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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茄果类花果期病害

□北方蔬菜报记者姜文丽报道

蔬菜进入结果期后，由于这期间植株挂果较
多，负担较重，棵子相对比较薄弱，侵染性病菌易趁
机侵染，进而导致减产或者拔园。建议菜农不要掉
以轻心，日常应以预防为主，跟上综合防治，方能有
效防治茄果类蔬菜果部病害，提高果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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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酱油果”病因及防治

随着季节性温度降低，棚内湿度加大后，又
到了“酱油果”的高发期。

近年来，番茄“酱油果”发生面积逐年增
大，一旦感染此病害后，商品价值全无，已经成
为低温季节预防的关键病害。番茄“酱油果”是
番茄果实表面上产生褐色斑纹，多集中在果肩凹
陷处。由于病斑颜色呈褐色，如酱油颜色一样，
被菜农称为“酱油果”。

番茄“酱油果”也是秋延迟粉果番茄即将转
色期的果实上出现褐色或深褐色大块斑的统称，
在果实成熟期和成熟后期，容易引起大面积发
生，对中后期产量造成较大影响。此病害在棚室
的前脸部位、植株顶部等发病严重，尤其是天气
变化大如连续阴雨骤晴或好天骤阴等天气条件和
温度条件变化较大时，容易出现集中危害表现。

11月份、12月份是酱油果的高发期，同一棚
室中前脸处的发病率要高很多，有菜农使用了不
少药剂防治但是效果不好。那么“酱油果”发生
的原因是什么，生产中又该如何防治？

——低温时间过长使果皮受损。提倡棚温下
降到18℃—20℃时，关闭风口保温。为了避免植
株徒长，不少菜农采取晚关风口降低夜温的措
施，当棚温下降到15℃才关闭风口，而导致棚内
低温时间过长，长期低温容易使植株叶片出现吐
水现象，造成空气湿度大，使果面结露，早上拉
棚后突然放风使果皮受损，进而出现“酱油果”。
这种情况多表现为一穗果中偶有1—2个果出现这
种症状。

当前出现的“酱油果”主要是低温时间过长
导致的，这在抗低温能力弱的品种上表现尤为突
出，这也是为什么菜农频繁用药却治不住的原因。

建议菜农合理调控棚内温度，当棚温下降到
18℃—20℃时关闭风口保温。早上拉棚后不要着
急放风，拉棚后1小时再放风。同时，要注意加
强棚室的保温，尤其
是大棚前脸处，提高
棚内温度，降低棚内
湿度。

——病菌侵染导
致。当前出现的“酱
油果”不能忽视细菌
性病害、绵疫病、晚
疫病等病害的防治，
建议预防为主，进入
采摘期后喷施烯酰嘧
菌酯加中生菌素交替
精 甲 霜 灵 加 春 雷 王
铜。

为果实品相加道“防护网”
核心提示：日常以预防为主，跟上综合防治，提高果实品质

溃疡病，是番茄生产中的重要病害之
一，每年深冬及早春季节是溃疡病的高发
期。一旦感染了溃疡病，没有及时进行防
治，就会影响番茄的产量和品质，卖不上
高价。建议菜农认清溃疡病发病症状，了
解发病规律，多措并举抵抗溃疡病侵袭。

溃疡病是一种侵染性病害

溃疡病在番茄苗期至收获期均可能发
生，是一种多部位侵染性病害，能够同时
危害叶片、茎秆、果实等多个部位。

幼苗期染病，始于叶缘，由下部向上
部叶片逐渐萎蔫，严重时植株矮化或者枯
死。

成株期染病，最初下部叶片凋萎或卷
缩，似缺水状，一侧或部分小叶凋萎；茎
秆内部变褐，并上下扩展，长度扩至数
节，然后形成空腔，后期下陷或开裂，茎
秆略变粗，湿度大时茎秆上有不定根，切
开后会髓部一侧褐变，湿度再大时，会有
褐色菌脓从病茎、病叶柄中溢出或附在其
上，形成白色污状物，最后茎内变褐色中
空，全株枯死。

果实染病，果柄受害多由茎部病菌扩
展侵染，致果柄的韧皮部及髓部出现褐色
腐烂，一直延伸到果内，致幼果皱缩、滞
育、畸形和种子带菌。果面初期可见略隆
起的白色圆形小点，单个的病斑直径约3
毫米左右，后期病斑扩大，中央为褐色木
栓化突起，形似“鸟眼斑”（里面有黑眼
珠，外层有一白眼圈)，有的病斑连在一起
形成不规则形病区。

溃疡病是一种细菌性病害

番茄溃疡病是一种细菌性病害，病原
菌喜欢在冷凉潮湿的环境中生存。低温、
高湿的环境，特别是25℃以下的温度和相
对湿度80%以上的棚室环境非常有利于发
病。因此，溃疡病对冬、春保护地番茄往
往造成严重危害。

病原菌可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并
由伤口侵入，并通过浇水、昆虫、农事操
作等进行传播，当棚内潮湿、叶面或果实
结露时间长时，发病重。

从细节入手防治溃疡病

——切断传染途径全方位防治。细菌，可通过自然
孔口（气孔、皮孔、水孔等）和伤口侵入，侵入后，通
常先将寄主细胞或组织杀死，再从死亡的细胞或组织中
吸取养分，以进一步扩展。在田间，病原细菌借流水、
雨水、昆虫等传播。由于农事操作、害虫等能大量增加
植株伤口，有利于细菌侵入，促进病害的传播，创造有
利于病害发展的环境，常是细菌病害流行的一个重要条
件。

——保护好伤口。根据细菌的侵入途径，自然孔口
难避免，但伤口数量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如日常操作
中，摩擦、整枝打杈、自然脱落、害虫咬噬等都会造成
伤口，这些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避免。建议菜农在操作行
进行操作时，要尽可能减少与植株进行摩擦，如黄瓜、
南瓜等，茎蔓、叶柄上多有体刺存在，相互碰撞便会产
生伤口。再是整枝打杈时，应用手掰除枝叶，而不应用
手掐断，避免人为传播病害。同时尽量避免造成伤口过
大，摘叶时可留下一段残茬，避免直接伤到主干。最好
选择晴天高温时刻进行打杈。或者用刀片蘸上杀菌剂进
行，切割时速度要快，可加快伤口的愈合。同时，注意
选择适宜的打杈时间。早晨打杈产生伤流过大，造成养
分的流失。下午棚室内温度高，打杈后伤口愈合快，伤
流少。待整枝摘叶完成后，及时喷洒杀菌剂，如铜制
剂、中生菌素等，将伤口进行保护，避免细菌从伤口侵
入。

——控制好湿度。从病害三角来看，病菌的侵染需
要有良好的环境支撑，而细菌性病害的发生，需要有一
定的湿度，即在有水滴、水膜及高空气湿度条件下，细
菌就会侵入发病。在生产中，要预防细菌的侵入，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控制好棚内的湿度，菜农可在保证棚温的
基础上，通过勤放风排湿、操作行内铺设秸秆或稻草、
稻壳等进行吸湿、降湿，创造不利于细菌生存繁殖的环
境，控制好了湿度，细菌性病害也就大大减少了。

——会选药、用药防病效果好。目前，用于防治细
菌性病害的药剂有四类：

一是抗生素类。新植霉素、中生菌素等。该类药剂
治疗效果差，预防效果好，内吸性强。预防病害发生，
可选择该类药剂。

二是铜制剂。无机铜：可杀得、硫酸铜、波尔多
液；有机铜：喹啉铜、绿乳铜、络氨铜、琥胶肥酸铜
等，该类药剂治疗效果好，预防效果差，内吸性弱。病
害发生后，可选择该类药剂。

三是叶枯唑、噻唑锌等。该类药剂内吸传导性强、
兼具保护和治疗作用，因是唑类药剂，可能有抑制生长
的作用。

四是微生物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多粘芽孢杆菌、
荧光假单胞杆菌等，以菌抑菌预防细菌侵染。

不同药剂特性有别，在预防或治疗时，要选择合适
的药剂种类，在发病重时，可以采取配方药剂的形式，
保护性药剂与治疗性药剂配合使用，如抗生素加铜制剂
进行内外同杀。同时在使用药剂时，要注意轮换用药，
避免产生抗药性。

对于已经发病的植株进行用药治疗，如果用药方式
不合理，药液难以达到发病部位，防治效果就差。

喷雾时，要选择雾化程度高的器械，既能使药液均
匀布满，又能减少水的用量，降低棚内湿度。在喷药过
程中要注意行走速度要一致，药液喷施要均匀，叶面叶
背等部位覆盖要全面，不要重喷、漏喷，以药液湿润植
株表面而不产生流滴为宜。

喷药时要注意喷淋茎秆，尤其是茎基部，容易发生
开裂，造成侵染危害。对于已经侵染的茎秆，可以采用
涂抹的方式进行，如将氯溴异氰尿酸加水和成糊状，在
病患处涂抹，或者将茎秆劈开，将药剂涂抹其中，然后
再用薄膜将茎秆缠绕起来，效果也不错。

番茄果面“白圈”病因及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