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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基腐病——
茎秆缢缩、折断倒伏

茎基腐病俗称“烂脖根”，多发生在蔬菜生长
前期。病初茎基部见有暗褐色不规则病斑，向周
围扩展，使茎基部皮层坏死、缢缩变细，地上部叶
片萎蔫变黄，植株从茎基部折断倒伏，而后整株
枯死。

发生茎基腐病的主要原因，除土壤中病原菌
数量多外，当遇到高温天气或浇水量过大，地表
易形成高温高湿的环境，致使病菌侵入，诱发茎
基腐病发生。

防治茎基腐病方法：
一是定植深度要适宜。幼苗定植时尽量不

要将苗子埋得过深，以埋平苗坨上沿为宜，若
覆土，覆土高度最好不要超过1厘米。

二是合理浇水。夏季虽然水分蒸发快，但
不建议浇大水，否则茎基部土壤长时间处于高
湿度状态，很容易遭到病原菌侵染。建议根据
天气情况和土壤情况，小水勤浇，见干浇小
水，保持适宜的土壤含水量，更利于植株生
长。浇水时，可配合冲施微生物菌剂或甲壳
素、海藻酸等功能型肥料，提高植株抗逆性。

三是及时用药防病。发病后用恶霉灵、普
力克配合生根剂喷茎基部，或者用甲霜·霜霉
威加生根剂进行灌根并喷茎基部，一般5天-7
天一次，连续用药两次。但需注意灌根前后1
天-2天内不要浇水，灌根7天左右及时补充微
生物菌剂，让土壤中有益菌始终占优势，降低
有害菌数量。

晚疫病——
茎秆着生褐色坏死斑，易萎蔫折断

晚疫病在茄果类蔬菜上发生较多，苗期、
成株期均见发生。苗期染病，叶片先出现暗绿

色水渍状病斑，然后病斑由叶片向主茎扩展，
造成茎秆变细并呈黑褐色，致幼苗萎蔫或折
倒。成株期染病，多是茎秆、叶片、果实多部
位同时发病，茎秆被侵染后，产生不规则形褐
色大坏死斑，略凹陷，边缘不清晰，致茎秆腐
烂或折断。

防治晚疫病方法：
一是提高植株抗病性。长势健壮的植株，

抗病性自然强，管理中要注重培育壮棵，提高
植株抵抗病原菌侵染的能力。具体方法：加强
根叶养护。常用氨基酸类、海藻酸类、甲壳素
类、微生物菌剂等功能型肥料，刺激植株生
根，增强根系养分吸收及运转能力。同时配合
喷功能型叶面肥，根叶同养，提高植株的整体
抗逆性。保证营养充足且全面。除用大量元素
水溶肥外，还要增施硼、钙、镁、锌等中微量
元素肥料，促进植株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平
衡，避免植株徒长。整枝疏叶后，补充螯合钙
或叶绿素等，让叶片变小、茎秆变粗，提高抗
病性。

二是控制好温度。控制好棚内温度可降低
晚疫病发生几率，特别是控制好夜温，白天遮
阳多通风，减少棚内储热，避免夜温过高造成
植株茎秆细长，抗逆性下降。

三是合理用药。晚疫病具有暴发性和流
行，一旦发现要立即用药。发生初期，可选用
嘧菌酯、霜脲·锰锌、氟吡菌胺·霜霉威等药
剂。发病严重时要选用配方药剂，如氟吡菌胺霜
霉威+精甲霜锰锌+乙蒜素+海藻酸，或者氟菌霜
霉威/氟吗啉·吡唑醚菌酯+氯溴异氰尿酸+武夷
菌素+氨基酸。用药前注意先将病株及地表病残
体清理至棚外，喷药时要喷全面，5天-7天喷一
次，连续喷2次-3次，以免病情复发。此外，遇到
不良天气不方便喷药时，可选择喷粉或用烟雾
剂，注意适当降低用药浓度，避免发生药害。

细菌性病害导致“烂秆子”

细菌性髓部坏死——茎秆腐烂中空

细菌性髓部坏死主要从整枝疏叶留下的伤口处侵
入，发病初期嫩叶褪绿，茎部长出很多不定根，之后
茎秆表面变褐色至黑褐色斑，茎秆逐渐绵软，剖开后
发现茎秆内部的组织松散，按压有菌脓流出，最终茎
秆中空而后全株萎蔫枯死。

防治细菌性髓部坏死方法：
一是整枝疏叶留“尾巴”。疏除侧枝、老叶及果

穗时，要保留一段，一般2厘米-3厘米即可，这样即
使病原菌从伤口侵入，也仅仅是叶柄、穗柄或侧枝基
部的一小段被感染，不会马上伤害到植株本身，给药
剂防治预留了时间。也可用消毒刀片或剪刀割断或剪
除，保证伤口平整，利于快速愈合。操作时选择晴好
天气进行，利于伤口恢复，因为阴雨天气棚内湿度
大，病原菌易从伤口处侵入造成茎秆腐烂。此外，整
枝打杈后及时喷杀菌剂，如百菌清、甲基托布津、铜
制剂等，预防病原菌侵染。

二是降低棚内湿度。细菌性病害喜高湿的环境，
降低棚内湿度是预防细菌性病害发生的重要方法，如
白天及时通风、浇水时小水勤浇、避免大水漫灌等。
湿度降低了，没有适宜的环境条件，细菌性病害也就
减少了。

三是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建议采用喷洒方式用
药剂，可选择春雷王铜、喹啉铜、中生菌素等药剂。
对于已经发病的植株，可选择涂抹的用药方式，先将
发病茎秆纵剖一段，注意不要太用力，防止把茎秆弄
断。然后把抗生素、铜制剂或其它治疗细菌的药剂调
成糊状，涂抹在茎秆病变部位即可。同时配合浇水冲
药，提高防治效果。

软腐病——茎秆腐烂有恶臭

茎秆软腐病在越夏蔬菜生长期间很常见。病害从
整枝后造成的伤口开始侵染，病部初生水浸状暗绿色
斑，后变褐软腐，病部腐烂后表面呈膜状，而且病部
散发恶臭味，稍遇外力植株就会折倒死亡。

防治软腐病方法：
一是加强排湿。通风时，要注意内外空气流通，

排除湿气，减少露水出现。当植株长势较旺时，及时
将下部及内侧的叶片、侧枝等疏除，改善植株间的通
风透光性，促进露水蒸发。同时在操作行铺设稻壳或
碎稻草等有机物，具有吸湿作用。有条件的棚室建议
改善灌溉设施，使用滴灌或微喷，减少地表水分蒸
发，同时选择优质无滴膜，避免露水滴下加重细菌传
播。

二是以菌抑菌。定期喷枯草芽孢杆菌、哈茨木霉
菌等生物农药，让生物农药在茎秆上形成“保护
层”,通过以菌抑菌的方式，使有益菌占据茎秆空
间，提高茎秆抗逆性，防止细菌侵染。

三是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可选用铜制剂，如噻霉
酮、噻菌铜、喹啉铜及叶枯唑、苯醚甲环唑等药剂。
已经出现腐烂症状的茎秆部位，应立即涂抹药剂，先
用小刀刮除腐烂部位，然后用噻唑锌、中生菌素等药
剂涂抹发病部位，杀灭病原菌。间隔3天-5天，再用
噻唑锌、氯溴异氰尿酸、中生菌素等药剂喷雾，重点
针对茎秆部位，连续喷洒3次。也可选用复配药方，
如氯溴异氰尿酸+喹啉铜，醚菌酯·苯醚甲环唑+百菌
清+琥胶肥酸铜，春雷·王铜等，防止病害进一步传
播侵染。

菜农的困扰菜农的困扰：：
越夏菜生产痛点越夏菜生产痛点
在哪里在哪里（（茎秆茎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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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夏蔬菜生长过程中，除常见的茎秆细长、开裂等生理性病害外，导致烂秆子、断茎等侵染
性病害也时有发生。

真菌性病害导致茎秆变褐、易折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