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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为叶 中国药典曳记载的 265种商洛道地药材之一[1]袁
为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半夏 Pinellia ternata渊 Thunb.冤
Breit.的地下块茎遥性温袁味辛袁有毒袁一般用姜汁尧明矾炮制
后入药 [2]遥具有燥湿化痰袁降逆止呕袁消痞散结的功能曰用于
痰多咳喘尧眩晕尧痰厥头痛尧呕吐反胃尧胸脘痞闷尧梅核气证曰
生用外治痈肿痰核遥半夏内含挥发油尧生物碱以及多种氨基
酸尧植物甾醇和甙类等遥药理研究证明院半夏有显著的镇咳尧
镇吐作用袁而生半夏则有催吐作用袁故一般均用半夏治疗慢
性支气管炎和支气管扩张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呕吐曰此
外袁半夏还有显著的抗癌活性袁可治疗子宫颈癌尧皮肤癌[3]遥但
近年来半夏在市场上货源短缺袁价格昂贵袁实施商洛半夏规
范化种植具有社会效益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遥为此袁笔者
于 圆园园4年 3月开始进行商洛半夏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袁已
经对半夏的真伪鉴定尧质量尧组织培养尧块茎腐烂病防治对
策尧播深对产量的影响及适宜采收期[4-9]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袁
然而袁商洛半夏病虫害是影响商洛半夏产量和质量的重要
因素袁针对该现象袁笔者于 2004年 4月 1日至 2006年 9月
20日对该地区半夏病虫害现状及动态作了全面的调查袁现
将调查结果总结如下遥

1 调查概况

1.1 调查时间 全部调查工作均在生长季节进行袁具体时
间为院2004年 4月 1日至 9月 1日曰 2005年 4月 15日至 9月
15日曰2006年 4月 20日至 9月 20日遥
1.2 调查方法 四点取样法院在试验田中采用野 +冶或野 X冶法
选取四个点袁每个点取 3~5株药材袁进行一定单位面积病虫
害发生情况的调查袁记录病害和虫害的发生情况遥
1.3 调查地点及面积 陕西省香菊制药责任有限公司香

菊药源基地袁陕西省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公司杨峪河药源
基地曰调查面积约 1.33 hm2袁调查总株数为 5 000株遥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病虫害种类 调查区半夏病虫害主要有院块茎腐烂病
渊 Sclerotium rolfsii Sacc.冤袁叶斑病渊 Cercospora achyranthis H.et.
P.Syd.冤袁病毒病渊 Dasheen mosaic virus袁DMV冤曰红天蛾渊 Deilephila
elpenor lewisi Butler冤袁蚜虫渊 Aphis craccivora Koch.冤袁芋双线
天蛾[Theretra oldenlandiae渊 Fabricius冤 Rothschild.et.Jordan]遥
2.2 病虫害数量变化渊 表 1尧2冤 从表 1可以看出院商洛半
夏的病害已成为影响其产量和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袁其中
块茎腐烂病的发病率最高袁平均达 41.39 %遥药用植物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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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 [10]遥从表 2可以看出院虫害共有 3种袁但以红天蛾
危害较大袁平均虫株率为 8.90 %袁对商洛半夏的危害较病害轻遥
3 结论与讨论

商洛半夏病虫害是商洛半夏栽培过程中最为薄弱和关

键的环节[11]遥由于商洛半夏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袁以及栽
培生产中的粗放管理袁导致长期以来病虫害问题十分突出袁
病虫害现已成为影响商洛半夏产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12]遥

该调查结果显示袁商洛半夏病虫害近年来不但数量大袁危害
严重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产量和质量遥因此袁加强
商洛半夏的规范化种植管理袁重视病虫害的有效防治袁是保
证商洛半夏优质尧稳产尧高效的关键措施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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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病害种类和数量调查统计

调查时间
块茎腐烂病 叶斑病 病毒病

调查株数 病株数 发病率椅 % 调查株数 病株数 发病率椅 % 调查株数 病株数 发病率椅 %
2004蛳04~09 387 170 43.93 387 8 2.07 387 14 3.622005蛳04~09 500 230 46.00 500 11 2.20 500 15 3.002006蛳04~09 1 000 381 38.10 1 000 19 1.90 1 000 27 2.70
总数 1 887 781 41.39 1 887 38 2.01 1 887 56 2.97
表 2 害虫种类和数量调查统计

调查时间
红天蛾 蚜虫 芋双线天蛾

调查株数 虫害个数 平均虫株率椅% 调查株数 虫害个数 平均虫株率椅% 调查株数 虫害个数 平均虫株率椅%
2004蛳04~09 242 2 896 11.96 242 1 382 5.71 242 198 0.822005蛳04~09 385 3 104 8.60 385 1 401 3.64 385 204 0.532006蛳04~09 373 2 901 7.78 373 1 308 3.51 373 211 0.57
总数 1 000 8 901 8.90 1 000 4 091 4.09 1 000 613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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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冬前积温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曰与拔节前 20 d平均
温度袁拔节后 10 d尧11~20 d尧20 d平均温度呈线性负相关袁其
中与 11~20 d尧20 d平均气温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遥 这说
明纹枯病病情指数并不受播种-拔节天数的影响袁而是受其

间积温袁尤其是冬前积温的影响曰拔节后 20 d袁尤其是拔节
后 11~20 d的平均气温对纹枯病病情指数影响较大遥这是
因为纹枯病发病前要有一定的积温遥小麦拔节后袁气温较
高袁基部节间形成和组织硬化快袁历时短袁抗感染能力较强遥
2.3 密度对小麦纹枯病发病程度的影响 图 1表明袁 不同
处理间纹枯病发病程度差异显著遥随着基本苗的加大袁纹枯
病发病程度有加重的趋势遥相关分析表明袁纹枯病发病普遍
率渊 Y冤和病情指数渊 y冤均与基本苗渊 x冤呈显著直线相关关系遥
相关方程为院 普遍率 Y =24.0+0.169 x袁r越0.918*曰 病情指数
y=-0.5+0.129 x袁r越0.880*遥这是因为基本苗数量提高的直接
后果是群体增大袁造成郁蔽及田间湿度增加袁有利于病害的
发生发展[6]遥

表 2 气候因子渊 x冤与纹枯病病情指数渊 y冤的关系

注院F0.1=5.537袁F0.05=10.13袁F0.01=34.12遥*表示在 0.05水平有差异遥

气温渊 x袁益冤 拟合方程 F
冬前积温 y=-6.990 8+0.092 9 x 11.051 5*
播种-拔节积温 y=-150.002 2+0.286 8 x 9.038 6
拔节前 10 d平均温度 y=69.875 4-7.030 4 x 2.519 4
拔节前 11~20 d平均温度 y=72.964 9-6.905 5 x 5.161 2
拔节前 20 d平均温度 y=79.543 3-8.471 9 x 5.901 0
拔节后 10 d平均温度 y=77.146 6-6.325 5 x 8.382 4
拔节后 11~20 d平均温度 y=74.376 2-4.382 7 x 16.910 4*
拔节后 20 d平均温度 y=77.1604-5.3831 x 15.177 3*

图 1 密度与纹枯病发病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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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纹枯病病情指数与普遍率的关系 图 2表明袁普遍率
和病情指数是纹枯病发病程度的两个指标遥利用播期尧密度
两个试验和部分品种的观测数据分析表明袁病情指数渊 y冤与
普遍率渊 Y冤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渊 n=14冤遥这
说明纹枯病发病普遍率越高袁严重度越高遥
3 结论与讨论

渊 1冤 小麦纹枯病病菌主要以菌核在土壤中或病株残体
上越夏越冬遥田间发生过程大体可分为 5个阶段遥即冬前发
病期尧越冬静止期尧返青上升期尧拔节旺发期和抽穗后病情
稳定期 5个阶段袁 一般在冬前和拔节孕穗期出现 2个发病
高峰 [7]遥小麦拔节后期至孕穗期袁随着植株基部节间的伸长
与病菌的蔓延发展袁由表及里侵染茎秆袁破坏输导组织袁使
水分和养料不能及时运往穗部袁出现枯孕穗和枯白穗遥

渊 2冤播期尧密度对纹枯病的影响显著遥播期早袁冬前有效
积温高袁有利于病菌侵染袁发病严重曰密度大袁纹枯病病害
重袁稀播病害轻遥

渊 3冤 气温是影响纹枯病发病早晚和发病程度的重要气
象因子遥 温度可影响病原菌的生长发育速度和植株发病快
慢遥在不低于 5 益的条件下袁小麦纹枯病菌都可以生长遥冬
前和播种-拔节期积温愈多袁发病程度愈重遥拔节前后 20 d袁
尤其是拔节后 11~20 d平均气温对纹枯病病情指数影响较

大遥气温愈高袁发病愈轻遥
渊 4冤近几年小麦纹枯病的为害日趋严重袁发病面积逐年

增加袁已上升为小麦的主要病害之一遥生产上要选用抗尧耐
病品种袁适期播种或适期晚播袁推广精量半精量播种袁控制
群体密度袁增强个体自身的抗病力遥根据田间调查情况袁适
时进行化学防治遥通过种子处理袁使小麦根围病菌群体数量
明显下降袁压低冬前病原基数袁从而控制春季为害程度遥喷
雾防治关键是时间要早袁一般在 2月下旬至 3月上旬渊 小麦
起身尧拔节期冤袁正值小麦纹枯病发生的上升期袁且药要均匀
喷于基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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