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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局部地区花生白绢病暴发原因
分析及其防治对策

许欣然 ,张新友* ,黄冰艳 ,汤丰收 ,董文召 ,韩锁义 ,张忠信 ,臧秀旺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 ,河南省油料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花生白绢病是一种土传病害 ,一旦发生很难防治。近几年 ,河南中牟 、开封等地的花生主产

区白绢病逐年加重 ,重病田发病率在 80%以上 ,某些地块甚至绝收 ,造成严重危害 。鉴此 ,研究总

结了花生白绢病危害的症状特点 、病原菌生物学特性 、病害发生规律 ,分析了该病暴发的原因并提

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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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break Cause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Pea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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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anut sclero tium blight is a soil-bo rne disease and hard to control at o ccurrence. In last

several years , the disease w as spreading se riously y ear by year in the main peanut production re-
g ions o f Henan province , for example ,Zhongmu and Kai feng counties. The disease incidence rate

reached ove r 80% in the heavily infected fields and in some f ields the disease dest royed the w hole

products. In this pape r , the disease symptoms , the biolog ical cha racteristics o f the pathogen and

the disease occurrence regularity of peanut sclero tium blight w ere studied. The causes of the

disease outbreak w ere analy zed and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w ere proposed.

Key words:Peanut sclero tium blight;Symptoms;Biolo gical characterist ics o f pa thogen;Disease
occurrence regulari ty;Outbreak causes;Control measures

　　花生白绢病(peanut sclero tium blight)是世界

花生产区普遍发生且危害严重的一种土传病害
[ 1-2]

。

我国广大花生产区都有白绢病的分布 ,但以长江以

南地区危害最为严重 。河南省花生产区早在 20 世

纪 60年代就有白绢病零星发生 ,但一直未见有严重

危害的报道。近年来 ,随着河南省花生种植面积的

增加 ,连作现象突出 ,倒茬困难 ,导致 2010年花生白

绢病在河南中牟 、开封等地严重发生 ,该病已经成为

河南省部分花生主产区的主要病害 ,给花生生产和

农民增收带来新的威胁。鉴此 ,研究总结了花生白

绢病危害的症状特点 、病原菌生物学特性 、病害发生

规律 ,分析了该病暴发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

对策 ,以期为生产上防治花生白绢病提供指导。

1　花生白绢病的发生及危害

早在 20世纪 60 、70年代 ,河南省就有花生白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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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零星发生 ,但未见有严重危害的报道[ 3] 。2010

年 ,郑州中牟 、开封等地白绢病严重发生 ,发病较轻

地块病株率为 10%～ 30%,重病地块在 80%以上 ,

更严重者甚至造成花生绝收。中牟个别田块由于花

生白绢病发生严重 ,在 8月中旬植株已全部拔除 ,颗

粒无收。

2　花生白绢病危害症状

花生白绢病多在成株期发病 ,主要危害茎基部 、

果柄 、荚果 、种仁及根 ,发病部位初期呈暗褐色软腐 ,

随后病部长出白色绢丝状菌丝 ,覆盖受害部位 ,并向

周围迅速蔓延 ,花生近地面的茎秆及病株周围的土

壤表面 ,均可长出一层白色绢状菌丝层 ,后期在病部

菌丝层中形成很多油菜籽大小的菌核 ,菌核初为白

色 ,后变黄褐色(图 1)。随着受害茎基部组织腐烂 ,

水分和养分不能正常运输 ,地上部植株逐渐萎蔫死

亡;果柄受害 ,产生褐色病斑 ,最后腐烂折断;荚果感

病后病部变浅褐色至暗褐色;果仁感病后变皱缩 、腐

烂 ,病部覆盖菌丝层 ,后期形成菌核;根系感病较轻 ,

一般发病植株根系发育不正常。

a.田间发病植株;b.发病植株根部菌丝层;c.发病植株根部形成的菌核

图 1　花生白绢病症状

3　花生白绢病病原菌生物学特性

花生白绢病病原为齐整小核菌(Sclerotium

rol f si i Sau.),是半知菌亚门无孢菌目齐整小核菌

属真菌 。该病菌有性世代为 Pell icularia rol f si i

(Sacc. ) West. [ = Corticium rol f sii (Sacc.)

Curz. ] , 近年来也有人用 Botryobasid ium rol f si i

(Sacc. )Venha t.表示 ,其属担子菌亚门非褶菌目罗

尔阿太菌 。该菌菌丝白色 ,密绒毛状 ,在基物上易形

成菌丝束 ,后期菌丝紧密聚集形成菌核。菌核初期

为白色球形 ,油菜粒大小 ,表面光滑 ,后期转为黄褐

色 ,最终变黑褐色或茶褐色 。在 PDA 培养基上培

养形成的菌核略大于田间的。菌丝生长的温度范围

为 5 ～ 42℃,最适 30 ～ 35℃,菌丝生长的 pH 值范围

为 2 ～ 8 ,最适 pH 值为 5. 5;菌核萌发的温度范围为

10 ～ 42℃,最适 25 ～ 35℃。

4　花生白绢病发生规律

花生白绢病菌以菌核或菌丝在土壤中或病残体

上越冬。菌核在土壤中可存活 5 ～ 6a ,尤其在较干

燥土壤中存活时间更长 。因此 ,土壤中的病菌就成

为该病害发生的主要初侵染源 。此外 ,果壳 、果仁带

菌 、病残体混入堆肥均可成为来年的初侵染源 。翌

年菌核萌发 ,产生菌丝 ,从植株茎基部的表皮或伤口

侵入 ,引起病害发生 。尔后病菌的菌丝向四周扩展

蔓延 ,侵染同穴及邻近的其他花生植株 ,因此 ,田间

常呈现小范围连片枯死现象 。病菌在田间的远距离

传播主要靠流水及农事操作 ,因此 ,雨水及灌溉水可

引起病害快速蔓延。该病一般于 6月下旬开始发

病 ,7 - 8 月份高温高湿 ,是病害发生的关键时期 ,9

月份病害停止蔓延。从病菌侵入到形成病斑 , 20 ～

25℃时需 18 ～ 26 d , 30 ～ 35℃只需 10 ～ 16d 。在气

温超过 30℃时 ,经过 3d 菌核即可萌发 ,再经 8 ～ 9d

又可形成新的菌核 。因此 ,高温是病害发生的一个

关键因子。

5　花生白绢病发生原因分析

5. 1　多年连作

据调查 ,几个严重发生白绢病的地区均为多年

连作种植花生地块 ,土壤中积累菌核较多 ,导致白绢

病发生严重 。

5. 2　品种抗病性差

由于未对河南省目前大面积种植的花生品种进

行抗白绢病性能鉴定 ,再加上新品种推广有限 ,一些

花生种植区农民对现有品种了解甚少 ,所以忽略了

对新品种的引进 ,所种品种抗病性差 ,也是病害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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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主要原因 。

5. 3　气候条件

河南省尤其是豫东及豫中南地区 , 7月下旬至 8

月下旬雨水较多 ,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特别有利于

白绢病菌生长 ,在连作田菌核积累较多的情况下 ,极

易导致白绢病大发生 。

5. 4　砂质土壤种植

土质疏松 、通气性好的砂质土壤适合白绢病的

发生 。而在河南几个白绢病发生严重的地区均为砂

质土壤。

5. 5　长期使用化肥

多年单一施用化肥 ,没有有机肥的增加 ,造成土

壤有机质含量低 ,板结严重 ,致使花生长势差 ,抗病

性降低。

6　防治对策

6. 1　选用和培育抗病品种

对河南省审定及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花生品种进

行抗白绢病性能鉴定 ,筛选出高抗白绢病的花生品

种在病区推广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当务之急。同时培

育高产优质的抗白绢病花生新品种 ,也是生产上的

必然要求 。

6. 2　合理轮作

由于花生白绢病是土传病害 ,且病原菌在土壤

中存活时间较长 ,因此 ,合理轮作是防治该病的基本

措施 。在重病区 ,将花生与禾本科作物进行 3 ～ 5a

的合理轮作 ,可大大减轻花生白绢病的危害。有条

件的地区最好进行水旱轮作 ,其效果更好。

6. 3　农业防治

6. 3. 1　加强栽培管理　常年花生连作 ,种植密度过

大 ,植株长势过旺及倒伏 ,土壤贫瘠 ,地势低洼 ,白绢

病发生较重 。因此 ,选用抗倒伏品种 ,合理密植 ,加

强栽培管理能减轻病害发生。

6. 3. 2　合理施肥灌水　科学使用化肥 ,增施有机肥

及生物菌肥 ,既能调节土壤酸碱性 ,平衡花生植株营

养 ,又可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群体数量 ,抑制病原

菌生长 。灌溉方面要避免大水漫灌 ,防止白绢病菌

随灌溉水进行远距离传播 ,从而导致病害加速蔓延。

6. 3. 3　清洁田园　及时清理田间病株残体 ,集中烧

毁或深埋。花生收获后清除田间病残体或将病残体

深翻入土 ,可减轻来年病害发生 。

6. 3. 4　深耕与土壤消毒　冬前免耕 ,使病株散落的

菌核充分暴露于田间土表 ,越冬破坏菌核 ,以减少越

冬菌量 。翌年深耕 20cm 以上 ,深埋残留菌核。同

时在地表撒杀菌剂消灭菌核 , 可用 50%甲基硫菌

灵 、40%甲基立枯磷 、40%菌核净拌细土均匀撒于土

表 ,以尽可能减少初侵染来源。

6. 3. 5　种子消毒　播种前用杀菌剂处理花生种子 ,

可用 40%菌核净 、25%多菌灵 、40%卫福 、2. 5%适

乐时等拌种 ,减少因种子带菌引起的初侵染。

6. 4　药剂防治

可于 7月上旬花生白绢病发生前或发生初期开

始用药 ,每 7 ～ 10 d喷 1次 ,连喷 3 ～ 4次 ,药剂可选

用 43%好立克 、40%菌核净 、50%多菌灵 、50%扑海

因等 ,用药时注意连片防治 、交替用药 ,才能有效控

制病害的发生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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