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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款冬(TussilagofarfaraL.)是一种具有巨大药用价值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近年来,甘肃省款冬产业发展迅

速,崛起为十大陇药产业之一,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甘肃地区款冬种植业的不断扩

大,款冬病虫害为害逐年加重,成为影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因子.为推进甘肃地区款冬的健康栽培,保证

产业的稳定发展,本文通过开展长期调查工作,总结出了甘肃地区款冬主要病虫害种类、为害特点和发生规律.同

时,本文作者还探索了款冬主要病虫害的综合防控技术,为今后款冬病虫害的防控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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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冬(TussilagofarfaraL.)别名款冬花、冬花、看灯花、九九花、艾冬花,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干

燥款冬花蕾可入药,其性温、味辛、微苦,归肺经[1],主要含倍半萜、三萜、黄酮、生物碱、酚酸类、挥发油

等多种活性物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款冬花有润肺下气、止咳、祛痰、平喘、升血压、镇痛抗炎、抗肿瘤、

抗过敏等药理作用[2],是多种中成药的重要原料,其叶片也可入药.因其重要的药用价值,款冬在欧洲、北

美洲和中国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均有种植[3-5],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款冬种植

过程中容易受多种病虫害为害,造成植株死亡或产品质量下降,影响其药用和经济价值.因此,从2014年

开始,作者对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药用植物园种植的款冬所发生的病虫害进行了跟踪调查,初步明确

了该地款冬的主要病虫害种类和发生规律,同时,作者还在期间开展了大量的款冬病虫害的防治试验,总

结了形成了款冬主要病虫害的防控技术,旨在为今后款冬的健康种植提供技术支撑.

1 款冬主要病害

1.1 款冬褐斑病

1.1.1 为害症状

款冬褐斑病是款冬壳多孢菌侵染引起真菌性病害[6],主要为害植株叶片,植株被侵害后,初期叶面病

斑圆形或近圆形小点,逐渐扩展后沿叶脉呈不规则形,病斑直径6~25mm,边缘紫红色,中心凹陷呈浅褐

色;后期发病严重时,往往造成植株大部分叶片大面积变褐,甚至整株全叶变褐枯死,造成花芽小、花蕾

少,影响款冬花等级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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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发生规律及发病条件

款冬壳多孢菌附着在病株落叶上越冬,第二年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萌发产生菌丝和孢子侵染植

株.整个生长季可发生多次侵染[7].款冬整个生长期都能发病,发病盛期主要集中在7-9月,高温高湿的

气候环境条件有利于发病和流行.因此,种植密度过大、氮肥过多引起贪青旺长导致的田间通风和透光不

良,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等均有利于病害的发生.

1.1.3 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秋末冬初及时清除田间款冬的残枝枯叶和病残体,并集中销毁;每隔3~5年实行轮作,以

减少田间初浸染源;采用高10~15cm小高畦覆膜栽培,按行株距30~40cm进行栽植,盛叶期及时摘除

植株下部老叶、黄叶和病叶,改善田间通风和透光条件;同时,合理布局排水沟,及时排出田间积水;氮、

磷、钾肥合理配合施用,防茎叶徒长,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
化学防治.出苗后,喷洒1∶1∶100波尔多液进行病害预防和植株保护.发病初期,50%多菌灵500~

600倍液[2]、5%香芹酚水剂、25%丙环唑乳油、80%乙蒜素乳油和25%嘧菌酯乳油等对款冬褐斑病均有良

好的防治效果[8].

1.2 款冬枯萎病

1.2.1 为害症状

款冬枯萎病为尖孢镰孢菌侵染引起的真菌性病害[9].发病初期,部分根系颜色呈浅褐色,其余大多数

根为白色,维管束呈浅褐色,植株生长缓慢,中午太阳光强时叶片略有萎蔫.发病中期,根系绝大部分变为

黑褐色,并有局部黑色腐烂,叶片枯萎翻卷.发病后期,根系整体变黑,主根系到茎基变黑腐烂,叶柄维管

束变黑褐色,叶片由茎基开始由下向上逐渐干枯死亡.

1.2.2 发生规律及发病条件

款冬从出苗到收获整个生长周期均可发病,7~8月为发病盛期.病原主要以厚垣孢子或菌丝在未腐熟

的有机肥、病株残体或土壤中越冬,第二年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从根系伤口侵入植株,沿导管蔓

延,引起植株发病枯萎死亡[10].病菌在22~32℃和高湿条件下侵染能力较强.地势低洼、排水不良的连作

地块易发生.植株种植密度大、偏施氮肥、田间浇灌水不当、施用的有机肥未腐熟等因素都易引起病害的发

生和流行.

1.2.3 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措施.每4年实行一次轮作,合理密植,及时清理病残体并集中销毁,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料,氮、磷、钾肥均衡配合施用等均可减轻病害发生.
化学药剂防治.款冬出苗后,用高锰酸钾600倍液灌根或喷洒进行病害防控.病害发生初期,用高锰酸

钾500倍液灌根2~3次[11].此外,加强对地老虎、蝼蛄、蛴螬等地下害虫防治,可有效防止病害发生.

2 款冬主要虫害

2.1 款冬蕾蛆

2019年,笔者于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药用植物园首次发现款冬蕾蛆为害.紧接着,在接下来2年

时间里,笔者继续对款冬蕾蛆各虫态特征、为害特征及生活史进行了调查记录.鉴于幼虫为害的特点,本文

称其为款冬蕾蛆.

2.1.1 形态特征

款冬蕾蛆为蝇类昆虫幼虫,头部圆锥形,有1对黑色口钩,一般缩入前胸.躯干具8节环状突起,淡黄

色,尾端粗,截断状,体形略呈圆锥形,体表光滑油润,富有弹性.老熟幼虫体长8~10mm,炎黄色,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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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后气门位于体躯末端,气门新月形,上有圆柱形褐色气管2组,每组3个.

2.1.2 为害症状

款冬蕾蛆主要为害款冬花蕾,花蕾被害后鳞片松散,鳞片上端或整个花蕾变黑或干枯,用手捏有中空

感,剥开花蕾,花蕊变为黑褐色或腐烂,花或花柄中心可看到乳白色的幼虫向下蛀食,虫道内留有褐色小

颗粒粪便.

2.1.3 生活史

款冬蕾蛆在甘肃定西1年发生1代,多以老熟幼虫在土壤中、被害花蕾的花柄内或根茎部茎杆内越冬,

采收后干燥的被害花蕾中可见到少数蕾蛆以蛹越冬.蕾蛆以蛹在土壤中越夏,成虫在8月中下旬开始羽化,

一直延续至9月上中旬.初羽化出土的成虫,在地面上爬行后潜伏在植株下杂草上,多于早晨或傍晚活动.
羽化后1~2d即可交尾产卵.卵产于款冬植株外围第1,2层叶腋间或2~3mm深土表中,卵经过5~14d
孵化,初孵化的幼虫爬行至茎基部膨大的花蕾上,从鳞片缝隙中钻入,向下蛀食,9月中下旬至11月中下

旬为款冬蕾蛆为害盛期,11月下旬停止取食,进入越冬期.

2.1.4 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施用充分腐熟有机肥,严禁未腐熟及生粪直接施入土壤.与禾本科、豆科等作物为前茬进行

轮作.
物理防治.糖醋液诱杀成虫,采用糖∶醋∶水∶90%晶体敌百虫配制成1∶1∶3∶0.1的溶液,667m2

放置3~4盆诱杀蕾蛆成虫[12];采用黏虫板诱杀成虫,在成虫生发期,放置黄色黏虫板,黄板规格一般

40cm×25cm,每20~25m2 放置1张.

生物防治.在款冬花雷膨大初期,用0.3%苦参碱水剂[7],加水稀释后喷洒植株基部1周1次.

2.2 蛴螬

2.2.1 形态特征

在甘肃定西发生的蛴螬主要是铜绿丽金龟、黄褐丽金龟和大黑鳃金龟的幼虫,体型肥大,多弯曲呈C
形,多数为白色,少数为黄白色或灰白色,头部褐色.体壁较柔软多皱,体表疏生细毛.头大而圆,多为黄

褐色,生有左右对称的刚毛,胸足3对,一般后足较长.腹部10节,第10节称为臀节,臀节上生有刺毛.

2.2.2 为害症状

蛴螬主要集中分布在根系25cm以内的土壤中,对款冬的为害主要集中在春夏两季,取食款冬种茎、

根系、根状茎或根茎结合部.幼苗受害导致植株枯死,造成缺苗断垄.成株期根系受害,造成植株生长衰弱,

地上茎叶萎蔫或干枯死亡.同时,伤口有利于枯萎病菌侵入,易诱发枯萎病,严重影响药材的产量和质量.

2.2.3 生活史

蛴螬一般1年繁殖1代,幼虫和成虫在地下30~40cm处越冬.幼虫共3龄,1~2龄历期较短,3龄历

期最长.初孵幼虫以腐殖质为食,之后取食根系和根状茎.蛴螬有在土中有随温湿度变化而垂直迁移的习

性,最适土温为13~18℃,最适土壤含水量10%~20%,温、湿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向土壤深处转移,并暂

时停止取食为害[13].成虫白天藏在土中,20:00~21:00进行取食等活动.成虫有假死性和负趋光性,对未

腐熟有机肥有趋性,多喜欢生活在根茎类蔬菜、根茎类药用植物的种植地.成虫交配后10~15d产卵,卵

多产在松软湿润的土壤中.

2.2.4 防治方法

农业防治.秋季在越冬虫态还没有下潜到土壤深层前适度深耕,不仅能把地下害虫翻到地表上,使其

吹干、晒干或被天敌捕食,还能破坏其越冬场所,从而降低越冬害虫基数.另外,杂草不仅是地下害虫的隐

蔽场所,也是地下害虫向田间迁徙的媒介,通过深翻能及时清除杂草,以间接减少害虫数量.每2~3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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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轮作.施用农家肥时,必须使肥料充分腐熟,严禁未腐熟肥料或生粪直接施入土壤.
物理防治.蛴螬具有假死性和负趋光性,并对未腐熟的粪肥有趋性.大量的试验证明,用黑光灯对金龟

子成虫进行诱杀是有效的防治方法[14],按照酒醋糖水1∶4∶3∶2的比例,再加入90%敌百虫晶体少许配

制糖醋酒液诱杀,混合后调匀盛在盆内,按7.5盆/hm2 放置于田间,距离地面高1.2m,每5d添加1/2的

糖醋液,每10d全部更换新的糖醋液[15].
生物防治.用2000万活芽孢/g的苏云金芽孢杆菌7.5kg/hm2 与农家肥混合后翻入耕作层,或在播种

期将混合肥播到种穴中,杀虫率达到90%以上[16].绿僵菌在蛴螬生物防治中具有显著效果.刘思雨等的研

究发现,将绿僵菌与苏云金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联合施用对侵染铜绿丽金龟幼虫具有良好的协同增效防控

作用[17].
化学防治.每667m2 施用5%毒死蜱颗粒剂2~3kg,与土混合均匀后开沟条施,覆土后浇水1次,或

用40%毒死蜱乳油380~400mL灌根,施药后立即浇水.同时新烟碱类杀虫剂吡虫啉和噻虫胺对蛴螬的防

控效果较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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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steadygrowthofcoltsfoot(TussilagofarfaraL.)cultivationinGansu,thedamage
causedbybrownspot,Fusariumwilt,budmaggotsandgrubstothiscrophasbecomeincreasinglyseri-
ous,whichthreatensthehealthycultivationofcoltsfoo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coltsfootindus-
tryinDingxi,GansuProvince.Inrecentyears,therearepressingneedsfortheunderstandingofthemain
diseasesandpestsofcoltsfootandthecontrolstrategiesforthem.Basedontheresultsoflong-terminvesti-
gations,themaincoltsfoot-injuringdiseasesandpestsaresummarizedinthispaper,andtheirdamaging
characteristicsandregularityofoccurrencearedescribed.Inaddition,effectivecontrolstrategiesarerecom-
mendedinthispapertoguidethecontrolofthemaindiseasesandpestsforthehealthycultivationofcolts-
footinthefuture.
Keywords:coltsfoot(TussilagofarfaraL.);brownspotdisease;Fusariumwilt;grub;control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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