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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馨凋萎病的发生及防治 

中国科学院昆明檀物研究所(65∞04)张彦平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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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萎病是康乃馨根茎部主要的病害之 
一

． 对康乃馨生产危害较大。据 1993—1995 

年调 查，云南 省 康 乃馨 的栽 培 面 积 为 

133．33hm2，捅 萎 病 发 生 危 害 面 积 约 为 

印h ．占栽培面积的45％，其中露地栽培 

面积为 33．33hm2，发病面积达 100％。康乃 

馨凋萎病全年均可发生，从幼苗到成株开花 

均易感染此病，危害严重时田里呈现一片黄 

色，感病植株根茎部变软、萎缩，随即枯 

死 ，造成康乃馨切花大减产。 

1 症状：此病最明显的症状首先是茎部成 

水浸状，为暗绿色，而后稍有隘缩，最后根 

部腐败 ，植株捅萎死亡。病菌侵入至全株捅 

萎所需时间，依寄主的生育期不同而有差 

异，试验结果表明，幼苗只需 1周，成株约 

需 l5天以上，因此在连续降雨之后 2周， 

便可发现康乃馨严重凋萎现象。 

2 病原菌：康乃馨凋萎病病原菌为镰刀病 

菌 (Fu um spp)。该菌主要存 活在土壤 

中，危害康乃馨植株的根系或主茎，引起捅 

萎死亡。各种土壤传播病原菌在康乃馨上引 

起捅萎病症略有差异，且引发病害的时间及 

环境亦不相同。通过观察发现，在连续降雨 

之后，天气突然放晴，且田间通风不良的情 

况下，康乃馨受病菌的侵袭最为严重，约有 

5％ 20％的康乃馨受镰刀病菌感染而死亡。 

3 侵染途径：捅萎病传播器官是胞囊 

(Soora~a)及游走子 (Zoospol~)，它们靠 

风雨及灌溉水携带到健康植株的根茎部而诱 

发病害。在适宜条件下，病株上产生大量分 

生孢子，不断引起再侵染。本病在条件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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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展非常迅速，能在2周内使康乃馨严重 

感染，口间呈现一片黄色。 

4 发病条件 

4．1 环境条件：本病喜高温多湿，不喜干 

旱。发病最适温度为 25～3O℃，但在 l5℃ 

以上即可发生捅萎病，气温高时，发病较 

重。在同一块地上，畦中央发病比畦边缘的 

高，这是由于畦边缘的植株通风透光好，湿 

度较低，不利于此病发生。偏施氮肥也会降 

低康乃馨抗病力，因此，在雨季多施磷钾肥 

能减轻病害的发生。 

4．2 品种的抗病性：不同品种其抗病性不 

同。通过多年的栽培发现，一般情况下，红 

色品系抗病性较强，其次是白底、粉底拉丝 

品系，再次是粉色品系，而复色品系、黄色 

品系抗病性较弱。 

4，3 栽培措施：康乃馨多年种植在同一块 

地里，由于土壤中积累了大量菌源，故发病 

严重，反之发病较轻。 

4。4 老植株比新植株发病严重：据调查 ， 

新植康乃馨发病率为 5％ ～10％，而老植株 

发病率为 12。5％一35％，老植株发病率比新 

植株高一倍多。主要原因是老植株地间残株 

和枯叶带菌，地间菌源多，易发病。 

5 防治措施 

5。l 选用抗病品种：康乃馨凋萎病的发生 

与品种有很大的关系，采用抗病品种能减轻 

该病危害。 

5。2 消灭菌源：①土壤消毒。选择排水良 

好的地块，用2OO～500倍液福尔马林浸灌， 

再用塑料薄膜覆盖 l～2周，然后揭开 2周 

后即可种植。②勿栽培带菌苗或在病田采芽 

扦插繁殖。③注意灌溉水，不用流经病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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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做溉灌水，虽好用清洁的渠水或过滤渗透 

的地下水灌溉。④实行轮作，避免连作。因 

康乃馨凋萎病菌可在植株残株或土壤中存 

活，成为初次感染源，危害新植花卉。为避 

免其危害，要与其它花实行轮作。苗床要搭 

防雨设施，并要求通风良好，移栽时不要伤 

根茎。 

5．3 施足基肥，增施磷、钾肥：每公顷施 

腐熟 有 机肥 121300—15000 、过 磷酸 钙 

600 、硫酸钾 225kg做基肥，苗期根据康 

乃馨生长情况适当补施氮肥，促进小苗快长 

快发，生长良好，增强抗病能力。 

5．4 加强管理，降低发病率 ：①搞好田间 

排灌，防止田间湿度过大，注意经常保持通 

风，防止高温多湿引起发病。②及时进行追 

肥、除草、松土等工作。 

5 5 药剂防治：发现凋萎病株．立即将病 

株连根拔除，并使其周围土壤干燥 ，而后用 

波尔多液 (石灰 ：硫酸铜 ：清水 =1：1：100)， 

或敌克松 800倍液或用甲基托布津 1000倍 

液浸灌。试验结果表明，上述药剂防效分别 

为 92％、95％、89％。为避免病菌产生抗药 

性，几种药剂宜交替使用。 

点 蜂 缘 蝽 危 害 桑 树 初 报 

云南省农科院蚕桑研究所 (661101) 储一宁 

点蜂缘蝽 (Rip~rtus ped,~tris fabficius) 

主要危害水稻、棉、麻、蚕豆等农怍物，国 

内外至今未有危害桑树的报道。笔者近两年 

在桑园中观察发现有点蜂缘螬危害桑树，主 

要危害桑树的新梢及嫩叶。同时，近年在云 

南省九个地州也发现点蜂缘蝽危害桑树。 

1 点蜂缘蝽的生物学特性 

点蜂缘蝽体长 15—17mm，黄棕色至黑 

褐色，头部和胸部两侧有黄色光滑斑纹，呈 

斑状，有时完全消失，前胸背板和胸部侧板 

有很多不规则的黑色颗粒状突起。头不宽于 

前胸背板，触角第一节较长且比第二节长， 

前胸背板前缘具领，后缘具两个弯曲，侧角 

刺状，口器 为刺吸式。生长发育为成虫、 

卵、若虫三个形态。卵呈桔黄色，长椭圆 

形，聚成块状于枝条上。若虫暗灰褐色，体 

长9nma，体密布刻点和长毛。点蜂缘蝽在蒙 

自县一年可发生 2—3代，以成虫躲在杂草 

丛中越冬，成虫发生高蜂期在 5—6两个月， 

主要以成虫危害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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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蜂缘蝽的危害特征及生活习性 

2．1 点蜂缘螬危害桑树时用刺吸式 目器刺 

入新梢头和幼嫩叶片组织内吸食桑树及叶片 

汁液。被吸食的新梢头变形呈瓜状卷曲，新 

梢停止或减慢生长发育，严重时卷曲发黄呈 

死头桑。幼嫩叶片被刺吸后，叶片不能顺利 

开展，卷曲发黄，后期叶片黄化脱落。 

2．2 点蜂缘蝽成虫在桑园中的生活习性： 

成虫停息在桑树叶片、枝条及新梢上，一遇 

风吹草动时会飞行，一般飞行可达 3～5m。 

震动桑树会假死掉落地面躲避。成虫在桑园 

内分散生活，若虫则有群居性。 

3 点蜂缎蝽的防治方法 

在清明节前后发现有少许成虫危害时是 

防治的最佳时期，用 90％乙酰甲胺磷乳油 

300O倍液喷簏桑园，过 20日左右再喷簏一 

次就基本上可以控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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