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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昆明地区对铁线莲属植物常见病虫害进行了调查 ,发现枯萎病、白粉病、蛞蝓、蜗牛、蠼螋、蚜虫、潜叶蝇和

红蜘蛛是该植物的主要病虫害 ,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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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线莲属 ( Clem atis L . ) 植物是毛茛科中具有

极高观赏价值的一类花卉 ,其中大部分种类还有药

用价值。在西方园林中 ,铁线莲早已成为一类极为

常见的庭园花卉 ,而在我国铁线莲的引种及栽培尚

未普遍 ,其病虫害的发生与防治国内还少有报道。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自 1995 年开始对铁线莲进

行系统引种栽培 ,在昆明地区的栽培管理中发现铁

线莲的病害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主要病害

111 　枯萎病

在夏季开大花的铁线莲品种中枯萎病的发生危

害较为普遍。病原主要由球壳孢目的壳二孢属真菌

( Ascochyta clem ati di na) 或茎点霉属的真菌 ( Phom a

clem ati di na) [1 ] 。发病时植株的一部分突然枯萎 ,酷

似极度缺水造成的症状 ,病情严重时整株植物的地

上部分全部干枯萎蔫。枯萎病在昆明的发生始于 4

月 ,铁线莲整个生长期均可发生。排灌不好造成的

积水和植株长期营养不良可加重病情。当发现植株

出现枯萎症状时才用药已为时过晚 ,因此对此病应

以预防为主。枯萎病菌在侵染植株前就存在近土面

或土面下 1 m 内的土中 ,通常通过风或人为造成的

伤口侵入植株。病菌一旦侵入植株就在植株体内很

快扩展 ,阻塞输导组织 ,影响吸收水分及营养物质 ,

受害植株必须清除烧毁。病株周围的土壤用 58 %

苯莱特 800 倍液或 50 %克菌丹可湿性粉剂 500 倍

液浇灌土壤 ,直到不再发病[2 ] 。大多数情况下受害

植株在 2 年内可恢复 ,新的枝条从地下的根茎处的

休眠芽长出。早期重修剪使植株有较好的株型 ,也

可预防枯萎病的发生[3 ] 。

112 　白粉病

白粉病通常发生于高温多雨的夏季和夏秋之

交 ,病害一旦发生就难以控制。病原为白粉菌目 ,白

粉菌属的蓼白粉菌 ( Erysiphe polygoni) [1 ] 。植株发

病初期出现白色粉状斑块 ,随着病害的发展 ,叶面和

幼茎逐渐布满黄白色粉层 ,粉层下形成黑褐色小点

(病菌有性世代的闭囊壳) ,后期病叶变为枯黄色畸

形。在昆明白粉病大面积发生时正值雨季 ,喷药常

被雨水冲洗掉 ,即使补喷效果也并不理想。野生种

( Clem atis ranunculoi des)和栽培品种 Í ÷ � ¡最易

被白粉菌感染。每年 4 月底 5 月初 ,雨季来临前 ,每

隔 7～10 d 交替喷 15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或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可控制病害。

同时少施氮肥并修剪多余过密的枝条 ,增加植物的

通风透光 ,能减轻白粉病的发生。发病严重的枝叶

要及时剪去并集中烧毁。

2 　主要虫害

211 　蛞蝓和蜗牛

蛞蝓和蜗牛的危害主要发生在早春 ,白天栖息

在花盆底部或砖块下 ,夜晚爬到叶片等处危害。轻

者造成叶片缺刻、孔洞 ,重者吃掉刚萌发的嫩叶和幼

茎尖。铁线莲根部凉爽潮湿 ,是蛞蝓和蜗牛喜欢栖

息地方。简便经济的防治方法是沿植株主茎周围撒

一圈半径 10 cm 左右的煤灰 ,可预防蛞蝓和蜗牛对

植株幼嫩部分的吞食[2 ] 。也可在阴湿处及花盆下

撒石灰粉或在地上施用 8 %灭蜗灵颗粒剂 ,药量

115 g/ m2 可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

212 　蠼螋

一些常绿浓密的铁线莲和栽于建筑物旁的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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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常遭蠼螋危害。叶片和未展开的花苞被吃成小

洞 ,有时雄蕊也被吃掉。每年春末夏初 ,铁线莲开花

时节 ,蠼螋危害频繁。在傍晚喷施 80 %敌敌畏乳油

1 000 倍液防治效果较好。

213 　蚜虫

在昆明每年春夏之交 ,铁线莲的幼嫩枝叶和花

芽极易受桃蚜 ( M yz us persicae) 的危害。严重时植

株幼嫩部分密被蚜虫 ,枝叶表面覆盖一层蚜虫分泌

的蜜露 ,影响植株光合作用 ,使植株顶端幼枝生长受

阻。当发现有少量蚜虫时就应防治 ,50 %辛硫磷乳

剂 1 000 倍液或 50 %灭蚜松乳油 1 000 倍液 ,每 7

天喷 1 次防效较好。

214 　潜叶蝇

昆明地区冬天较温暖 , 2 月下旬豌豆潜叶蝇

( Phytom yz a at ricornis) 幼虫蛀食叶片 ,形成灰白色

蛇形虫道 ,严重影响植株生长。发现虫道时要及时

用 40 %氧乐果 1 000 倍液浇灌土壤或在根际周围埋

施 15 %铁灭克颗粒剂 ,直径 20 cm 花盆施 15 %铁灭

克颗粒剂 1～115 g ,同时摘去有虫道的叶片集中烧

毁[2 ] 。

215 　害螨

在干热夏季 ,细须螨科的茶短须螨 ( B revi pal2
pus obovat us) 危害较重 ,叶片表面早期出现大量灰

色斑点。受害严重 ,叶片变黄 ,枯萎脱落[5 ] 。该螨

不喜欢高湿度 ,在植株上经常喷水可控制其发生。

发现有较多茶短须螨时喷 40 %氧乐果 1 000 倍液 ,

可控制其危害[6 ] 。

经多年实践表明 ,除枯萎病具有突发性较难

控制外 ,其余几种铁线莲病虫害的防治并不困难。

关键在于准确掌握一年中病害的发生规律和害虫

的生活史 ,提前施药 ,就能达到较好的预防效果。

此外 ,合理的修剪和肥水管理 ,提高植株抗病虫能

力。除上述病虫害外 ,锈病、粉虱、象鼻虫对铁线

莲也能造成不同程度危害 ,只是虫情不严重。据

报道 ,铁线莲也能被病毒侵染 ,症状为病株叶片和

花上呈现斑点、扭曲及畸形。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

但一旦发生要立即拔除植株并烧毁 ,药剂处理对

病毒病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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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第 4 届全国青年植物保护科技

工作者学术研讨会”通知 (第一轮)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各省、市、区植物保护学会、有关科研单位、高等院
校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植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和迎接我
国加入 WTO 后植物保护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植
物保护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将于 2002 年 8 月举办第 4 届
全国青年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学术研讨会。
1 　会议主题

加入 WTO 后的植物保护 :机遇与挑战。
2 　会议时间、地点

2002 年 8 月在大连市召开 ,会期 3 天 ,具体时间、地
点和交通将另行通知。
3 　会议代表

研讨会以中青年植物保护工作者为主体 ,欢迎其他同
志参加。
4 　论文征集

本次研讨会拟在会后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论
文集 ,凡涉及植物保护范畴 (病、虫、草、鼠、农药、植检、测

报、生防和综防技术等) 的文章均属此次征文范围。现征

集论文摘要 ,要求如下。
(1)中文摘要 ,1 200 字以内 ,请用 Word 软件录入。
(2)请用 Email 或邮寄方式寄送稿件及软盘 ;若邮寄

请在信封上注明“WTO 与植物保护论文摘要”字样。
(3)论文摘要征集截止于 2002 年 5 月 31 日 ,过期将

不再受理。

5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志红

地　址 :北京圆明园西路 2 号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

邮　编 :100094

电　话 : (010) 62893000

Email : lizh @mail. cau. edu. cn

请将研讨会回执及论文摘要在截止日期前通过 Email

或邮寄联系人处。请注意接收本次研讨会的第二轮通知 ,

如需详细了解会议内容及安排 ,请浏览中国植物保护网 :

http : ∥www. ipmchina. net。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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