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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黄萎病的防治现状及对策
孟丽丽

（河北省玉田县农业农村局，河北唐山，064100）

摘 要：黄萎病是茄子生产阶段比较常见的一类病害，又被称为茄子的癌症，该种疾病会严重威胁到茄子的正常生长发育，短

时间内就会造成大量的茄子枯萎死亡，降低茄子的产量和品质。茄子种植过程中产量又与种植户的经济效益息息相关，所以注重做好

黄萎病的针对性防范对，保证种植安全有着很大帮助。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在探讨茄子黄萎病的危害特征、危害规律的基础

上，明确了黄萎病的综合防治对策，希望对更好的提升该类疾病的防控成效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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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原学特征

大丽轮枝菌是一种土壤中的真菌，可以引起茄子的

黄萎病。大丽轮枝菌的菌丝无色透明，分支状，具隔

膜。分生孢子梗从菌丝上长出，单生或簇生，呈轮状排

列。分生孢子呈梭形或椭圆形，无色透明，单胞或双

胞。病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繁殖较快，适宜

的生长温度为20~25℃。该病害在土壤中可长期存活，但
需较高的土壤含水量。大丽轮枝菌对土壤中的营养物质

要求较高，尤其是氮元素。在含氮丰富的土壤中，病害

发生较为严重。

2 循环侵染规律

大丽轮枝菌是一种土壤真菌，主要以菌丝和分生孢

子的形式存在于土壤中。大丽轮枝菌通过分生孢子侵染

茄子。当分生孢子接触到茄子叶片、茎部等部位时，会

萌发并侵入寄主细胞。在侵染过程中，病菌会分泌一些

酶类物质，分解寄主细胞内的营养物质，从而完成生活

史的繁殖阶段。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大丽轮枝菌会

迅速繁殖，产生大量的分生孢子。这些分生孢子通过风

雨、水滴等途径传播到其他茄子植株上，再次引发侵

染。这种循环侵染会导致病害逐渐加重，严重时导致茄

子植株死亡。大丽轮枝菌不仅可以侵染茄子，还可以侵

染其他茄科植物，如辣椒、番茄等。因此，在病害发生

区域内，多种茄科植物共同存在时，病害容易通过交叉

感染传播。

3 流行特点

从流行特点来看病害发生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温

暖、潮湿的环境有利于病菌的繁殖和侵染。病害在茄科

植物中广泛发生，包括茄子、辣椒、番茄等。病害传播

途径多样，通过风雨、水滴等途径实现分生孢子的传

播。病害发生具有循环侵染的特点，即分生孢子侵染寄

主后，产生新的分生孢子，再次侵染其他寄主。从发病

原因来讲大丽轮枝菌是一种土壤真菌，以菌丝和分生孢

子的形式存在于土壤中。病害的发生与寄主植物的抗病

性有关。抗病性弱的植株更容易感染病害。土壤中含氮

量较高、湿度较大时，有利于病菌的生长和繁殖。种植

密度过大、通风透光条件差、过量施用氮肥等因素都可

能导致病害发生。

4 发病症状

大丽轮枝菌致茄子黄萎病的潜伏期在土壤条件和环境

温度等因素的影响下会有所变化。一般来说，潜伏期约为

1~4周。大丽轮枝菌进入茄子的根系后，会迅速引起根系
的黄化和枯萎。受感染的根部会逐渐变软，颜色变黄，并

出现黑色或深褐色的腐烂斑点。随着病情的进展，大丽

轮枝菌会从根部侵入茄子的茎部。受感染的茎部会出现

褐色、软化和萎缩的病斑，并逐渐蔓延至茎部的上部。受

感染的茄子叶片会出现黄化、萎缩和干枯的病斑，从叶尖

或边缘开始扩展。病斑逐渐变褐，叶片变得无力，容易掉

落。随着病情的发展，茄子植株整体会出现衰弱、生长停

滞和凋落的现象。植株的叶片会逐渐变黄，并出现死亡的

现象。从组织学角度来看受感染后大丽轮枝菌在茄子根部

引起坏死和褐变。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根皮层和木质

部发生明显的细胞坏死和腐烂。真菌丝通过侵入根部的木

质部细胞并迅速扩散，导致根部的水分和养分吸收能力下

降。大丽轮枝菌在茄子茎部引起茎脖象形菌核结构。这是

指真菌感染茄子茎部的导管束组织，导致导管堵塞和水分

传输受阻。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导管束细胞发生坏死

和腐烂，茎部细胞也呈现褐化和坏死。受感染的茄子叶片

会出现黄化、萎缩和干枯的病斑。显微镜下观察，病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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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会看到细胞间隙增大，细胞膜破裂和受损，细胞中的胞

质逐渐丧失。

5 综合防治措施

5.1 合理轮作

轮作方案在制定过程中应该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土

壤状况、茄子品种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制定合理的轮作

方案。避免茄科植物连作，可以选择与非茄科植物进行

轮作，如十字花科、豆科等作物。考虑作物的生长周期

和病虫害发生规律，确保轮作方案的实施能够降低病害

发生风险。茄子在栽培过程中应该选择合适的种植地

点，确保土壤肥沃、排水良好、通风透光。选用抗病品

种，提高茄子的抗病能力[1]。在种植前对土壤进行处理，

如消毒、施用有机肥等，改善土壤环境。合理密植，保

持适当的种植密度，避免植株过密导致病害传播。

5.2 构建科学的施肥方案

茄子在生长过程中应该做到科学施肥，尤其是要严格

控制氮肥的使用量。有条件的地区在进行施肥前，需要

对土壤进行取样检测，了解土壤的肥力状况、有机质含

量、酸碱度等。根据检测结果，制定合适的施肥方案。

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应该坚持合理使用有机肥。有机肥

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有利于

提高茄子的抗病能力。适量施用有机肥，如农家肥、堆

肥、绿肥等，有利于茄子生长和病害防治。过量施用氮

肥会导致茄子生长旺盛，抗病能力降低，容易感染大丽

轮枝菌致茄子黄萎病。因此，在施肥过程中，要严格控

制氮肥的使用量。根据土壤肥力状况、茄子品种和生长

阶段，合理确定氮肥施用量。磷、钾肥对茄子的生长和

抗病能力有重要影响。适量施用磷、钾肥，有利于提高

茄子的抗病能力，降低大丽轮枝菌致茄子黄萎病的发病

率。磷、钾肥的施用量应根据土壤肥力状况、茄子品种

和生长阶段进行调整。采用合适的施肥方法，如基肥、

追肥、叶面喷施等，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减少氮肥的

流失和挥发。同时，注意在雨后或灌溉后施肥，避免

肥料流失。同时，配合使用生物菌肥。生物菌肥中含有

多种有益微生物，可以改善土壤环境，抑制病原菌的生

长。在施肥过程中，可以配合使用生物菌肥，以提高茄

子抗病能力，降低大丽轮枝菌致茄子黄萎病的发病率。

5.3 整地施肥

土地的翻耕整地一般选择在茄子生长季节结束后的

休耕期进行翻耕整地，一般在秋季或春季进行，避免在

茄子生长季节进行翻耕整地，以免影响茄子生长和病害

防治，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土壤状况，选择适宜的翻耕

整地时机。深度翻耕，通常翻耕深度在20~30cm，以打破

土壤犁底层，改善土壤结构，全面翻耕，将土壤表层的

有机质翻入底层，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整地要平整、

土壤松散、排水良好，以利于茄子生长和病害防治。结

合整体，还需要做好底肥的湿入工作，选择有机肥和复

合肥[2]。有机肥如农家肥、堆肥、绿肥等，可以改善土

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复合肥含有多种营养元

素，有利于茄子生长。根据土壤肥力状况、茄子品种和

生长阶段，合理确定底肥施入量。通常情况下，施入有

机肥1000~2000kg/667m2，复合肥30~50kg/667m2。注意

控制氮肥施用量，避免过量施用氮肥导致茄子生长旺

盛，抗病能力降低。

5.4 微生态制剂应用

茄子黄萎病防控中，微生态制剂的应用有助于改善土

壤环境，抑制病原菌生长，提高茄子的抗病能力。生物

有机肥含有多种有益微生物和有机质，可以改善土壤结

构，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此外含有特

定种类的有益微生物，如枯草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等，

具有抑制病原菌生长、促进植物生长等作用。另外如纤

维素酶、蛋白酶等，可以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质，提高

土壤肥力，抑制病原菌生长[3]。根据土壤状况、茄子品

种和生长阶段，合理确定微生态制剂的使用剂量。通常

情况下，施入生物有机肥1000~2000kg/667m2，生物菌剂

2~4kg/667m2，生物酶制剂1~2kg/667m2。在应用过程中可

以在翻耕整地时，将微生态制剂与有机肥、复合肥混合

均匀后施入土壤。或者在茄子生长过程中，根据需要进

行追肥，将微生态制剂与水混合后进行叶面喷施或灌溉。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茄子黄萎病近年来呈现出逐渐高发流行

的趋势，种植户在黄萎病防控过程中一直坚持传统的药

物防治手段，导致防治效果逐渐变差，病原的耐药性逐

渐增强。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逐渐加快，在茄子

黄萎病防控过程中，要逐渐转变单一化学药物防治为主

的理念，要结合病害的发生流行特点，流行趋势，构建

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从而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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