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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莲藕是湘潭市的特色产业 , 莲藕的病虫害种类虽然不多 ,但对生产的影响较大。通过调查发现 , 湘莲的病害主要有腐败病、( 假尾
孢) 褐斑病、褐纹病、炭疽病、烂叶病、棒孢褐斑病、小菌核叶腐病、叶疫病、花叶病毒病 , 其中腐败病为严重病害, 但近2 年已经得到控制。
虫害有斜纹夜蛾、莲缢管蚜、莲潜叶摇蚊、小窠蓑蛾、食根金花虫 , 主要危害的是斜纹夜蛾 ,在湘潭年发生5～6 代 ,7 ～8 月为发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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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莲是湘潭的特色产业, 有3 千多年的种植历史,1995

年湘潭被命名为“中国湘莲之乡”, 同年列入国家财政支持的

湖南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湘莲以具有地缘特性的品种优

势, 高蛋白、低脂肪、清香浓郁的品质, 有过“湘莲甲天下, 潭

莲冠湖湘”的美誉。近几年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湘莲

种植得到迅速有效的发展。现在湘潭全县所辖的22 个乡镇

中, 建立了以市道潭花线、国道107 线沿线的11 个乡镇无公

害湘莲种植基地。湘莲每年面积稳定在1 000 hm2 , 年产莲籽

800 万kg 。湘潭县花石镇成了全国最大的莲籽集散地。但近

年来, 在湘潭的部分产区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病虫害, 对莲藕、

莲籽的产量和品质影响较大, 导致外销受阻、价格走低, 影响

了莲农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对莲藕的病虫害进行普查 , 了解

其危害范围与程度, 确定主要病虫害种类, 观察主要病虫害

的发生规律, 为湘潭的莲藕生产提供一定的指导。

1  调查地点与方法

湘潭县花石乡、泉塘子农技站是湘莲重要的生产基地 ,

种植历史悠久, 莲农生产水平高。湘潭市长城乡藕田属产业

结构调整后新开辟的莲区, 原种场的藕田已经有3 ～4 年的

时间了。选取以上4 个基地中具有代表性的藕田作为研究

对象, 采用走访专业户、农技干部, 查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

合, 踏查与普查相结合, 目测与实测相结合, 集中时间调查与

复查、补查相结合等方法, 调查莲藕病虫害的种类及主要病

虫害的发生规律[ 1] 。

在以上4 个莲区各选取0 .13 ～0 .2 hm2 作为定点调查地

块, 踏查采取平行跳跃式或5 点取样方式 , 对病虫害严重的

地块进行重点调查。踏查中记载藕田环境、病虫种类、分布

状况、危害程度, 重点调查是了解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规律, 针

对漏查的藕田及时复查、补查。

2  结果与分析

2 .1 病害较普遍, 但危害不重  通过调查 , 莲藕的病害在湘

潭各区发生较普遍 , 特别是叶部病害很常见。经过调查、鉴

定, 在湘潭市发生的病害主要有9 种, 表1 列出了在定点调

查中各病的发生情况[ 2] 。

  从表1 可知 , 腐败病、叶疫病、( 假尾孢) 褐斑病在湘潭发

病较多。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花石乡、市原种场藕田中腐败病

较其他地方严重, 可能与两地均为连作田有关。腐败病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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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茎发病然后波及叶片, 在2000 年以前花石乡的某些地

块甚至造成莲籽绝收。其余各病发生情况不一, 一般只危害

叶片, 对产量的影响不大。在长城乡临潭邵路、潭衡路边的

藕田中发现有荷叶焦黄、枯萎的现象, 经分析属生理性病害。

  表1 藕田病害发生情况调查

腐败

病

( 假尾孢)

褐斑病

褐纹

病

炭疽

病

烂叶

病

棒孢褐

斑病

小菌核

叶腐病

叶疫

病

花叶病

毒病

花石乡 + + + + + - - + +

长城乡 + + - + - + + + -

泉塘子农技站 + + + + - + - + -

市原种场 + + - - + + - + -

 注 : 表中符号“+ ”表示有发生 ,“- ”表示无发生。下表同。

  湘潭莲藕的几种主要病害表现:

2 .1 .1  莲藕腐败病。又称腐烂病或枯萎病, 农民称其为“发

炸”, 病原为( Fusariumbulbigenum) [ 3] , 属半知菌亚门镰孢霉属

病原真菌。该病危害根部与叶片, 在湘潭各莲区发病较重。

地下茎受害, 初期症状不明显, 剖视病茎, 可见近中心处的维

管束变淡褐色至褐色, 后随病情扩展, 变色部位逐渐扩大, 由

种藕延至当年新生的地下茎, 严重时地下茎呈褐色至紫黑色

腐败, 不堪食用。由于地下茎受害, 藕株输导机能受阻, 从病

茎抽出的地上部叶片也出现病态, 最初叶色变淡, 后来变褐

干枯或卷曲, 导致叶柄顶部亦呈弯曲状, 并变褐干枯。发病

严重时, 全田一片桔黄, 似火烧状。挖检病株地下茎, 可见藕

节上生蛛丝状菌丝体和粉红色粘质物即病菌孢子团, 有的病

藕表面现水渍状斑 , 外观呈沸水烫状。该病对产量影响很

大, 甚至会造成莲籽绝收。在湘潭一般6 月上旬发病,7 月中

旬至8 月中旬为盛发期。

2 .1 .2 莲藕褐斑病。病原物为[ ( Cercospora nymphaeacea Cke

et) Ell .] , 危害叶片, 侵染后, 在叶面上形成圆形或近圆形大小

不等的病斑, 淡褐色, 病斑上有时可见密生小黑点。有时病

斑密布并连成斑块, 致使受病叶片局部枯死。高温高湿尤其

是暴风雨频繁的季节极易发病, 连作地或偏施氮肥且藕株密

度过大、通风透光性能差的田块发病严重。因其在生长期间

发生, 对藕和莲籽均有一定的影响。

2 .2 害虫种类不多, 但危害大 湘潭市各莲区普遍发生的

虫害有斜纹夜蛾、莲缢管蚜、莲潜叶摇蚊、小窠蓑蛾、食根金

花虫。虫害在各调查点发生的情况见表2。

  斜纹夜蛾、莲缢管蚜在各调查点均有发生, 其余3 种虫

害在部分地区发病。斜纹夜蛾幼虫虫口基数大 , 取食量大 ,

造成藕田缺叶较多,2004 ～2005 年几乎成灾 ; 莲缢管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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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 危害叶片、茎杆; 潜叶摇蚊只危害浮叶, 不危害立叶; 小

窠蓑蛾在田间分布较少 ; 食根金花虫农民称之为根蛆, 在消

毒后的藕田中较轻。所以对于湘潭莲藕生产来说, 最主要的

害虫为斜纹夜蛾。

斜纹夜蛾初孵幼虫群集在卵块附近取食, 不怕光, 遇惊

扰即四处爬散, 或吐丝下垂随风飘散。2 龄后开始分散。1 ～

2 龄幼虫啃食叶片下表皮与叶肉 , 仅留上表皮与叶脉, 被害叶

似纱窗。3 龄后分散危害,4 龄后食量大增 , 咬食叶片成缺

刻, 仅留主脉, 密度大时, 可将叶片全部吃光, 甚至咬食幼嫩

茎杆。4 龄后幼虫开始避光, 晴天躲在阴暗处, 傍晚外出取食

活动, 阴雨天白天也整日活动危害。各龄幼虫均有假死性。

8 月份在花石乡的一片藕田中 , 虫数达30 万～60 万头/ hm2 ,

田埂草丛有虫10～15 头/ m2 , 有部分田块的荷叶被吃掉1/ 10 ,

还有一些被吃掉50 % 以上, 严重的荷叶被害率达90 % , 发生

高峰期时荷叶上有幼虫少的10 头, 多的50 ～100 头。

  表2 花石乡、长城乡、泉塘子农技站、市原种场莲藕虫害发生情况

斜纹

夜蛾

莲缢

管蚜

潜叶

摇蚊

小窠

蓑蛾

食根金

花虫

花石乡 + + + + +

长城乡 + + - - -

泉塘子农技站 + + + + -

市原种场 + + - - -

2 .3 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

2 .3 .1 病害。在2000 年前各主要产区最严重的莲藕病害是

腐败病, 在各调查区发病都较重, 往往是由带菌种藕与泥土

成为传染源。在湘潭一般在6 月上旬开始发病,7 月中旬至8

月中旬为盛发期。阴雨天多 , 日照不足或暴雨频繁, 极易诱

发此病。藕田土壤酸性大, 通气性不好, 有污水流入或水温

高于35 ℃, 又偏施氮肥的田发病率高。品种间抗性有差异 ,

深根系品种较浅根系品种发病轻, 如湘莲一号发病就较轻。

但从2001～2003 年, 湘潭市农业局组织了腐败病防控技术推

广, 莲藕的腐败病已得到初步控制, 克服了莲藕生产的瓶颈

问题 , 在生产中对产量的影响已经不大, 不再造成大面积

减产。

2 .3 .2 虫害。在湘潭市斜纹夜蛾是主要的虫害。斜纹夜蛾

危害的作物种类很多 , 在莲藕上也是最严重的虫害。在调查

中, 花石乡2005 年5 月20 日第1 次发现斜纹夜蛾危害 , 百叶

虫量6 头, 虫龄为2 龄。6 月上旬以后, 各观测点均发现有斜

纹夜蛾, 虫龄为5 ～6 龄, 一般藕田藕叶被害率16 % ～24 % ,

严重田被害率40 % 。6 月中旬以后虫口密度加大 ,7 月上中

旬严重危害; 第3 代幼虫8 月上旬前后发生, 第4 代幼虫9 月

上旬发生 , 持续危害, 第5 代幼虫10 月上旬发生, 幼虫6 龄 ,

少数多达7 ～8 龄, 幼虫历期24 ～40 d。

表3 为2005 年7～10 月调查的斜纹夜蛾虫口数, 为随机

抽取10 片叶的害虫数的平均值。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斜纹夜蛾的发生比较一致 ,1 年发生5

～6 代,7 月中旬～8 月中下旬是危害高峰, 第1 代幼虫在5

月份开始发生, 第2 代在6 月份孵化 , 危害加重 , 最严重的是

第3、4 代, 即7 ～8 月份, 在叶片上可见虫量较多。进入8 月

底9 月初后, 气温逐渐下降 , 其危害减轻。斜纹夜蛾的卵期2

～5 d , 莲藕大田生长期间 , 卵多产在叶片背面。每头蛾可产

卵8～12 块 , 约1 200～2 100 粒, 最多的可达3 000 粒。成虫飞

翔力很强。在藕田中置黑光灯,1 晚上可诱杀成蛾2 000 多

头。在调查中还发现, 斜纹夜蛾生长发育速度与温度有关

系, 温度高 , 幼虫期短, 生育期长。8 月份温度高, 幼虫期缩

短, 体色加深, 蛹体变小, 蛹期延长。斜纹夜蛾喜食幼叶 , 食

嫩叶长得快, 食老叶长得慢, 生育期相差7 d 以上。

  表3 斜纹夜蛾在各点发生情况统计 头/ 10 叶片

日期 花石乡 长城乡 泉塘子农技站 市原种场 平均

07-04   32   20    15    5  18 .2

07-15 146 120 89 60 103 .8

07-25 10 38 12 15 18 .5

08-06 56 14 39 70 44 .8

08-17 80 135 48 81 86 .5

08-29 232 25 54 100 125 .2

09-10 13 24 16 17 18 .5

09-20 125 83 130 100 109 .5

09-27 57 42 38 40 44 .2

10-07 70 82 75 63 70 .5

10-12 28 43 95 78 61 .0

3  讨论

经过1 年多的调查, 发现湘潭莲藕的病虫害种类较多 ,

已知的病害有9 种, 虫害有5 种。其中的斜纹夜蛾近几年均

暴发, 有成灾的趋势,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3 方面。①从气候

条件来看, 湘潭地处湘中, 近几年冬季气温较高 , 冰冻少 , 越

冬的蛹未被冻死, 夏季持续高温干旱, 秋季旱情也十分突出 ,

非常适合斜纹夜蛾的生态发育要求。②从斜纹夜蛾的自身

繁殖规律来看, 每头雌蛾平均产卵3 ～5 块,300 多粒, 为幼虫

的暴发提供了可能。③从栽培制度来看, 藕田收获后部分莲

农未严格清园, 造成虫蛹在藕田越冬, 春季温度升高即羽化

产卵。非耕地杂草不是莲农防治对象, 藕田埂上的杂草中有

许多斜纹夜蛾, 也造成各代虫口基数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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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材料与方法

清楚地交代出试验设计、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等。研究对象如品种、肥料、农药、土壤、病虫害等名称应交代清楚; 还应

交代试验必要的范围、重复次数及样本大小。对一般的研究方法注明出处即可, 如采用×××方法[ 2] ( [ 2] 为在参考文献中

的序号) 。对于有所改进或新的方法要详细叙述, 以便他人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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