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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危害症状

细菌性溃疡病菌是由密执安棒杆
菌密执安亚种引起的一种重要的细菌
病害，由植株的伤口、叶毛、根、气
孔和其他自然孔口或幼嫩果实表面侵
入植物组织。由于细菌性溃疡病发生
初期隐蔽性较强，因此菜农应熟悉其
危害特点，提早发现病害并及时进行
防治。

叶片局部萎蔫。细菌性溃疡病发
生初期，仅在中午高温时段，植株个
别叶片的局部小叶呈萎蔫状态，两三
日内可恢复正常，此后萎蔫加重甚至
呈干枯状态，然后萎蔫范围扩大，严

重者死棵。
维管束变褐、茎秆糠心。生长健

壮的西红柿茎秆硬实、饱满，含水量高。
但感染细菌性溃疡病的植株，萎蔫严重
叶片附近的茎秆相对干瘪，用手捏其易
变形，纵剖后髓部呈糠心状态，且维管
束有线状变褐的情况，一般是从整枝打
杈伤口处开始至萎蔫叶片。

果实“鸟眼斑”。这是溃疡病最典
型的表现，病菌可通过幼嫩果实表面
侵入，造成果实皱缩、畸形，由外部
侵染果实引起“鸟眼状”斑点。但近
两年来，西红柿感染细菌性溃疡病
后，该症状症状表现较少，这也是该
病难辨识的主要原因。

不定根或根突。部分染病植株中下
部茎秆着生有不定根或根突。这是植株
染病后，维管束受损，营养转运受阻致
供应不足，自身应激的一种表现。

预防办法

细菌性病害发生、流行的两大要
素是伤口和湿度，那么，做好这两方
面的工作，即能很好地预防细菌性溃
疡病。

减少伤口，切断传播途径。合理
地整枝打杈能优化株型结构，增加株
间通透性，提高产量，这是产生伤口
的主要原因。若整枝打杈遇阴雨天气
或棚内湿度大时，伤口愈合不及时便
会成为致病细菌侵染的入口。因此，
菜农应选择晴好天气进行整枝打杈，
并在操作完成后紧跟喷施一次杀菌
剂，重点预防细菌性病害。

降低棚内湿度。当前季节，菜农
应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浇水后至少要
有两三天的晴好天气，便于加大通风
量快速排湿；阴雨天气时，雨停即通
风，或者不下雨时也应保持通风口呈
敞开状态，避免形成高温弱光或高温高
湿环境，这都会蔬菜生长不利，且利于
细菌性病害的发生和传播。

药剂防治

由于细菌性溃疡病具有叶片萎蔫

的症状表现，因此，菜农应在高温时段
进棚观察，早发现早治疗。

化学药剂防治时，菜农要注意多种
用药办法，如上喷下冲结合药剂涂抹的
办法，进行综合防治，效果更好。

优选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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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蔬菜发生药害的
情况较多，究其原因在于用药不合
理。但这“不合理”却也是分很多种
情况的，如蔬菜长势弱用药量偏大、
用药时机或方式不对等，这样用药不
仅不治病，反而让蔬菜受害。那么，
当前季节，菜农应该如何正确用药
呢？且听他们说一说。

高温时期用药需谨慎。进入夏
季，高温成为主旋律，此期若用药不
当，尤其是高温时段用药，蔬菜很容
易出现药害。随着棚室种植面积的不
断扩大，很多菜农担心短时间内喷不
完，会将喷药时间提前，温度很高时
就开始喷药。事实上，很多药剂中的
成分受温度影响很大，尤其是杀虫剂
中的助剂成分，高温时很容易损伤叶
片。因此，夏季喷药一定要选在上午
10时以前和下午3时以后，切忌在中
午前后的高温强光下用药。

结合植株长势用药。大家都知
道，相对于蔬菜的其他生长时期，苗
期用药量明显少。同样，不同棚室
的蔬菜长势不同，用药量也应不

同，若植株长势弱，菜农应适当减
少用药量。“就算在同一棚内，植株
长势不同，用药量也应有所差别。”
山东省寿光市古城街道徐兰明说，
这可以通过喷药行走速度的快慢来
调节，如喷施控旺药剂时，遇到长
势弱的植株，应适当加快速度以减
少其受药量。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蔬菜花期对农药较敏感，高温
下很容易发生药害，因此应尽量避
免在花期喷药。如甜瓜花期就应避
免使用铜制剂，以免影响其坐瓜及
后续幼瓜的正常发育。

久阴乍晴后适当延后用药，连阴
天来临前提前用药。连续阴天时，蔬
菜处于高温弱光环境中容易徒长，抗
逆性差。天气转晴后，若立即用药，
蔬菜耐受能力差容易出现药害。因
此，菜农应适当延后1天-2天，待蔬
菜恢复正常长势后再用药，用药时还
要适当降低药剂浓度。相反，连阴天
来临前，很多菜农会喷药预防病害，
这应在天气变化之前1天-2天进行。

“喷药后遇连续阴雨天，蔬菜长势弱，

待转晴后很容易出现整棚糊叶的情
况。”孙家集街道朱荣圣说，这也是前
段时间苦瓜药害频发的原因之一。单
纯因天气因素造成的萎蔫，蔬菜叶片
上是大面积萎蔫的，如叶片的一大半
或整片叶萎蔫；但药害造成的萎蔫，
有的叶片上会有点状坏死，同一棚内
喷药也会有差别，受药重的植株药害
表现会更明显些。

不同蔬菜对药剂敏感程度不同，
复配药剂需合理。药害发生多与药剂
复配有关，很多人为了方便省事，多
种药剂混用，相当于加重了药量，这
就增加了药害出现的概率。如豆类、
茄子等叶片对很多药剂敏感，再加上
夏季温度高，药剂的影响加重，更容
易出现药害。

当然，大家都不希望蔬菜发生药
害，而一旦发生药害后，菜农应立即
进行科学缓解：一是立即喷水淋洗，
根据大多数农药遇碱分解的特性，可
在清水中加入0.2%的小苏打；二是喷
施缓解药害的药剂，如蔬菜受矮壮素
抑制过重时喷赤霉素、碧护进行缓

解，或喷用核苷酸、甲壳素等营养型
叶面肥来缓解，促进植株长势恢复。
三是加强肥水管理，蔬菜发生药害后
应迅速浇水一次，增加植株的水分供
应，并随水冲施全水溶性肥料，促进
根系生长发育，提高蔬菜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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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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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给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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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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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病善伪装
摸准“套路”防治也不难

近几年来，细菌性溃疡病呈高发趋势，在西红柿上表现尤为明显，发生初期症状较轻不明

显，不易被发现，症状明显时往往防治困难，植株萎蔫严重或死棵，且随水传播，由此，棚内染病

西红柿先是一株死棵，接着附近三四株死棵，然后便是成行、成片死棵，这对棚室整体产量影响

极大。由此，菜农应树立防范意识，杜绝细菌性溃疡病的发生。

发病严重

农药用好了治病 用错了是害

西红柿药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