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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年秋季在郑州市保护地番茄发生了一种新病害 ,经鉴定为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 。通过

系统观察 ,明确了此病害不同时期的发病症状 ,即苗期感病主要表现为矮化 ,顶部叶片褪绿发黄 、变

小 ,边缘上卷 ,叶脉背面有时呈紫色;成株期主要是新叶受害 ,呈黄绿不均斑驳 ,凹凸不平皱缩 ,整株

上部和嫩芽表现出褪绿症状形成“黄顶” ,结果减少 、果实小 、畸形。初步澄清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

在郑州地区主要是以烟粉虱为传毒媒介而引发 ,在番茄不同生长阶段均可发病 ,以苗期侵染发病的

植株受害最重 ,可造成绝收;盛果期以后侵染发病的植株 ,严重影响后期产量。该病具有明显的突

发性和重发性的特点 。根据发病规律提出了防治对策 ,即选用抗 、耐病品种 、合理安排茬口 、培育无

虫无病壮苗 ,加强田间管理 ,提早防治虫媒 ,配合施用病毒病治疗剂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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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秋季在郑州市保护地番茄发生了一种

当地从未见过的病害 ,发病植株变矮 ,叶片黄化 、卷

曲 ,结实少 ,品质差 ,危害严重 。经河南农业大学李

洪连教授鉴定 ,此病为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 ,是由 B

型烟粉虱传播的曲叶病毒引起的病害。2007 年以

前未见该病害在河南省发生情况的报道 ,在郑州市

属首次发现 ,此病在适宜条件下 ,极易成灾 ,严重影

响番茄生产 。据调查 , 2008年中牟县番茄黄化曲叶

病毒病发生程度明显比 2007年重 ,造成损失增大。

为尽快控制此病危害 ,采取边研究发病规律 ,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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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和在植物体内的传导方式等生防机制以及环

境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10-12] 。本研究仅通过平板抑菌

试验和室内盆栽试验筛选出对玉米青枯病具有较好

防效的菌株 ,所以其防治效果还有待于通过田间小

区试验和大田试验进一步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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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技术的策略 ,在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 ,初步筛

选出一套防治方法 ,介绍如下 。

1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与危害

1.1　发病症状

经观察 ,苗期受害症状:感病植株较正常株矮 ,

节间较短 ,仅为正常株的 1/2至 2/3高 ,生长较慢或

停止生长 ,植株顶部叶片大多数稍褪绿发黄 、变小 ,

叶片边缘上卷 ,叶片增厚 、叶质变硬 、叶脉背面有时

呈紫色。成株期受害症状:主要是新叶受害 ,发病叶

片有黄绿不均斑驳 ,凹凸不平 、皱缩 、变形 ,整株上部

和嫩芽表现出褪绿症状形成“黄顶” 。果实受害症

状:结果减少 、果实小 、畸形 ,着色不均匀呈斑驳状 ,

失去商品价值。

1.2　分布地区

在郑州市番茄集中种植区 ,尤其是保护地发生

较重 。据 2007-2008年调查 ,该病在郑州市保护地

发病盛期为 10月中旬至 11月中旬。2007年 11月

在中牟县大孟镇 、刘集乡 、官渡镇番茄集中生产基地

调查秋季定植的番茄 ,平均病棚率 66.7%,轻病棚

病株率为 0.7%,重病棚病株率达 60% ～ 70%。

2008 年 10 月调查 , 病棚率 100%, 发病株率为

40.4%, 最高病株率 85%, 发生较重的面积约

23.3 hm2 ,减产近 60%,给当地番茄生产造成了严

重损失。2008年 9-11月份新郑市 、惠济区 、中原

区也有发生 ,发病程度轻于中牟县 。

1.3　发生特点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主要是以烟粉虱为传毒媒

介而引发的病害 ,此病在番茄不同生长阶段均可发

病 ,以苗期侵染发病的植株受害最重 ,可造成绝收 ,

盛果期以后侵染发病的植株 ,严重影响后期产量。

若移栽带毒的病苗 ,则可造成全田普遍发病;栽

培无病苗的田块 ,则田间初始发病期出现发病中心 ,

逐步蔓延 ,如田间烟粉虱数量较大 ,则病害蔓延迅

速 ,形成全田发病。因此 ,该病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

重发性的特点。

2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的重发生原因分析

2.1　传毒媒介 ———烟粉虱发生较重

近年来郑州市烟粉虱的发生危害呈上升态势 。

据定点调查 、观测 , 2007年 9月份调查棚内 100 片

叶虫量 231.7 头 , 10月份调查 100 片叶虫量 740

头 ,11月份达 1 126.3 头;2008 年 9月份调查则为

297.3头 ,10月份调查 , 100片叶虫量 826.7 头 , 11

月份达 1292.3 头 。2008 年秋季烟粉虱发生重于

2007年同期。2008年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发生明

显重于上年同期。

2.2　主栽品种抗病性较差

经过连续 2a 对郑州市主栽番茄品种进行田间

调查 ,种植面积较大的品种金棚 、宝冠系列发病均较

重 ,表现抗性较差 。

2.3　购买及种植带毒种苗

当地秋冬季保护地番茄于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

育苗 ,9月上中旬定植 ,11月中下旬开始采收。当地

农民习惯购买番茄苗 ,若种苗带毒 ,则传播快 ,发病

较普遍 ,种植户很难做到从番茄苗期开始采取系统

防治措施 ,加之分散种植 ,更无法统防统治 。

2.4　夏秋季气温偏高有利于该病流行

2007年 7-11月份夏秋季月平均气温分别为

26.2℃、26.4℃、21.97℃、16.4℃、9.1℃,分别较常

年高 0.1℃、1.5℃、0.97℃、1.2℃、1.1℃;2008 年

7-11月份夏秋季月平均气温分别为 26.6℃、

26.8℃、21.6℃ 、17.7℃、10.7℃, 分别较常年高

0.5℃、1.9℃、0.6 ℃、2.5℃、2.7℃。夏秋季气温偏高

有利于烟粉虱的发生繁殖 ,同时也有利于该病流行。

3　防治对策

3.1　选用抗 、耐病品种

种植抗病品种是防治病毒病的关键措施之一
[ 1]
。

从田间观察看 ,玛瓦比金棚表现耐病 ,且发病晚;瓯

秀 806在温州表现抗病 ,可引进试种 。

3.2　合理安排茬口

通过改变寄主影响烟粉虱的生殖发育和存

活[ 2] ,与葱蒜类以及芹菜 、茼蒿等进行换茬 ,尽量避

免与茄科 、葫芦科 、豆科蔬菜混栽 、连作 ,以减轻烟粉

虱发生 。

3.3　培育无虫 、无病壮苗

种苗的健壮与否直接影响到定植后病害的发生

程度
[ 3]
,培育无虫无病壮苗 ,避免秧苗传播病虫 ,这

是防治烟粉虱 、控制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又一项关

键措施 。

育苗时要尽量避开烟粉虱的高发期 ,育苗地要

远离烟粉虱的发生区域 ,在育苗前彻底清除田间杂

草和残留植株 ,并杀灭残留虫源。苗床选用近年未

种过茄科 、葫芦科 、十字花科等蔬菜的田块 ,采用新

建大棚和覆盖新的棚膜 ,棚内育苗基质及苗床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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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消毒处理 ,减少虫源与病源 。主要通过防虫网

等措施 ,从空间上阻止烟粉虱接触易被感染的作物 。

使用孔径为 0.25 ～ 0.38mm 的防虫网隔离育苗 ,避

免苗期感染。每公顷苗床悬挂 45 cm ×25cm 黄色

粘虫胶板 150 ～ 225 块 , 诱杀烟粉虱 , 减少传毒

媒介
[ 4]
。

3.4　加强田间管理

加强肥水管理 ,增强植株抗病能力 ,特别是加强

微肥 、腐殖酸类 、氨基酸类等有机液肥的使用 ,合理

使用复硝酚钠。彻底铲除病株及杂草 ,并加以销毁 ,

降低初侵染源[ 5] 。及时去除植株下部烟粉虱虫 、卵

枝叶 。收获后及时清洁棚室和周围环境 。

3.5　提早消灭虫媒

及时防治烟粉虱 ,以控制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

的发生。烟粉虱世代重叠严重 ,繁殖速度快 ,需在烟

粉虱危害初期 、种群密度低时及早用药进行防治 ,争

取将其彻底消灭
[ 6]
。化学防治烟粉虱要限制杀虫剂

的使用次数 ,注意轮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杀虫剂 ,延缓

抗药性。

3.5.1　采用黄板或黄盆诱杀防治成虫　可在田间

设置黄板或黄盆进行诱杀。田间设置黄板或黄盆

时 ,黄板底边或黄盆盆口要接近于植株顶部或略偏

高 10 ～ 15 cm ,每公顷设置 450 ～ 600个 。

3.5.2　喷雾法　烟粉虱零星发生时 ,交替使用 99%

矿物油 200 ～ 300倍液 ,或3%啶虫脒 EC 1 500 ～ 3000

倍液 ,或 25%吡蚜酮 SC 4 000～ 4500倍液 ,或 25%噻

虫嗪WG 2000 ～ 3 000倍液 ,或 1.8%阿维菌素 EC

1500 ～ 3 000 倍液 ,或 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EC 2000倍液 ,或 2.5%联苯菊酯 EC 2000 ～ 3000倍

液对叶片正反两面均匀喷雾。因烟粉虱极易产生抗

药性 ,防治药剂必须交替使用。另外 ,田块周围的杂

草要同时喷药 ,以提高防治效果。

3.5.3 　熏烟法　可用 22%敌敌畏 FU 每次 7.5

kg/hm2或 3%高效氯氰菊酯 FU 9 kg/hm2 ,或 10%

异丙威 FU 4.5 ～ 6kg/hm2 ,傍晚点燃闭棚 12 h 。发

生盛期可先熏烟后喷上述药剂防治 ,这样可有效控

制烟粉虱。同时可减少由于喷雾增加棚内湿度而引

起的病害[ 7] 。

3.6　配合施用病毒病治疗剂 ,控制病情发展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发病初期可用病毒抑制剂 ,

以延缓病情进一步发展 。可选用 2%宁南霉素 AS

250 ～ 300倍液 ,或0.5%烷醇·硫酸铜 EW 400 ～ 600

倍液 ,或 24%混脂 ·硫酸铜 EW 800 ～ 1 000 倍液

喷雾。

3.7　重视统防统治

由于烟粉虱繁殖能力强 ,扩散迅速 ,具有突发

性 、暴发性和毁灭性危害等特点 ,必须集中连片进行

统防统治 ,减少相邻田块之间的烟粉虱迁飞 ,以便提

高防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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