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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炭疽病、 灰霉病、 白粉病发生规律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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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16—2018 年, 在建德、 诸暨、 嘉善开展草莓安全生产中的关键风险点草莓炭疽病、 灰霉病、 白

粉病三种病害的发生规律研究。 结果表明, 育苗期主要病害为炭疽病, 且发生逐年加重; 棚栽期主要病害为灰

霉病和白粉病, 总体发生程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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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人们对新

鲜果蔬需求量的日益增加, 我国草莓种植面积和产

量已高居世界首位[1]。 据统计, 草莓种植面积常

年约 6 667 hm2, 其中大棚栽培面积约 5 333 hm2,
育苗面积约 1 333 hm2, 总年产值约 10 亿元以上。
浙江省草莓主要产区有建德市、 临海市、 奉化市、
慈溪市、 嘉善县、 象山县、 苍南县、 金东区、 镇海

区、 衢江区等。 草莓产业已经成为浙江省高效特色

主导产业之一, 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 2016
年始, 浙江省在草莓、 杨梅等 9 种特色农产品上组

织实施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安全风险管控 (即

“一品一策”) 行动, 旨在明确风险危害等级, 研

究隐患治理技术, 制定科学管控策略[3]。 其中

2016 年至今, 通过在建德、 诸暨、 嘉善开展草莓

主要病害发生规律调查研究, 掌握草莓育苗期和棚

栽期生产中风险关键点, 为草莓质量安全提供

保障。

1　 调查方法

2016 年 5 月开始, 分别在建德、 嘉善、 诸暨

进行草莓病害调查, 每个地点选择 2 个定点大棚,
采取五点取样法, 记录病株率, 病害重发时采取普

查法调查草莓主要种植基地发生情况。

2　 主要病害种类

田间调查结果 (表 1) 表明, 草莓病害主要以

炭疽病、 黄萎病、 枯萎病、 青枯病、 叶斑病、 根腐

病、 白粉病、 灰霉病等为主, 前 5 种主要在苗期发

生, 后 2 种主要在棚栽期发生, 根腐病在苗期和棚

栽期均可发生, 其中炭疽病发生逐年加重, 给浙江

省草莓育苗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白粉病和灰霉病一

旦重发, 会给草莓质量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鉴于

此, 本试验主要针对炭疽病、 白粉病、 灰霉病发病

规律开展调查研究。

表 1　 草莓主要病害种类及发生情况
病害 部位 发生盛期 程度

炭疽病 匍匐茎、 短缩茎、 叶片 5—10 月 +++++
黄萎病 系统性病害 5—6 月、 9—10 月 ++
枯萎病 系统性病害 5—6 月、 8—9 月 ++
青枯病 系统性病害 6 月, 8—9 月 ++
叶斑病 叶片 5—6 月, 8—9 月 ++
根腐病 根部、 茎部 草莓生长期 +++
白粉病 花、 果实、 叶片、 叶柄 2—5 月, 10—12 月 +++
灰霉病 花、 果实、 花蕾、 叶片、 叶柄 2—5 月, 11—12 月 ++++

2. 1　 炭疽病

草莓炭疽病病原菌在 5 ~ 40 ℃均可生长, 最适

温度为 25 ~ 30 ℃, 相对湿度 80%以上, 是典型的

高温高湿型病菌[4]。 由图 1 可以看出, 2016 年 5
月到 2018 年 8 月, 草莓炭疽病发病逐年加重, 发

病盛期为 5—10 月。 浙江草莓育苗期为 4—8 月, 9
月份开始定植进入棚栽期, 11 月下旬大棚盖膜。
进入 5 月后, 气温回升, 炭疽病开始发生; 7—9
月进入高温天气, 如遇连续阴雨、 阵雨或台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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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炭疽病易重发, 移栽后易造成死苗; 11 月气

温降低, 大棚覆膜后炭疽病发病减轻。 2017 年 9
月定植后, 9 月下旬连续阴雨, 加上部分育苗田连

作, 田间病原基数高, 炭疽病重发, 平均死苗率将

近 30% , 严重田块达到 50%以上; 2018 年台风天

气频繁, 雷阵雨多, 育苗田炭疽病重发, 9 月定植

后, 如遇适宜气候, 炭疽病将持续重发, 给草莓育

苗和大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图 1　 2016—2018 年草莓炭疽病的发生情况

2. 2　 灰霉病

灰霉病病原菌喜温暖潮湿的环境[5], 气温

20 ~ 25 ℃、 湿度 90%以上, 或草莓植株上有积水,
病害容易暴发流行; 气温在 32 ℃以上或 2 ℃以下

时, 发病轻。 由图 2 可以看出, 2016 年 5 月到

2018 年 5 月, 草莓灰霉病平均病株率为 13% ~
45% , 平均病果率为 1% ~12% , 发病盛期为 2—5
月、 11—12 月, 且 各 年 份 间 发 病 程 度 接 近。
2016—2018 年草莓灰霉病发生期连续阴雨天气少,
加上农户防治及时, 整体发生程度中等, 但一旦发

生, 防治不及时, 病果率高, 果实失去商品价值,
易造成损失。

图 2　 2016—2018 年草莓灰霉病的发生情况

2. 3　 白粉病

草莓白粉病病原菌侵染适宜温度为 15 ~ 25 ℃,
相对湿度 80% 以上[4]。 由图 3 可以看出, 2016 年
5 月—2018 年 5 月, 草莓白粉病发病盛期主要在

3—5 月, 此时气温回升, 大棚内湿度增高, 平均

病株率最高可达 60% , 平均病果率可达 20% 。 此

时期草莓采收接近尾声, 田间管理粗放, 加重白粉

病的发生。 浙江省主要栽培品种为红颜和章姬, 对

白粉病抗性较强, 且在 11—2 月草莓主要采收期田

间管理精密, 不利于白粉病发病, 但采收后在果实

上发病, 使其失去商品价值。

图 3　 2016—2018 年草莓白粉病的发生情况

3　 小结与讨论

草莓因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高, 深受消费者喜

爱, 且种植收益好, 成为浙江地区草莓种植区农民

增收和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主要项目之一。 但草莓

生产中病虫害种类多, 发生情况复杂, 成为草莓安

全生产的关键风险点。 开展草莓主要病虫害发生规

律调查, 明确主要发生种类和为害程度, 了解其发

生盛期、 特点、 影响因子, 掌握防治适期, 是指导

科学防控、 保障草莓质量安全的有效手段。 本文调

查结果表明, 草莓育苗期炭疽病、 棚栽期灰霉病和

白粉病为草莓生产中的主要风险性病害。 2016—
2018 年炭疽病发生逐年加重, 已经成为制约草莓

育苗产业发展的瓶颈, 应在 5 月发病初期, 6—8
月发病盛期, 结合天气情况, 及时开展防治; 灰霉

病和白粉病虽然发生程度整体中等偏轻, 但因其发

病期贯穿整个草莓采收期, 尤其 11—12 月和 3—5
月应科学合理开展防控, 控制其为害, 降低草莓膳

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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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5—2017 年二化螟单季稻田间危害率

广, 栽培方式多样化, 单双季稻混栽, 移栽稻、 直

播稻、 抛秧稻、 再生稻并存, 进一步加重了二化螟

的发生与为害。

2　 二化螟防控对策

2. 1　 加强行政推动, 做好宣传发动与技术培训

2017 年龙游县府办公室下达 《龙游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2017 年水稻二化螟防控工

作的通知》 龙政办发 【2017】 34 号文件, 开展二

化螟 “灌水杀蛹” 现场电视宣传, 重点抓好二化

螟 “灌水杀蛹” 技术措施普及。 同时召开龙游县

水稻二化螟综合防控技术培训会, 进一步落实二化

螟综合防控关键技术措施。
2. 2　 加强虫情发生动态监测, 及时预警精准施药

在完善和规范龙洲街道柳村、 湖镇王家二化螟

性诱剂观察场系统观察的基础上, 2017 年新增塔

石泽随二化螟性诱剂观察点, 同时新增 3 台宁波纽

康数字化监测仪器, 2 台北京依科曼闪讯 TM 二化

螟远程实时监测系统, 不断提高害虫监测信息化水

平, 推进区域化预报进程, 为二化螟准确预报及防

控提供科学依据。
2. 3　 加强区域综合防控, 多种技术措施并用

2. 3. 1　 灭茬翻耕、 灌水杀蛹, 降低虫口基数

提倡低茬收割, 晚稻收获时尽量降低稻桩高

度, 开展稻桩粉碎, 减少越冬虫量; 根据区域二化

　 　

螟性诱监测情况, 在越冬代二化螟化蛹高峰期, 对

冬闲田、 绿肥田进行翻耕, 将残留稻桩、 稻草翻入

土中, 并灌水淹没保持 7 ~ 10 d, 杀灭越冬代虫蛹,
降低虫口基数。
2. 3. 2　 种植香根草诱集, 减少大田落卵量

在稻田机耕路两侧种植诱虫植物香根草, 丛间

距 3 ~ 5 m, 诱集二化螟成虫产卵, 减少二化螟在

水稻上的着卵量。
2. 3. 3　 连片布置性诱器

从越冬代成虫羽化始期开始, 全程应用二化螟

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杀雄性成虫; 大面积连片使用,
平均每 667 m2 安置 1 个性诱捕器, 每个性诱捕器

间距 25 m 左右, 采用外密内疏的布局方法, 区域

内非稻田同样放置; 诱捕器放置高度为诱捕器底部

高于地面 50 ~ 80 cm; 选用持效 2 个月以上的长效

诱芯, 及时更换诱芯。
2. 3. 4　 合理调整防控策略, 科学精准用药

根据区域不同虫口基数制定不同的防控对策,
重点区域重点防控。 虫口基数高的单双混栽区域双

季稻防控对策: 狠治一代二化螟, 重视四代二化螟

防控; 虫口基数高的单双混栽区域单季稻: 重点抓

好二代二化螟前后峰 2 个关键点的防控, 降低三代

二化螟虫口基数。 选择对口药剂, 严格控制施药量

和施药次数, 同时加强药剂轮换和混配用药, 延缓

二化螟的抗药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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