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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病是朝天椒的常发性病害 ,发生普遍 ,防治

困难 ,危害严重。发病后常全株受害 , 一般减产

10%～ 30%,严重时可减产 50%～ 80%,甚至绝收 ,

已成为朝天椒高产稳产的主要制约因素[ 1 , 2] 。近几

年的大田试验和生产实践证明 ,发病后采取杀灭蚜

虫 、水肥促旺 、喷施药剂等综合措施 ,能够有效地控

制朝天椒病毒病的流行与发展 。

1　传播途径

侵染朝天椒的病毒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 ,即非

介体传播和介体传播 。非介体传播主要是通过种子

和病残体带毒传播 ,其次是接触传播(枝叶磨擦传

播),即移栽 、整枝 、中耕 、除草等农事操作时给植株

造成微伤口 ,病毒通过这些微伤口侵染植株。介体

传播主要是以蚜虫为介体的昆虫传播 ,其中以有翅

蚜传播范围最广 ,传播效率最高 ,其发生量与迁飞期

可以直接左右病毒病流行的范围 、程度和时间
[ 2]
。

侵染朝天椒的黄瓜花叶病毒和马铃薯 Y 病毒

以多种蚜虫为传毒介体 ,其中主要是桃蚜 、菜缢管蚜

和棉蚜。也可以通过枝叶磨擦传播 。烟草花叶病毒

和马铃薯 X 病毒主要通过枝叶磨擦传播 。病株与

健株之间接触和磨擦 ,造成微小伤口 ,病毒由此侵

入。人体 、动物体 、工具和农机具等接触病株或带毒

的物品(病残体 、烟叶 、烟丝等),被病毒污染后 ,再接

触健康植株也能传毒 。

种子亦可以传毒 ,此方式有利于提供初侵染毒

源和远距离传毒。烟草花叶病毒种子传毒率较高 ,

黄瓜花叶病毒 ,种子不传毒或传毒率较低
[ 3]
。病毒

不能在病残体上越冬 ,只能在越冬寄主(蔬菜 、杂草

等)上存活越冬 ,来年先在越冬寄主上传播 ,再通过

媒介传播侵染危害朝天椒 。

2　发病规律

据大田调查与试验观测 ,露地朝天椒在苗床就

开始发病 , 移栽的春朝天椒 5月下旬开始发病 ,6月

中下旬至 7月初出现第一个发病高峰期 , 7月底至 8

月初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期 。移栽的麦茬朝天椒第

一个发病高峰期稍微后移 ,为 6月下旬 7月上旬 。7

月中旬前后若气温过高 ,会出现“隐症”现象 ,即使病

毒病发生很重的地块 ,新生叶片也会症状轻微 ,甚至

消失 ,气温降低后症状又出现。第一个发病高峰期

危害较重。朝天椒病毒病大发生的年份 ,发生流行

可长达 5个月
[ 4]
。

朝天椒病毒病发生程度取决于毒源植物 、传毒

蚜虫的数量 、气候条件以及朝天椒本身的抗病特性

和生长发育状况 。重茬连作 ,毒源丰富的椒田发病

重 。蚜虫发生早 ,数量多 ,带毒率高 ,向椒田迁移时

间早 ,迁移批次多 ,病毒病发生早发生重。高温干

旱 ,日照过强 ,植株长势弱 ,发病重。春椒发病重 ,夏

椒发病轻 ,春椒定植越早发病越重。施肥不当 ,特别

是氮肥不足时 ,植株生长缓慢 ,抗病耐病能力减弱 ,

发病较重;水肥供应充足 ,植株生长茂盛 ,抗病耐病

能力增强 ,发病较轻。浇水不及时 ,过度干旱 ,极易

引发病毒病 。

3　综合防治技术

3.1　选用抗病品种

叶片厚 、叶色深的品种抗病耐病性强 ,可优先选

用 ,首选品种为柘椒一号(散生子弹头)和高棵簇生

子弹头 。

3.2　搞好种子消毒

辣椒种子可以传播病毒而使下一代发病 ,田间

无症状植株 ,也可能携带病毒 ,对种子进行消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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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能明显减轻苗期病毒病的发生 。将种子先用清

水浸种 3 ～ 4 h ,再用 10%磷酸三钠水溶液浸泡 20 ～

30min ,或用 1%高锰酸钾水溶液浸种 20min ,或用

2%氢氧化钠水溶液浸种 20min ,然后用清水洗净种

子 ,以免影响发芽率。淘洗干净后晾干播种或直接

催芽 。

3.3　健身栽培

健身栽培是防治病毒病的关键 ,改善栽培条件 ,

可预防或减轻病毒病 。地膜覆盖栽培 ,行间铺盖麦

秸麦糠 ,促进根系发育;高温干旱时适时浇水降低地

温 ,有效地保护根系;增施底肥 ,施用定植肥 ,平衡施

肥 ,促使植株旺盛生长;合理密植 ,定植后加强水肥

管理 ,争取及早封垄等都可减轻发病。

3.4　间作套种

朝天椒与玉米间作 ,改善田间小气候 ,能有效地

减轻病毒病的发生。2.6m 一带 ,种植 1行玉米 ,间

作 6 ～ 7行朝天椒。玉米选用高秆大棒竖叶类型品

种。据调查 ,与玉米间作的朝天椒 ,病毒病发病率可

降低 50%以上。

3.5　带药定植

移栽前 2 ～ 3 d ,用 25%阿克泰 WG 2000 倍液

喷淋椒苗 ,每平方米苗床喷药液 2 kg 左右 ,既喷湿

椒苗 ,又使部分药液渗透到土壤中 ,使椒苗充分吸收

药剂 ,治蚜持效期可达 30d 左右。还可同时喷洒

20%病毒宁(菌毒清 ·盐酸吗啉胍)AF 500倍液。

3.6　叶面喷肥

锌对病毒有钝化作用 ,叶面喷施防病效果显著 。

定植缓苗后可喷施尿素(1%)、磷酸二氢钾(0.4%)、

硫酸锌(0.2%)。7 ～ 10 d喷 1次 ,连喷 3 ～ 4 次。也

可喷施 70%安泰生 800倍液 ,安泰生是一种残效期

较长的保护性杀菌剂 ,含锌量高达 15.8%,锌元素

以络合状态存在 ,极易被作物吸收和利用 ,喷施安泰

生不但可以防病 ,而且可以有效地补锌[ 6] 。

3.7　水肥促旺

发生病毒病后 ,首先追施尿素 150 ～ 225 kg/

hm2 ,随即浇一次透水 ,溶解肥料 ,降低地温 ,促进植

株旺盛生长 ,增强抵抗病毒侵染的能力 。这是防治

病毒病的关键措施 。

3.8　药剂防治

首先应杀灭蚜虫 ,蚜虫是传播辣椒病毒病的主

要介体 ,及时采取防蚜 、避蚜措施 ,减少传毒蚜虫数

量 ,可有效地减轻发病[ 5] 。发现蚜虫后应及时喷药

防治 ,一般于下午 4点以后 ,昆虫活跃期 ,喷洒 10%

吡虫啉 WP 1 000倍液 ,或 3%莫比朗 EC 1 500 倍

液 ,或 25%阿克泰WG 4000倍液。天气干旱 、蚜虫

数量大时要连续喷药控制。防治蚜虫要做到有蚜必

治 ,治早治小治了 。

田间若发现病株 ,即要全田喷药防治 ,防止病毒

病流行与发展。可喷洒 5%菌毒清 AS 400倍液 ,或

20%吗啉呱 ·铜(病毒展叶快 、康润 1 号)WP 500

倍液 ,或 2.8%锌 ·植病灵(克病灵)SE 800倍液 ,轮

换用药 ,7 d 1次 ,连喷 3 ～ 4 次。每次喷药均加入硫

酸锌和尿素 。

3.9　无公害技术要求

一是水肥促旺和叶面喷肥时严禁使用硝态氮

肥 ,二是防治蚜虫和病毒病时禁止使用高毒 、高残留

和具有致癌 、致畸 、致突变作用的农药;三是在安全

间隔期内不得施用任何农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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