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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马铃薯粉痂病的发生与危害调查分析

赵　彬１，　刘　霞１，　丰加文２，　陈　吉３，　斯纳七皮４，　张宽华５，

杨　雄６，　李贵吉７，　杨　俐８，　和平根９，　卢春玲１０，　杨艳丽１

（１．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２．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曲靖　６５５１００；

３．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昭通　６５７０００；４．云南省迪庆州农业科学研究所，迪庆　６７４４００；

５．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大理　６７１３００；６．云南省大理州农业科学院，大理　６７１０００；

７．会泽县驾车乡农业技术推广站，曲靖　６５４２１８；８．大理市植保检站，大理　６７１００３；

９．云南省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丽江　６７４１００；１０．云南省文山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文山　６６３０００）

摘要　粉痂病严重影响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是我国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为进一步探明马

铃薯粉痂病在云南省的发生、分布及危害情况，本研究于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在云南省内马铃薯不同生态种植区，开

展了马铃薯粉痂病的发生与危害情况调查。调查范围涉及１９个县（区）、涵盖了１９个当地马铃薯主栽品种（系）。

调查结果显示：粉痂病在云南发生普遍，发病率在０％～５１．７２％，平均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１５．０１％和５．３２。

其中春作区马铃薯粉痂病的发生较为普遍，平均发病率为２５．０８％，病情指数为８．２４。冬作区马铃薯粉痂病在部分

产区有发生，平均发病率为４．９３％，病情指数为２．３９。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云南省粉痂病调查数据相比，粉痂病发

病率下降，病害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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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总量均居全国前４

名，是我国４个千万吨级马铃薯生产大省之一。马

铃薯作为云南省重要的农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玉

米和水稻［１２］。云南省马铃薯种植区域划分为３个

区：１）滇东北、滇西北马铃薯大春一季作区，该区主

要集中于滇东北、滇西北高原，海拔 １９００～

３０００ｍ，包括曲靖市、昭通市、丽江市、迪庆州、怒江

州及大理州，以及昆明的部分县，种植面积约占云南

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６３．３２％。２）滇中马铃薯多季

作区，该区位于云南中部，海拔１６００～２０００ｍ，包

括昆明市、玉溪市、保山市、楚雄彝族自治州和大理

州的部分县区等，其中秋作面积约４万ｈｍ２，约占云

南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７．１４％。３）滇南、滇西南马

铃薯冬播一季作区，该区海拔多为１６００ｍ以下，包

括文山州、红河州、临沧市、普洱市、德宏州、西双版

纳州，以及玉溪市的部分县区，占比约为全省马铃薯

总面积的１３．２５％
［３］。随着冬季农业的开发，在云

南热带河谷、亚热带坝区形成冬季马铃薯种植区，将

马铃薯生产区域南移到最南端，扩大了马铃薯栽培、

生产的适宜范围，从而形成了云南马铃薯多季生产、

周年供应的高原低纬特色。土传病害也随马铃薯的

周年种植扩散开来，尤以粉痂病（ｐｏｔａｔｏｐｏｗｄｅｒｙ

ｓｃａｂ）为代表，该病害影响马铃薯的质量，特别是对

鲜食型马铃薯影响很大，是云南省马铃薯种薯和商

品薯生产的主要病害之一［４］。

马铃薯粉痂病是由马铃薯粉痂菌犛狆狅狀犵狅狊狆狅狉犪

狊狌犫狋犲狉狉犪狀犲犪ｆ．ｓｐ．狊狌犫狋犲狉狉犪狀犲犪引起的真菌性土传病

害，主要危害马铃薯的块茎和根部，是温带地区马铃

薯普遍发生的病害［５］。目前，马铃薯粉痂病在世界

各大洲均有分布，其中在欧洲分布最为广泛，发病最

严重。在中国，自１９５７年在福建、福州发生了马铃

薯粉痂病之后，内蒙古、广东、甘肃、江西、浙江、湖

南、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等省（自治区）相继有马铃

薯粉痂病发生［３］。

余光海等［６］于２００５年在云南省会泽县开展了

不同品种、不同土壤及不同海拔种植区马铃薯粉痂

病发病程度的调查，共涉及不同海拔高度的４个乡

（镇），８个马铃薯品种。其中海拔２７００ｍ的驾车乡

发病率最高，４个乡（镇）的平均发病率均超过５０％。

惠娜娜等于２００９年在甘肃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７个地区进行马铃薯窖藏期粉痂病调查，在渭源县

会川试验田调查发现，一般田块马铃薯粉痂病病薯

率在５％～２０％，重病田病薯率在９０％以上
［７８］。刘

霞［９］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调查了马铃薯粉痂病在云南

省的发病及分布情况，调查区域主要是春作区，包括

昭通市、宣威市、会泽县、寻甸县、香格里拉县和丽江

市，结果表明‘合作８８’发病最严重，平均发病率为

７３．３％；‘米拉’是发病最轻的品种，平均发病率为

１３．３％。许春艳
［１０］于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调查了云

南省马铃薯冬作区粉痂病的发生情况，显示冬作区

粉痂病也普遍发生。

本实验室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对云南省马铃薯

粉痂病进行了病害普查，距今已１０年之久。云南马

铃薯的种植制度、主栽品种以及生产方式发生了较

大的改变，为进一步掌握粉痂病在云南省的分布和

发生情况，本研究于２０１８年开始调查采集样品，以

期明确云南省马铃薯粉痂病的分布及发生情况，以

及主要栽培品种的感病情况，为云南省马铃薯土传

病害防控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地点

围绕云南省马铃薯的种植区划，本次病害调查

涵盖云南省主要的马铃薯种植区域。因秋作区面积

相对较小，本次调查主要分布在春作区和冬作区。

春作区调查区域为昆明市寻甸县，昭通市昭阳

区、鲁甸县，曲靖市马龙区、会泽县、宣威市，丽江市玉

龙县，大理州洱源县和剑川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冬作区包括德宏州芒市、盈江县、梁河县，临沧

市云县，大理州南涧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文山

州文山市，玉溪市江川区。

１．２　调查品种

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共计调查１９个品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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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丽薯６号’‘青薯９号’‘宣薯２号’‘云薯１０５’‘丽

薯７号’‘云薯５０５’‘中甸红’‘滇薯６号’‘昭薯６号’

‘威芋５号’‘靖薯７号’‘剑川红’‘希森６号’‘云薯

１０４’‘靖薯６号’‘云薯１０７’‘云薯３０４’和‘南甸红’。

１．３　调查方法

在马铃薯收获期，在所选县（区）挑选２个主栽

马铃薯的乡镇，每个乡镇选取当地主栽品种，采用对

角线取样法选取有代表性五点进行调查取样。每个

点面积约为１５ｍ２，随机取３０～５０个块茎记录薯块

总数，感病薯块数以及薯块的病级，计算发病率和病

情指数。

发病率＝（发病薯块数／总薯块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
∑（各级病薯块数×各级代表值）
调查总薯块数×最高级代表值

×１００。

１．４　病害等级记录的标准和方法

粉痂病的分级标准采用欧洲使用的６级分级

标准［１１］。

１级：病斑面积占薯块总面积的１％～２％（平均

１％），２级：病斑面积占薯块总面积的２．１％～５％（平

均３．６％），３级：病斑面积占薯块总面积的５．１％～

１０％（平均７．６％），４级：病斑面积占薯块总面积的

１０．１％～２５％（平均１８％），５级：病斑面积占薯块总

面积的２５．１％～５０％（平均３７．６％），６级：病斑面积

占薯块总面积的５０％以上（平均７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云南省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马铃薯粉痂病发生

分布情况

　　滇西北大春一季作区共调查了１０个县（区），结

果显示都有粉痂病发生（表１）。

滇南、滇西南马铃薯冬播一季作区调查了９个

县（区），结果显示除芒市、南涧县、石屏县、云县４个

县市外，其余地区都有粉痂病发生（表１）。

总体来说，马铃薯粉痂病在云南省的分布范围

较广，春作区、冬作区都有发生，春作区的发生范围

较冬作区广。

２．２　不同地区马铃薯粉痂病发生情况

２．２．１　春作区概况

春作区共调查了１０个县（区），发病率从

１１．７１％～５１．７２％不等，平均发病率为２５．０８％，

病情指数为８．２４。其中丽江市玉龙县的发病最严

重，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５１．７２％和１５．１５；

寻甸县次之，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３４．０８％和

１１．１４；鲁甸县发病最轻，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

为１１．７１％和４．１６。调查的区域都有粉痂病发生，

可见粉痂病在云南省马铃薯春作区普遍发

生（表１）。

２．２．２　冬作区概况

冬作区共调查９个县（区），发病率从０～

２３．３０％不等。马铃薯粉痂病在冬作区部分产区有

发生，平均发病率为４．９３％，病情指数为２．３９。其

中文山市的发病率最高，达到２３．３０％，病情指数为

１１．４９；盈江县次之，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

１６．０６％和６．５５。梁河县、开远市、江川区３地虽有

粉痂病发生，但发病率均低于５％。而芒市、石屏

县、南涧县、云县未发现有粉痂病发生。因此在云南

省马铃薯冬作区，虽有马铃薯粉痂病发生，但发生区

域和强度均明显低于春作区（表１）。

表１　云南省马铃薯主要产区粉痂病发生概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狏犲狉狏犻犲狑狅犳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狆狅狑犱犲狉狔狊犮犪犫犻狀犿犪犻狀狆狅狋犪狋狅狆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犪狉犲犪狊狅犳犢狌狀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主产区

Ｍ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

调查地点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海拔高度／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春作区Ｓｐｒｉｎｇｃｒｏｐａｒｅａ 昭通市鲁甸县 ２９４０ １１．７１ ４．１６

昭通市昭阳区 ２７５１ １１．９６ ２．４１

曲靖市马龙区 ２２５０ １２．２２ ４．０３

曲靖市会泽县 ２５８０ ２６．７８ ８．１３

曲靖市宣威市 ２１３０ ２７．２０ １１．６０

大理州洱源县 ２６５０ ２３．４１ ９．１５

大理州剑川县 ２９５２ ３２．０８ ９．７８

丽江市玉龙县 ２８８９ ５１．７２ １５．１５

香格里拉市 ３２８２ １９．６５ ６．８３

昆明市寻甸县 ２５００ ３４．０８ １１．１４

春作区平均Ｓｐｒｉｎｇｃｒｏｐａｒｅａ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５．０８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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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主产区

Ｍ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

调查地点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海拔高度／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冬作区Ｗ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ａｒｅａ 德宏州芒市 ９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０

德宏州梁河县 １１０８ ０．４８ ０．３６

德宏州盈江县 ８３１ １６．０６ ６．５５

红河州开远市 １４５０ ３．６４ ２．２７

红河州石屏县 １４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大理州南涧县 １４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临沧市云县 １０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玉溪市江川区 １８２０ ０．８５ ０．８５

文山州文山市 １３５５ ２３．３０ １１．４９

冬作区平均Ｗ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ａｒｅａａｖｅｒａｇｅ ４．９３ ２．３９

云南省平均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５．０１ ５．３２

２．３　马铃薯不同品种发病情况

２．３．１　春作区不同品种发病情况

春作区调查的１７个马铃薯品种（系）均感染马铃

薯粉痂病，发病率从４．４４％～３８．５３％不等。其中‘剑

川红’发病最严重，其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

３８．５３％和１５．５８；其次是‘丽薯７号’，发病率和病

情指数分别为３７．８８％和１２．０７。发病最轻的是‘宣

薯２号’，发病率为４．４４％，病情指数为４．４４（表２）。

２．３．２　冬作区不同品种发病情况

冬作区调查的４个马铃薯品种（系）发病率从

０～２３．０８％不等。其中‘云薯３０４’发病率最高，为

２３．０８％，病情指数为１０．１３。冬作区主栽品种‘合

作８８’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１１．６７％和５．７０；而

主栽品种‘丽薯６号’发病较轻，发病率为０．８９％，

病情指数为０．４０。当地品种‘南甸红’没有发病，值

得进一步研究（表２）。

表２　云南省马铃薯不同品种粉痂病发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狆狅狑犱犲狉狔狊犮犪犫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狅狋犪狋狅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犻狀犢狌狀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主产区　Ｍ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ｒｅａ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ｌｉｎｅ）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春作区Ｓｐｒｉｎｇｃｒｏｐａｒｅａ 合作８８ １８．１４ ５．８４

青薯９号 ２５．４８ ８．１８

云薯５０５ １２．８９ ５．２３

宣薯２号 ４．４４ ４．４４

丽薯６号 ３０．５０ ７．２８

云薯１０７ ２７．３７ １１．３２

昭薯６号 １５．９０ ３．９０

靖薯７号 １３．００ ７．５０

靖薯６号 １６．００ ５．００

云薯１０５ １２．９４ ４．３４

威芋５号 １３．７０ ５．０６

云薯１０４ １３．００ ５．３３

滇薯６号 ２７．２０ １１．６０

丽薯７号 ３７．８８ １２．０７

中甸红 １６．６７ ７．５２

剑川红 ３８．５３ １５．５８

希森６号 ３５．８０ ２１．０５

冬作区Ｗ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ａｒｅａ 丽薯６号 ０．８９ ０．４０

合作８８ １１．６７ ５．７０

云薯３０４ ２３．０８ １０．１３

南甸红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３　同一品种不同种植区粉痂病发生分析

在春作区和冬作区调查的品种中都有‘合作

８８’和‘丽薯６号’，其中‘合作８８’在冬作区的发病

率低于春作区，病情指数在两个作区基本一致；‘丽薯

６号’在冬作区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明显低于春作

区。春作区的种薯质量参差不齐，且田间管理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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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低于冬作区。春作区的连作现象较为常见，土壤

带菌量高，病害发生率高。冬作区的种薯都是采用外

地调种，且冬作区大多都是水旱轮作区，土壤带菌量

较少。因此，同一品种在冬作区发病较春作区轻。

２．４　云南省不同年份马铃薯粉痂病发生情况对比

分析

２．４．１　春作区发生情况对比分析

对比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８年云南省马铃薯春作区粉

痂病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０５年马铃薯粉痂病的

发病率均高于２０１８年。丽江市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８年

粉痂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都是最高的，但２０１８年

明显低于２００５年。宣威市和寻甸县两年的粉痂病

发生情况基本一致，但病情指数略有升高。昭阳区、

会泽县、香格里拉市３个地区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均

大幅度下降（表３）。

两次调查中均有的品种‘合作８８’‘中甸红’和

‘滇薯６号’，其发病率和病情指数２０１８年较２００５

年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合作８８’发病率下降幅度

最大，下降５５．１６百分点，病情指数下降１７．６６；‘滇

薯６号’发病率下降２６．３百分点，病情指数下降

３．１６；‘中甸红’发病率下降２０．４３百分点，病情指数

下降０．７０（表４）。

表３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８年马铃薯粉痂病发生情况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狊狅犳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狆狅狋犪狋狅狆狅狑犱犲狉狔狊犮犪犫犻狀狋犺犲狊犪犿犲犪狉犲犪犻狀２００５犪狀犱２０１８

调查地点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０５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８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昭阳区Ｚｈａｏ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５８．２０ １４．１０ １１．９６ ２．４１

会泽县Ｈｕｉｚｅｃｏｕｎｔｙ ６２．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６．７８ ８．１３

宣威市Ｘｕａｎｗｅｉｃｉｔｙ ２７．４０ ４．８５ ２７．２０ １１．６０

寻甸县Ｘｕｎｄ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３７．００ ９．１８ ３４．０８ １１．１４

丽江市Ｌｉｊｉａｎｇｃｉｔｙ ６９．９０ １７．６０ ５１．７２ １５．１５

香格里拉市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ｃｉｔｙ ３５．３０ ７．８９ １９．６５ ６．８３

表４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８年同一马铃薯品种粉痂病发生情况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狊狅犳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狆狅狑犱犲狉狔狊犮犪犫犻狀狋犺犲狊犪犿犲狆狅狋犪狋狅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犻狀２００５犪狀犱２０１８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２００５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８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合作８８ Ｈｅｚｕｏ８８ ７３．３０ ２３．５０ １８．１４ ５．８４

滇薯６号 Ｄｉａｎｓｈｕ６ ５３．５０ １４．７６ ２７．２０ １１．６０

中甸红 Ｚｈｏｎｇｄｉａｎｈｏｎｇ ３７．１０ ８．２２ １６．６７ ７．５２

　　从调查地点和调查品种的发病情况对比来看，

现在大多数地区和品种的发病情况有了较大幅度的

降低。这很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第一，种薯质

量的提升。目前云南省马铃薯的种薯质量有了很大

幅度的提升，基本形成具有高原特色的云南脱毒马

铃薯种薯繁育体系。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建立了核心种苗库，向全省提供核心种苗。以

云南英茂集团大理种业、云薯公司、高原公司等为代

表的企业生产原原种。以庆华专业合作社、青松种

业为代表的专业合作生产一级种薯。这些种薯生产

单位向全省生产和销售合格种薯，种薯不带菌，可以

很好地降低土传病害的发生。第二，主栽抗病品种

的应用。以前的主栽品种‘米拉’‘会薯２号’

‘ＰＢ０４’‘威芋３号’‘丽薯１号’等现在只在局部地区

有种植，而抗病品种‘丽薯６号’种植面积扩大，年种

植面积近２０万ｈｍ２，感病品种‘合作８８’的种植面积

由原来的近３３．３３万ｈｍ２ 降低到年种植面积不足

２０万ｈｍ２。第三，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云南推广

的高垄双行种植技术较之前的平播技术在水肥管理

方面有了较好提高，不利于粉痂病菌游动孢子在土

壤中的传播；与豆类，禾谷类作物轮作的观念也逐渐

进入种植户中，能够实现短期轮作。第四，种薯处理

技术的提升。在发病较严重的地块进行薯块的处

理，通常采用福尔马林、磷酸铜、生物拌种剂等处理

薯块来降低种薯带菌，从而减轻新生薯块受粉痂病

菌侵染的程度。第五，加强技术培训工作。农业农

村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的实

施，云南省现代农业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的技术支

持，云南省科技厅种业重大专项实施等，加强了科技

培训和示范的力度，科技投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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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减轻土传病害的发生。

２．４．２　冬作区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８年不同马铃薯品种

粉痂病发病情况分析

　　２００８年云南省马铃薯冬作区主要集中在德宏

州，故当年的调查地点只涉及德宏州。至２０１８年，

除德宏州外，云南省冬作区马铃薯种植区域又逐步

扩大到红河州、文山州、大理州、临沧市和玉溪市等。

对比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８年马铃薯粉痂病在德宏州

发病情况可以看出，德宏州２００８年马铃薯粉痂病的

发病率为９１．８７％，２０１８年的发病率为７．６１％，马铃

薯粉痂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表５）。

２００８年德宏州‘中甸红’发病率和病情指数最

高，分别为９７．７０％和８３．１４；‘合作８８’发病率和病

情指数最低，分别为８８．８０％和４７．２６。２０１８年德

宏州‘云薯３０４’发病率和病情指数最高，分别为

２３．０７％和１０．２６，最低是‘丽薯６号’和‘南甸红’，

发病率为０。

对比两次的调查结果，‘合作８８’依旧是德宏州

的主栽品种，２０１８年‘合作８８’的发病率是７．３７％，

病情指数是４．４７，较２００８年下降了８１．４３百分点和

４２．７９。

表５　德宏州冬作区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８年不同马铃薯

品种粉痂病发病情况对比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犻狀犮犻犱犲狀犮犲狅犳狆狅狑犱犲狉狔狊犮犪犫狅犳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狅狋犪狋狅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犻狀狑犻狀狋犲狉犮狉狅狆犪狉犲犪狊狅犳

犇犲犺狅狀犵狆狉犲犳犲犮狋狌狉犲犻狀２００８犪狀犱２０１８

调查年份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ｙｅａｒ

调查品种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ｅｔｙ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８ 合作８８ ７．３７ ４．４７

丽薯６号 ０．００ ０．００

云薯３０４ ２３．０７ １０．２６

南甸红 ０．００ ０．００

平均 Ｍｅａｎ ７．６１ ３．６８

２００８［１０］ 合作８８ ８８．８０ ４７．２６

爱德５３ ８９．１０ ３９．６７

中甸红 ９７．７０ ８３．１４

平均 Ｍｅａｎ ９１．８７ ５６．６７

目前云南省冬季马铃薯的主栽品种主要为‘合

作８８’和‘丽薯６号’等，相比之前的主栽品种只有

‘合作８８’，进一步增加了抗病品种的应用。粉痂病

的远距离传播途径主要是病薯和病土，冬作区的种

薯都是采用外地调种，随着种薯质量的提升，病薯的

带菌率下降，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病害的传播。此外

冬作马铃薯的收益较春作明显，０．０６７ｈｍ２ 收益近

５０００元，种植冬马铃薯的投入也较高，农户基本使

用全程植保服务理念，种植管理水平也较高。

因此，云南冬作马铃薯产区优质种薯的使用切

断了粉痂病菌的远距离传播，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

术的推广应用和水旱轮作降低了粉痂病的发生，进

一步凸显了科技的贡献力。

３　讨论

云南省无论从纬度、山区生态类型和气候条件，

都很适合马铃薯生长。云南省传统的马铃薯主产区

是滇东北和滇西北的春播区域，滇南和滇西南随着

冬季农业开发和科技进步，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成为

冬季马铃薯的重要产区［１］。随着云南省马铃薯产业

的发展，种植区域在逐渐扩大，尤其是冬闲田的开

发，冬季马铃薯的种植面积进一步增加，马铃薯粉痂

病也随之传播至冬作区。

马铃薯粉痂病是一种土传和种传病害，休眠孢

子囊在土壤中可以存活４～５年，最长可存活２０年。

马铃薯粉痂病的病原菌很难离体培养，并且存留在

土壤中很难被杀死，这就给粉痂病的防治工作带来

很多困难。

马铃薯是无性繁殖的农作物，由于农民长期自

留种薯、种植户之间相互换种薯和连续多年种植等

原因，易造成马铃薯种性退化、品种混杂、带病毒和

病菌严重，最终导致马铃薯产量降低和品质下降。

选育具有强劲市场竞争力的马铃薯品种和生产出相

应的健康种薯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云南省制定并

颁布了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技术规程。目前云南省

开展马铃薯育种的单位主要有１２家，基本形成具有

高原特色的云南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种薯周

年生产由核心种苗、原原种、原种和一级种生产构

成，极大地提高了种薯质量。云南省马铃薯的栽培

模式多样化，高垄双行栽培、玉米套作马铃薯、甘蔗

套种马铃薯等栽培模式对控制病害的发生起到积极

的作用。

４　结论

本文通过田间调查明确了马铃薯粉痂病在云南

省的分布与发生情况。马铃薯粉痂病在云南省１５

个马铃薯主产区普遍发生、分布广泛，在多数地区危

害较轻，局部地区危害较重，该病平均发病率为

１５．０１％，病情指数为５．３２，其中春作区马铃薯粉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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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发生较为普遍，平均发病率为２５．０８％，病情指

数为８．２４。冬作区马铃薯粉痂病在部分产区有发

生，平均发病率为４．９３％，病情指数为２．３９。与１０

年前相比，目前云南省马铃薯粉痂病发生危害程度

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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