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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隔栽培法对生姜姜瘟病防治及产量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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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姜瘟病是由青枯雷尔氏菌(Ralstoniasolanacearum)引起的一种细菌性病害,被称为生姜种植产业的“癌

症”.本试验设计了一种“网隔栽培法”,并探索其对土传姜瘟病发病率和生姜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过连续3年

的田间验证,相比传统栽培法,“网隔栽培法”种植可显著降低姜瘟病的发病率,平均减少了6.08个百分点,平均防

治效果达到了48.33%;同时,生姜产量平均增加了13.21%.这种“短行播种、纵横开沟、深沟隔病”的“网隔栽培

法”为姜瘟病的绿色防控提供了新方案,也为其他蔬菜、中药材等植物的土传病害防治提供了新的借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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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ZingiberofficinalRoscoe)作为全球重要的辛香类蔬菜以及传统中药材,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

历史[1].在我国,生姜不仅是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的主要蔬菜,也是重庆调味品产业技术体系“两辣一

麻”的主要原料作物.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生姜年均种植面积约26.67万hm2,年产量超过1200万t,

已成为我国丘陵山区脱贫攻坚的特色高效产业[2-3].然而,生姜的连年种植以及长期无性繁殖留种,造成土

壤中病原菌逐年积累,姜瘟病、茎腐病等毁灭性土传病害连年发生,并逐年加重[3-4].其中,姜瘟病是由青

枯雷尔氏菌(Ralstoniasolanacearum)引起的一种细菌性病害,具有流行性强、传播速度快、危害性大的特

点,常年造成生姜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被称为生姜种植产业的“癌症”,严重影响生姜产量和品质[5-6].
如何有效防控这一病害也成为一直困绕科技工作者的世界性难题.近几年来,种植者通常采用福尔马林对

种姜消毒,或者采用棉隆、氯化苦等熏蒸药剂对土壤进行消毒的方法来防控病害.尽管这些措施能够降低

姜瘟病的发病率,但是,由于大量施用这些农药会对环境产生不可逆的危害,且氯化苦有催泪特性,人工

操作较难,这些防控措施的应用推广受到极大限制[7-9].因此,为践行“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推进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的思想,亟需开发无污染、易操作、高效的绿色防控技术[10].
前人研究发现,青枯雷尔氏菌是引起姜瘟病爆发的主要病原细菌.一旦土壤温度、湿度等条件适宜,青

枯病菌将随水流传播和扩散,通过侵染部位的输导组织进入生姜体内,造成植株萎蔫,甚至死亡[11].此外,

土壤含水量是引起姜瘟病爆发的另一主要因素.当土壤含水量超过25%时,姜瘟病极易被诱发成灾,并且

发病率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增高[12-13].因此,如何有效控制土壤湿度以及防止姜瘟病病菌在田间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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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交叉侵染传播成为避免姜瘟病暴发成灾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课题组在多年的生姜栽培试验研究过程中发现,深沟呈网状栽培可隔离阻断姜瘟病病菌随水流传

播、交叉侵染健康植株的现象.基于姜瘟病爆发及传播流行规律,本文探索了“短行播种、纵横开沟、深沟

隔病”的生姜“网隔栽培法”栽培技术,提出了“网隔栽培法隔离防治土传病害”的设想,以期为姜瘟病等土

传病害的绿色防治提供新的防控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生姜品种为广西白姜,由重庆市调味品产业技术体系生姜育种与栽培研究基地提供.
本试验于2016-2018年在重庆市永川区黄瓜山村进行,选取连续5年种植生姜的土地为试验场地.经

测定,该场地土壤pH值为6.9,属于偏碱性,土壤中青枯菌含量为67.3×106cfu/g.土壤深度0~30cm的基本

理化性质为有机质18.1g/kg,全氮1.2g/kg,碱解氮42.3mg/kg,全磷18.5g/kg,速效磷120mg/kg,全钾

1.7g/kg,速效钾327.4mg/kg.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连续3年在供试场地进行,共设置对照区和处理区2个处理.其中,常规传统栽培设为对照区

(CK),“网隔栽培法”设为处理区.首先,试验地四周挖排水沟,沟深80cm,沟宽40cm.其次,“网隔栽培

法”处理区土壤每间隔4m开长沟,沟深60cm,沟宽40cm;每30m长开横沟,沟深50cm,沟宽40cm,

形成网状栽培种植模式;起25cm深的种植沟,采用4m短行播种,株距20cm,行距35cm.对照区(CK)

采用常规起种植沟打埂栽培方法种植生姜.每个处理3次小区重复.

1.3 数据调查和测定

发病率测定:每年在姜瘟病高发期的7月15日调查各处理区发病情况,每点选取2m×2m区域,调

查生姜发病植株数和健康植株数,统计发病率和防治效果.
发病率 = 病株数/调查总株数×100%;

防治效果 = (对照区发病率-处理区发病率)/对照区发病率 ×100%;

产量测定:分别在试验各处理小区中随机选取3个样点,每点取2m ×2m区域内的植株测定产量,

换算成为每667m2 的产量.

1.4 数据处理和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Excel与SPSS软件分析.数据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Duncan法进行(a=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网隔栽培法”对生姜姜瘟病发病率的影响

“网隔栽培法”对土传姜瘟病发病率的影响见表1.连续3年的试验结果显示,网隔栽培法与传统栽培法

的田间姜瘟病发病率存在显著性差异.2016年对照区和网隔栽培法田间发病率分别是12.36%,5.82%,网

隔栽培法对病害的防治效果达到52.91%;2017年发病率分别是11.92%,6.23%,防治效果达到了

47.73%;2018年发病率分别是13.47%,7.46%,防治效果为44.62%;3年的平均防治效果为48.33%.姜

瘟病主要由青枯雷尔氏菌引起,在田间,该病原菌随灌溉水、雨水及人为农事活动大肆传染,短时间内姜

瘟病即可从局部发病发展到大面积发病,导致该病害发展面积广,难以有效防治.而网隔栽培法通过设置

种植生姜土壤之间的深沟,有效阻隔了青枯病病菌的传播途径,把姜瘟病的病原菌控制在有限的局部范

围,从而减轻姜田病害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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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网隔栽培法对姜瘟病发病率的影响 %

处理
2016年7月15日

发病率 防治效果

2017年7月15日

发病率 防治效果

2018年7月15日

发病率 防治效果

平均值

发病率 防治效果

常规栽培(CK)12.36±0.24a - 11.92±0.31a - 13.47±0.41a - 12.58a -

网隔栽培法 5.82±0.31b 52.91±1.16 6.23±0.27b 47.73±2.31 7.46±0.35b 44.62±1.46 6.50b 48.33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在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表2同.

2.2 “网隔栽培法”对生姜产量的影响

网隔栽培法与传统栽培法相比,田间生姜植株株高和分枝数无明显差异,但2种栽培法的姜块产量存

在显著差异(表2),网隔栽培处理后的生姜产量比对照提高了13.21%.这是因为本试验采用的网隔栽培法

使生姜种植土壤之间每隔4m增加了一条60cm深的排水沟,导致土壤导水性和透气性均较传统栽培区的

土壤好,一方面有利于生姜植株的健壮生长,另一方面提高了植株对病原菌的抵抗力.因此,网隔栽培处理

区生姜姜瘟病发病率明显低于对照区,且生姜产量也有所增加.

表2 网隔栽培法对生姜产量的影响

处理 株高/cm 分枝数/个 每667m2 产量/kg 增产率/%

常规栽培(CK) 102.83±7.36a 11.36±0.67a 2814.63±58.62b -
网隔栽培法 103.32±8.94a 12.52±0.89a 3186.51±46.07a 13.21

  注:数据表示2016—2018年3次调查数据平均值±标准误.

3 小结与讨论

本试验根据姜瘟病的暴发、传播、流行规律,发明了“短行播种、纵横开沟、深沟隔病”的生姜网隔栽培

新方法.通过在生姜种植土壤四周开深沟(深80cm、宽40cm),每隔4m开长沟(深60cm、宽40cm)、每

隔30m沟长开横沟(深50cm、宽40cm),形成“网隔栽培”模式.经过连续3年的试验,采用该方法种植的

生姜姜瘟病发病率比传统栽培法平均减少了6.08个百分点、平均防治效果达到了48.33%,有效地防治病

害.同时,“网隔栽培法”种植生姜,产量连续3年平均比对照增产13.21%,增加了姜农收益.刘星等[14]研

究发现大棚膜网覆盖和综合防病施肥措施结合能够有效控制姜瘟病,对姜瘟病的防治效果达到了93.44%.
本试验证明“网隔栽培法”对降低土传姜瘟病发病率和提高生姜产量具有积极作用,主要是因为纵横的

深沟一方面使根际土壤疏松,透水和透气性增强,另一方面有利于根际土壤及时排除多余水分,避免因灌

溉和雨水流动引起土传病原菌的快速传播,起到隔离病株的作用,从而减少病株接触的交叉感染,避免夏

季高温高湿季节生姜姜瘟病暴发.但是,深层次的“网隔栽培法”的防病作用机理尚待进一步研究.试验研究

结果为如何防控重要农作物,如玉米、小麦、棉花、大豆、油菜以及特色经济作物如黄瓜、番茄、茄子、辣

椒、瓜类等[15-17]的土传病害提出了新的绿色防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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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ingerblastisasoil-bornebacterialdiseasecausedbyRalstoniasolanacearumandknownasthe
‘cancer’ofginger.Inastudyreportedinthispaper,a“griddingcultivationpattern”wasdesignedandits
effectontheincidencerateofbacterialwiltandyieldofgingerwasinvestigated.Theresultsofa3-year
verificationexperimentindicatedthatcomparedwiththetraditionalcultivationpattern,griddingcultiva-
tionpatternsignificantlyreducedtheincidencerateofsoil-bornebacterialwiltby48.33%,thecontroleffi-
ciencybeingashighas6.08%,andincreasedgingeryieldby13.21%.Inconclusion,thisgriddingcultivation
patternwiththecharacteristicsof“sowinginshortrows,ditchingverticallyandhorizontally,andisolation
ofpathogens”providesanewandgreencontrolstrategy,notonlyforgingerblast,butalsoforothersoil-
bornediseases.
Keywords:griddingcultivationpattern;gingerblast;ginger;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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