

,")%

&&

'

引起的马铃薯疮痂病主要危害马铃薯块

茎#发生范围基本覆盖了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

和华南各大马铃薯产区"近年来该病发生日趋严

重#已上升为马铃薯第四大病害"尤其是温室培育

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疮痂病的发病率可高达
$37

!

)37

#严重影响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

1

%

"由立枯丝

核菌
E-+<&,1&%+/)&#/%+

引起的马铃薯黑痣病主要

为害幼芽(茎基部及块茎#引起马铃薯植株枯萎(茎

腐和块茎出现黑痣#严重影响马铃薯的产量和品

质$

#

%

"全国各大产区均有发生"近年来#马铃薯种

植重茬问题较为普遍#导致黑痣病发生日趋加重#

一般情况下发病率为
"7

!

(37

#严重时可高达

#37

!

$37

$

$

%

"我国马铃薯青枯病的主导致病因子

是茄科雷尔氏菌
E/#)1&%+/)&#/%/,"/*('

低温适应

性
6

号小种菌株)

UG4F6

-

L.+\GUDD

#

U6L\2

*"国内鲜

见由广寄主范围
(

号小种菌株引起马铃薯青枯病的

相关报道"马铃薯青枯病广泛分布于除东北区外的

各马铃薯优势产区#平均发病率为
"7

!

237

#极端

情况下可达
)37

以上$

)

%

"青枯病在北方大春作和

西南大春作田间发病率不高#但常以潜伏侵染的状

态存在"随着南方冬闲田马铃薯种植面积的增加#

青枯病菌随种薯的跨区调拨扩散蔓延至冬作区#对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产业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近年

来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冬作马铃薯青枯病的发生

日趋普遍和严重"

#

!

我国马铃薯重大虫害发生现状

随着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大#马铃薯虫害发

生日趋严重#年发生面积约
213

万
85

2

#占马铃薯播

种面积的
!#'2#7

#年均产量损失达
()'13

万
N

$

2

#

(3

%

"

其中蚜虫(二十八星瓢虫和地下害虫)蛴螬(蝼蛄(地

老虎(金针虫等*的发生较为严重"蚜虫是为害马铃

薯最严重的害虫#全国年均发生面积约
13'1

万
85

2

#

占虫害发生总面积的
26'67

#主要发生在甘肃(宁

夏(河北(贵州(山东(云南(四川等省)自治区*

$

2

#

(3

%

"

在马铃薯北方一作主产区#蚜虫普遍发生#为害最

重#年均发生面积
21'((

万
85

2

#约占虫害总发生面

积的
2"7

#年均造成的实际产量损失超过
('"

万
N

$

((

%

"

二十八星瓢虫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地区偏重发生#

全国平均发生面积约
!1'2

万
85

2

#占虫害发生总

面积的
(#'$7

#主要发生在山西(陕西(辽宁(河

北(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

23(2

年局部地区发生较

重#山西(陕西(河北马铃薯被害株率一般
637

!

137

#

严重田块达
$37

!

(337

#百株虫量
"3

!

#33

头$

2

%

"马

,

#3(

,



23()

铃薯地下害虫)蛴螬(蝼蛄(地老虎(金针虫等*有逐

年加重的趋势#全国平均发生面积
(3"'(

万
85

2

#占

虫害发生总面积的
!3'!7

#主要发生在甘肃(内蒙

古(山东(陕西(山西和河北等地$

2

%

#其中蛴螬发生

面积自
23((

年突破
!"

万
85

2 之后#一直稳定在

!3

万
85

2 以上$

(3

%

"近年来#马铃薯块茎蛾(蓟马(

马铃薯甲虫(双斑萤叶甲等有加重趋势$

(2(!

%

"总体

上#虫害发生呈北方重于南方#地区间和年度间发生

不平衡#地下害虫为害加重#新发害虫为害增多的

趋势"

$

!

西北一作区病虫害发生特点和防控策略

我国西北旱地马铃薯种植区主要包括甘肃(青

海(宁夏(陕西和新疆
"

省区"这些地区气候干旱#

降水稀少#马铃薯主要有害生物的发生特点和为害

规律也有别于国内其他省区"具体表现为!晚疫病(

早疫病等气传病害较南方和沿海地区发生轻#但在

局部降雨较多地区发生严重$

("(1

%

#连作造成的黑痣

病(疮痂病(枯(黄萎病等土传性病害危害严重$

(#($

%

#

马铃薯
K

病毒(马铃薯卷叶病毒等马铃薯病毒病在

宁夏等省区田间混合侵染较普遍$

("

%

"虫害方面#苗

期蚜虫(蛴螬和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在西北各省区发

生普遍#华北大黑鳃金龟(黑皱鳃金龟(细胸金针虫

在宁夏为害严重#重大检疫性害虫马铃薯甲虫在新

疆北部地区发生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

%

"

针对上述区域性马铃薯主要有害生物的发生特

点和实际危害#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

针#在建立健全监测预警的基础上#筛选推广适宜西

北旱区不同生态类型区域的抗)耐*病品种#依据有

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农药限量标准#优化高效安全化

学农药新品种(新剂型#综合运用脱毒种薯)种苗*健

康繁育技术(种薯包衣或拌种技术(床土基质消毒杀

菌技术以及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等措施#恶化有害

生物生存环境#并结合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替代技

术#实现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

%

!

东北一作区病虫害发生特点和防控策略

东北一作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

古东部地区"这些地区不仅是我国马铃薯的传统优

势产区#同时也是国内重要的原种生产基地#而病虫

害的发生与流行不仅制约了当地马铃薯产业的发

展#还会波及其他从该区域调运种薯的产区"东北

区的主要病虫害包括晚疫病(早疫病(疮痂病(黑痣

病(镰刀菌干腐病(黑胫病(环腐病(蚜虫(二十八星

瓢虫(双斑萤叶甲(蝽象(金针虫和蝼蛄等"其中晚

疫病(早疫病是东北一作区马铃薯生产上的主要限

制因子#晚疫病一般年份造成减产
237

左右#严重

者减产
"37

以上或至绝产$

23

%

+早疫病常年发生面积

占播种面积的
(37

#个别年份发病率可高达
)37

!

(337

$

2(

%

"此外#环腐病(黑胫病(黑痣病等土传病

害的发生也日趋严重"

针对东北一作区病虫害的发生与流行现状#在

健全完善种薯认证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加大合格种

薯的推广与应用范围#建立行之有效的种薯处理技

术#实施合理轮作#降低土传)栖*有害生物的群体密

度+构建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指导农民适时采用农

业(生物(物理和化学防控技术手段#形成病虫害综

合防控技术体系"

@

!

华北一作区病虫害发生特点和防控策略

华北一作区包括内蒙古中西部(河北和山西省

北部地区#是我国马铃薯传统优势产区"该产区马

铃薯生产上的病虫害主要包括花叶病毒病)表现为

花叶症的所有病毒病*(卷叶病毒病(紫顶萎蔫病(早

疫病(晚疫病(黑痣病(炭疽病(叶枯病(枯萎病(环腐

病(黑胫病(疮痂病(粉痂病(金针虫(蛴螬(地老虎(

蚜虫(二十八星瓢虫(芫菁(双斑萤叶甲(草地螟(牧

草盲蝽和马铃薯跳甲等
26

种)类*"马铃薯病害中

的晚疫病(早疫病(黑痣病(枯萎病(疮痂病(粉痂病(

干腐病和病毒病发生严重$

(!

#

26

%

"马铃薯虫害中的二

十八星瓢虫近年来在华北一作区发生较为严重#山

西吕梁的调查结果显示!一般被害株率
637

!

!37

#严重的达
137

!

$37

#平均百株虫量
233

多

头#单株最多有虫
(#

头#个别田块被害株率
(337

#

受害叶片呈网纹状$

6

%

"

针对华北一作区病虫害的发生与流行现状#推

广晚疫病和蚜虫测报技术#把握最佳防控时机"合

理利用品种抗性和品种布局"应用拌种-包衣(沟喷

技术阻断土传病害的传播流行"筛选高效植保机

械#提高化学药剂使用效率"

H

!

南方冬作区病虫害发生特点和防控策略

南方冬作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和

台湾等省#以冬种马铃薯为主#主要病害有早疫病(

晚疫病(疮痂病(黑胫病(青枯病(病毒病等#主要虫

害有地老虎(蛴螬(蚜虫等"晚疫病发生频率较高#

,

$3(

,



!"

卷第
"

期 高玉林等!我国马铃薯病虫害发生现状与防控策略

尤其在沿海降雨量大(湿度大的地区发生较重#其次

为早疫病和病毒病"由于种薯多为北方调运#质量

控制不严#疮痂病和黑胫病有蔓延趋势"

防治策略上坚持以预防为主#长短效应兼顾#创

造有利于马铃薯但不利于病原物的生态条件!

(

*避

免品种单一化+

2

*选用具有一定抗病性的品种和符

合标准的商业种薯+

6

*从北方调种时加强土传病害

如疮痂病(黑胫病和粉痂病的检测+

!

*小整薯播种#

或用
"33

倍的百菌清处理切块种薯+

"

*水旱轮作+

1

*

按品种生理需求适时适量施肥#控制氮肥#增施有机

肥和磷钾肥+

#

*建立预警系统精准施药+

$

*不同作用

机理的药剂轮换使用"

O

!

西南混作区病虫害发生特点和防控策略

四川(贵州(云南和重庆组成的西南混作区是我

国马铃薯生产最具优势的区域之一#

23(1

年马铃薯

种植总面积为
2!1'$6

万
85

2

#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6'$#7

$

26

%

"西南混作区地形地貌复杂#生态和气

候类型多样#立体气候明显#马铃薯种植具有品种布

局多样#播种季节多型#种植技术复杂#种植水平参

差不齐等特点#是马铃薯病虫害的高发区#通常情况

下病害重于虫害"

西南地区重大病害主要有马铃薯晚疫病(早疫

病(病毒病和青枯病$

2!

%

#局部发生较重的还有黑胫

病(环腐病(疮痂病$

2"

%

(黑痣病及粉痂病$

212#

%

"

其中马铃薯晚疫病和早疫病对马铃薯产量影响

最大#也是西南地区病害防治的重中之重"降水充

沛的贵州(四川(重庆和云南这两种病害常年发生#连

年重发#频率高#范围广#影响大#损失严重$

2

#

2!

#

2$

%

"常

年发生面积占种植面积的
637

!

!37

#

23(1

年云南

和四川晚疫病影响面积达
$1'1#

万
85

2

#减产
133

万
N

以上$

2)

%

"马铃薯病毒病是马铃薯生产中的重要

限制性因素#在贵州(云南和重庆也是常年发生#但

各地发生危害程度不一"通常脱毒品种推广种植较

好的地区发生较轻#但整个西南地区采用脱毒品种

进行种植的面积不到
637

"其他病害如晚疫病(癌

肿病(疮痂病对云南省高海拔地区的马铃薯影响较

大+海拔较低的半山区则受晚疫病(青枯病和各种病

毒病危害严重$

63

%

"

西南地区的马铃薯害虫主要有马铃薯块茎蛾(

二十八星瓢虫(蚜虫(豆芫菁以及地下害虫等$

63

%

#同

全国一样#近年来为害相对稳定"

其中蚜虫(二十八星瓢虫是造成西南地区马铃

薯减产的重要害虫"蚜虫在西南地区大多数马铃薯

产区都可发生#发生盛期多在
!

月
m1

月"二十八

星瓢虫主要在四川(贵州等地发生#一年可能发生

6

!

"

代#以第一代的危害性最大$

2$

%

"马铃薯块茎蛾

在西南地区发生不平衡#以云(贵(川等省受害较重"

该虫发生期及一年的发生代数因地区(海拔高度及

气候条件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一般高温潮湿条件

对其发生不利#在干旱少雨多风的地方往往发生较

重$

6(

%

"四川省一年发生
1

!

)

代#贵州福泉地区一

年发生
"

代#在云南昆明地区#越冬代成虫于
(

月中

旬至
"

月中旬出现$

62

%

"我国西南山区的马铃薯主

产区一般多山#土层较浅#灌溉条件也得不到保证#

给防治带来很大的困难#导致防治效果差"地下害

虫蛴螬和地老虎因西南地区马铃薯主产区多常年潮

湿#较为盛行$

2$

%

"

西南地区众多非马铃薯主产区的种植山区#农

民经常不防治和或发病才喷药或用药不当导致防治

失败#病虫害发生往往较重于集中种植区和主产区"

233$m23(!

年重庆和贵州的马铃薯病虫害平均防

治覆盖率仅为
##7

和
1)7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及云南)

(()7

*和四川)

(((7

*的平均防治覆盖

率$

(3

%

#各地仍需要加大防控力度#需要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开展防治工作"

西南地区是我国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受地理

因素(科学素养(防治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部分产

区的防控意识不强#个别地区甚至任其发生#不防治

或少防治#农民缺乏安全科学合理地防治马铃薯病

害的知识#尽管也使用杀菌剂作为主要的药剂防治

方法#但是对如何使用(使用多大剂量以及何时喷施

药剂这些知识缺乏#因此必须加强对薯农以及基层

植保技术人员防治技术的培训#以提高其防控水平"

部分次要土传病害有加重趋势#缺乏综合防控技术"

马铃薯主产区应挑选优质品种脱毒抗病种薯(尽

量选择适宜本地区生长且抗病能力强的品种"采用

拌种或包衣及垄沟喷雾防病虫技术#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中耕除草减少地下病虫害发生(同时增施追肥#

结合施用诱抗免疫剂等措施提高作物自身抗病虫能

力"重视马铃薯重大病虫预测预报(结合大田调查#

强化绿色防控技术如生物农药控害(频振灯诱和性信

息素群集诱杀等#集成创新配套技术"虫害防治可多

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病害防治多加强监测防控

技术的综合应用#科学合理适期施用药剂化学防治"

此外还应重视和加强马铃薯新发病虫害的研究

,

)3(

,



23()

和次要害虫的防治#如西南地区的云南和四川可能

会存在马铃薯晚疫病高致病基因型
*-TFW(6

$

66

%

#云(

贵(川等地马铃薯块茎蛾为害较重要引起重视#以免

上升为主要害虫"

W

!

中原二作区病虫害发生特点和防控策略

中原马铃薯种植区)山东(河北(河南(浙江(江

苏(安徽(上海等*面积和产量占全国比重都较

小$

6!

%

#该区域病虫害发生的特点与种植规模(气候(

环境有密切联系#同时也受北方作区和西南混作区

等大面积种植地区病虫害发生的影响"山东省作

为中原地区马铃薯种植大省#发生的病害主要有疮

痂病(黑胫病(干腐病(黑痣病(病毒病)主要是马

铃薯
r

病毒
7&1/1&>+*()M

和马铃薯
K

病毒
7&1/1&

>+*()N

*

$

6"

%

"冀东地区危害较重的马铃薯病害主要

有早疫病(炭疽病(疮痂病和黑胫病$

61

%

"中原地区

马铃薯害虫主要有瓢虫#蚜虫#蛴螬(蝼蛄(地老虎(

金针虫等$

6

#

6#

%

#其中蚜虫为害植物叶片的同时还传

播植物病毒+二十八星瓢虫主要为害叶片和嫩茎+蛴

螬(蝼蛄(地老虎(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在土壤下对马

铃薯的地下茎(块茎和根进行啃食"中原地区马铃

薯病虫害在防控策略上应加大监测力度#规范完善

病虫害测报技术#增强薯民防控意识#普及技术#将

病虫害消灭在开始阶段$

6$

%

"在防控措施上可以大

体参照北方作区和西南混作区等大面积种植地区的

防控方法$

6)!1

%

"马铃薯的病害与虫害的发生有着较

密切的联系#往往一种虫害的暴发会引起多种病害#

所以在其防治上应该将两者联系起来以达到更好的

防控效果"

M

!

问题与展望

马铃薯种植方式的演替(种植规模化程度的增

加(单一品种的区域化重茬连作(种薯认证监管体系

不健全以及跨区调运种薯造成国内马铃薯病虫害的

发生与流行日趋多样化(严重化和复杂化"具体表

现为!

(

*晚疫病(早疫病(青枯病和地下害虫等马铃

薯传统病虫害的发生逐年加重+

2

*黑痣病(枯萎病(

黄萎病(疮痂病(粉痂病和黑胫病等过往零星发生的

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并在局部地区毁灭性暴

发流行+

6

*部分产区因种薯质量问题#病毒病发生情

况依然严峻"

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经营主体间马铃薯病虫害

防控水平两极分化严重#总体而言北方规模化经营

主体)种植大户(种薯公司*机械化生产程度高#防控

意识和技术水平亦较高#随之带来的是马铃薯平均

单产
63N

-

85

2以上#但同时也普遍存在用药频繁(

过量使用化学农药的情况#极端情况下单一生长季

施用化学农药的次数高达
2)

次+反之#西南山区小

农户分散种植模式下#适龄劳动力不足(机械化程度

低(病虫害防控意识淡薄#不防控或极少防控#低防

控覆盖率带来的是马铃薯单产往往低于
("N

-

85

2

"

我国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起始于上世纪

#3

年代#但迄今为止脱毒种薯的应用面积仅占种植

面积的
637

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可达

#37

以上$

!#

%

"且现阶段种薯认证(质控与监管体系

不健全#相关法律约束力不强#处罚力度不够#良心

种薯生产企业因价格因素广受冲击#因而致使种薯

市场秩序混乱#种薯质量良莠不齐"其后果是疮痂

病(青枯病等马铃薯种传病害随异地种薯调运进入

非疫区+病毒病在个别区域发病率居高不下"

23("

年农业部3到
2323

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方案4的提出对马铃薯病虫害防控技术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马铃薯各主产区应立足本地区的病虫

害发生规律与危害严重程度#大力推广马铃薯病虫

害绿色防控措施"评价荧光假单胞菌(芽胞杆菌(昆

虫病毒(白僵菌(绿僵菌和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源农

药对马铃薯有害生物的防控效果#建立配套施用技

术"推广氨基寡糖和极细链格胞蛋白等植物免疫激

活剂#通过诱导作物自身的先天免疫系统#实现寄主

植物对病虫害的广谱抗性"针对马铃薯块茎蛾(蛴

螬(地老虎等害虫#建议采用性诱剂(食诱剂(灯光诱

杀等理化诱控技术#压低虫口密度$

!$!)

%

"与此同时#

加大蓟马(蚜虫(粉虱等传毒媒介小型昆虫早期预警

与防控技术研究#切断传播源#减少病毒病暴发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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