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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番茄蕨叶病是一种病毒病，其病毒为黄瓜花叶病毒，在河套灌区危害较重。为了防
止番茄蕨叶病的发生，现对蕨叶病的发病特征、传播途径及发病的生态环境进行简述；并提出了
防治蕨叶病应加强种子消毒及病源控制，加强物理防治、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及化学防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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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河套灌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半荒漠草原地

带，光热资源丰富，土地资源广阔，是继新疆之后我国第

二大优质番茄生产基地［１］。随着番茄栽培面积的不断

增大，番茄病害也日趋严重。番茄蕨叶病是一种病毒

病，在苗期至开花期发生较重，严重影响了番茄产量。
现结合 河 套 灌 区 番 茄 蕨 叶 病 的 发 生 状 况 及 相 关 文

献［２－７］，对其发病症状及规律进行介绍，并提出了防治

方法。

１　病原菌及发病症状

１．１　病原菌

番茄 蕨 叶 病 为 黄 瓜 花 叶 病 毒（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简称ＣＭＶ）。病毒粒子呈球状，直径约３０ｎｍ，致
死温度为６０～７０℃，稀释终点为１０－４，体外存活期３～
４ｄ。
１．２　发病症状

在苗期至开花期发生较重，番茄染病后，植株明显

矮化，病株上部的叶、叶柄、嫩枝的叶肉组织退化，沿叶

脉褪绿，叶片部分或全部仅存主脉，后变成细线状，不扩

展，茎节短小，呈丛生状。侧枝均生蕨叶状小叶，复叶节

间缩短。中、下部叶片向上卷成筒状，节间缩短。病轻

时植株黄花矮缩，花冠加厚成巨型花，结果小或畸形。
重病时植株花蕾未开便坏死，随病害发展，中下部枝叶

逐渐坏死焦枯，病株产生新根，旧根坏死。

２　发病规律

２．１　传播途径

病毒主 要 在 活 的 寄 主 体 内 越 冬，部 分 种 子 可 带

毒［５］。冬季温室的番茄、辣椒、芹菜、黄瓜及菠菜、多年生

杂草（酸浆、鸭跖草）、十字花科蔬菜等为病毒的越冬寄

主，第２年春天成为田间传播的最初毒源，发病后由蚜

虫传播，造成蔓延流行。植株间汁液接触及田间农事操

作也可传播病毒。蚜虫的发生、繁殖和迁飞会影响该病

的发生与流行，通常在有翅蚜量高峰后１０ｄ左右出现病

害高峰。
２．２　发病的生态环境

高温、干热和强光照有利于病毒增殖，也有利于蚜

虫繁殖、迁飞。在气温高于２５℃，天气干旱的情况下极

易发病蔓延。田间管理粗放、偏施氮肥、植株生长瘦弱、
土壤贫瘠、板结、排水、通风不良等均利于病害发生。河

套灌区冬季寒冷，田间无越冬菠菜、十字花科蔬菜等，病
源主要来源于带病毒的种子及温室蔬菜。河套灌区６～
７月为干旱高温期，此期灌溉水往往短缺，且土壤含盐量

较高，土壤通透性较差，易发生病害。河套灌区土壤主

要为灌於土，有机质含量较低，缺硼较普遍，往往易导致

碳水化合物向根部运送困难，上部叶片失绿或黄褐、萎
缩，根部变黑，发生病害。

３　防治技术

河套灌区番茄蕨叶病的病源主要来自于带病毒的

种子及温室蔬菜，针对发病特点，主要进行以下防治。
３．１　物理防治

种子消毒：播种前先将种子放入５５～６０℃的温水中

浸泡１５～３０ｍｉｎ，杀死病毒。黄板诱蚜：利用蚜虫的趋

黄性，在黄色的木板上涂上机油，诱杀蚜虫，减少病毒传

播。驱避蚜虫：蚜虫对银灰色有负趋性，在田间悬挂、覆
盖银灰膜或银灰色遮阳网，可驱避蚜虫；也可用防虫网

覆盖隔离蚜虫。
３．２　农业防治

选择品种：不同品种的发病率不同，应选用适应当

地生态环境的高产、优质、抗病、耐虫的品种。适期播

种：适时早栽或晚栽，避开蕨叶病流行期及蚜虫高发期，
促进秧苗早发，增强抗病性。河套灌区育苗时应培育壮

苗、大苗，使植株早发棵、早成龄，使其在干热季节来临、
病毒易感病前开花坐果，减少病害发生。清园：将前茬

１５１



·植物保护· 北方园艺２０１２（１９）：１５１～１５２

作物，尤其病株清理干净，带出田外集中处理。对于温

室蔬菜，采用喷药、熏蒸方法进行消毒，以杀死病菌、害
虫，尤其是蚜虫、白粉虱等，减少温室菌源对大田番茄生

长的影响。种植前彻底铲除田间及四周杂草，适当远离

越冬菠菜、十字花科蔬菜。定植时剔除病株。培肥土

壤：精细整地，撒施４５　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的腐熟的鸡粪，沟施

１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ｋｇ／ｈｍ２并加入３００ｋｇ／ｈｍ２磷酸二铵及

粉碎的饼肥１　５００ｋｇ／ｈｍ２，培育壮秧。中耕锄草：及时

中耕除草及培土，促进发根，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去

除病株：发现少量病株应及时拔除，带出田外处理。在

绑蔓、整枝、蘸花和摘果时，应先处理健壮株，后处理发

病株。禁止人为传播：接触过病株的手和工具要及时用

肥皂水或磷酸三钠水冲洗、消毒。打杈时用手推杈，减
少伤口，减少汁液传毒，及时消灭蚜虫、白粉虱等传毒害

虫。及时灌溉：河套灌区番茄栽培在开花初期采用漫

灌，干旱的７月份根据番茄生长状况及土壤墒情，及时

灌溉，防止高温缺水，一般改漫灌为沟灌或膜下滴灌，降
低病害发生条件。调节番茄生长环境：田间适当间作高

秆作物，如适当间作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遮荫降温，改
善田间小气候或种植可引诱蚜虫喜食的作物，以减轻病害

发生。干热季节喷水，减轻干热风危害，可减轻病害发生。
３．３　生物防治

利用烟草花叶病毒弱毒疫苗和黄瓜花叶病毒弱毒

疫苗，单独或混合接种，能降低植株的病毒感染率和发

病程度，并能提高番茄产量。
３．４　喷洒病毒钝化剂

豆浆、牛奶和脱脂奶粉在发病前定期喷洒叶片能防

病和使症状减轻。用１　０００倍液的脱脂奶粉从幼苗期每

７～１０ｄ定期喷雾，定植时用１００倍液浸苗能预防病毒病

的发生。脱脂奶粉喷洒后，能在茎叶上形成一层很薄的

蛋白膜，使活化的病毒不能活化，从而阻止病毒入侵，减
轻病害发生。
３．５　化学防治

种子处理：先将种子放入清水中浸泡３～４ｈ，再放

入１０％磷酸三钠溶液中浸种３０ｍｉｎ，然后用清水冲洗干

净，再 催 芽 播 种。农 药 防 治：发 病 初 期 用２０％病 毒 Ａ
５００～６００倍液、０．５％菇类多糖蛋白水剂３００倍液、２０％
盐酸吗啉胍乙酸铜可湿性粉剂５００倍液、３％三氮唑核苷

水剂５００倍液、１．５％的植病灵乳剂１　０００倍液、５％菌毒

清水剂３００～５００倍液、２％宁南霉素水剂１５０～２５０倍

液、双效灵１００～２００倍液进行叶面喷雾。每隔１０ｄ喷

１次，连续２～４次。喷药时加入０．１％～０．２％ 的磷酸

二氢钾、硫酸锌、硫酸铜、硝酸钙、硼酸等，可提高植株的

耐病性及防止营养失衡。防治蚜虫：释放食蚜蝇、蚜茧

蜂等蚜虫天敌，扑杀蚜虫。蚜虫发生时 用 净 叶 宝Ⅱ号

１　５００倍液或２０％ 绿保素２　５００倍液，或１０％安绿宝

４　０００倍液，或５０％抗蚜威２　０００倍液，或５０％溴氰菊酯

３　０００倍液喷雾。自制农药防治：铜铵合剂灌根及喷雾，
能有效地防治番茄蕨叶病。配制方法：用５５０ｇ碳酸氢

铵与１００ｇ硫酸铜（捣细）混匀后用塑料袋或灌子密封

２４ｈ，便可制成铜铵合剂。施用方法：５００ｇ铜铵合剂兑

水１２５ｋｇ对发病植株灌根，每株用量不超过０．２ｋｇ，同
时对全田用３００倍叶面液喷雾。隔３ｄ再喷１次，一般

防治２次即可生效，个别严重的防治３次，铜铵合剂在

制作时不能漏气，使用浓度应逐渐加高，幼苗期应控制

在３００倍以上，成株后可加大到２００倍，注意不要灼伤

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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