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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疮痂病的发生原因、发病规律与综合防治技术①

张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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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生疮痂病是由落花生痂圆孢菌(Sphacelomaarachidis)引起的一种真菌性病害,在鲁南花生产区逐年加

重发生,对花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本文分析了花生疮痂病的危害症状、发生原因及发病规律,提出了农业防治和

化学防治的综合防治措施,为花生疮痂病的综合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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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鲁南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尤以临沭县播种面积最大.临沭县常年种植花生3万hm2 以上,但

近年来,花生的种植频受疮痂病的困扰.该病在鲁南地区呈加重发生趋势,严重威胁花生植株的生长和产

品品质,影响花生产量,发病地块一般减产35%~40%[1],已然成为制约鲁南地区花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因素.因此,了解花生疮痂病的发病特点和发病规律,对制订花生疮痂病的综合防控策略具有重要

意义.

1 病害症状

鲁南花生产区自2003年首次发现花生疮痂病,近几年该病害在鲁南地区甚至国内流行范围逐年扩大

蔓延,且发病趋势愈发加重,已成为该产区的主要病害之一,导致花生产量连年降低.花生疮痂病是一种真

菌性病害,主要危害花生植株地上部(叶片、叶柄、子房柄、茎部)及未扎入土中的植株器官.该病症状特点

是感染部位均表现木栓化疮痂状斑,斑面病症通常不明显,潮湿时仅隐约可见橄榄色霉点或薄霉层的分子

孢子盘及分生孢子.该病害严重影响花生植株生长,造成植株矮小、生长缓慢、叶片和茎干变形、皱缩、扭

曲,且病情会不断向新梢传播蔓延,发病严重时会导致发病部位枯死,甚至可以危害花生整个生育期.

1.1 叶片病害症状

受害新叶畸形,叶片褪绿形成不同形状的病斑,主要侵染叶脉附近部位.病叶正面发展至淡褐色病斑,

边缘卷起、中部下凹,表面粗糙栓化;病叶背面较正面颜色深,呈淡红褐色;叶脉附近通常是多个褪色病斑

连片形成更大的病斑,且随着病情加重,叶面组织坏死至叶面穿孔.

1.2 叶柄和子房柄病害症状

这两个部位上的病斑较叶片上的病斑面积大,病斑形状顺着叶柄、子房柄发展呈长椭圆形或梭形,病

斑呈褐色,中部凹陷,有的呈典型“火山口”状[2];病斑粗糙龟裂,染病的子房柄肿大变粗,严重影响荚果的

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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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茎部病害症状

茎部病斑有的分散发生,有的连片发生,即多个病斑连合在一起扩展;病斑表面、形状类似叶柄部位

的发病症状.病害严重时植株整个茎部均感染病害,呈烧焦状,植株矮化、扭曲变形成“S”状,直至枯死[3],

严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 发病特点

2.1 病原菌

花生疮痂病的病原菌为半知菌亚门(Deuteromycotina)腔孢纲(Ceolomycetes)黑盘孢目(Melanconia-
les)痂圆孢属(Sphaaceloma)落花生痂圆孢菌(Sphacelomaarachidis),以菌丝体在花生植株病残体上越

冬[4].该病原菌侵染花生组织后长出大量褐色或者黑褐色浅盘状的分生孢子盘,较小不易识别.分生孢子为

单胞,无色,分生孢子梗聚集呈栅栏状.分生孢子有3种类型,分别为长椭圆形[大小为(2.5~3.12)μm×
(12.5~15.6)μm]、短 椭 圆 形[大 小 为(2.5~2.75)μm×(6.25~6.88)μm]和 近 圆 形[大 小 为

(2.5~2.8)μm×(2.8~3.0)μm].其中,短椭圆形分生孢子的数量最多,长椭圆形次之,近圆形最少[5].
2.2 发病规律

花生疮痂病的初发期一般在6月中下旬,盛发期在七八月份.该病病原菌主要以分生孢子形式在病残

体上越冬,当病残体腐烂后则以厚垣孢子形式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到翌年适宜条件下,分生孢子和厚垣孢

子萌发,成为该年的初侵染源.花生疮痂病的发生与环境温度、湿度、光照和土壤性质息息相关[6].春季播

种花生,当气温>20℃,伴随降雨量大、白天光照时间短、光照强度弱,田间就极有可能出现早期病株.前
人研究证明了湿度持续时间与花生疮痂病病原菌的侵染能力具有明显正相关,病原菌侵染所需最短湿度持

续时间为4h,病原菌侵染最适温度和湿度持续时间为温度25~30℃,湿度持续时间36~48h[7].花生品

种的抗病性也是花生疮痂病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赵杰锋等[7]人发现当温度为25~30℃时,花生疮痂

病在感病品种白沙1016中的潜育期为120h,当温度为15℃时,其潜育期达240h.抗病品种阜花17在接

种后24~36h出现防御酶高峰,且防御酶活性显著性高于感病品种白沙1016,其发病程度和病情指数显

著性低于感病品种白沙1016.

3 病害影响因素

3.1 土壤质地和生态环境

土质黏重、pH值<7、常年连作花生且田间残留病株病体多的地块易发生花生疮痂病,且发病较重.
3.2 播种密度

花生播种密度过大、植株生长茂盛且田间郁闭度高,不利于通风透光等因素,均易造成花生疮痂病的

多发、高发.
3.3 温度和湿度

春花生播种时适逢气温偏低、雨水充足,易造成花生疮痂病的早发、高发.田间温度和湿度显著性影响

病害的发病程度.一般来说,花生疮痂病田雨后病情蔓延迅速,雨后连阴病情加重;雨后天气晴好、田间通

风透光效果好,则病情较轻.

4 防治措施

花生疮痂病的防治更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加强农业防治、辅以化学防治.
4.1 农业防治

在筛选、推广抗病品种、播种健粒的基础上,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预防花生疮痂病的发生.
4.1.1 土壤管理

一是注意清理田间花生病残体,减少或切断传染源.二是做好花生田的排涝,防止田内积水.三是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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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黏重土壤中掺拌砂质壤土,酸化土壤中可适量施用生石灰调节pH值.

4.1.2 合理施肥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家肥务必腐熟后再施用;适当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使用量,防治花生植株茎

叶徒长并降低田间通风透光效果.

4.1.3 合理设置播种密度

推广轮作换茬,临沭花生产区常见的轮作方式包括小麦花生轮作、花生甘薯轮作、花生玉米轮作等模

式.在轮作换茬和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合理确定种植密度,常用起垄覆膜播种、一墩双粒播种方式,一般春

花生每667m2 墩数8500墩左右,夏花生每667m2 墩数10000墩左右.

4.1.4 合理控旺

7、8月份高温高湿,花生进入旺长期,此时控旺尤显重要.当主茎高度达35cm时,及时喷药控旺;间

隔10~15d,再控旺一次,降低田间郁闭度.

4.2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一般为播前种子处理和苗后喷雾防治.

4.2.1 种子处理

播前用种量的2‰的百泰或5‰的多菌灵拌种,阴干后播种.

4.2.2 药剂喷防

发病初期用70%甲基托布津或10%世高(苯醚甲环唑)喷雾防治,隔10d后再喷药1次防效较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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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andRegularityoftheOccurrenceofPeanutScaband
ComprehensiveControlTechniquesfo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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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anutscabisakindoffungaldiseasecausedbySphacelomaarachidis.Itsoccurrenceisbecom-
ingincreasinglyseriousyearbyyearinthepeanut-cultivatingareasinsouthernShandong,andposesaseri-
ousthreattothepeanutindustry.Inthispaper,theharmsymptomsandoccurrencecausesandregularity
ofpeanutscabareanalyzed,andsomecomprehensivemeasuresofagriculturalcontrolandchemicalcontrol
areputforwardtoprovidetechnicalsupportforcomprehensivecontrolofthis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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