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室栽培的辣（甜）椒经常出现茎秆腐烂的

现象，腐烂的茎秆表皮发黑，表层长有灰色或白色

霉层，且染病植株的上部叶片逐渐萎蔫枯死。灰葡

萄孢菌引起的辣椒灰霉病，核盘菌引起的辣椒菌核

病，疫霉菌引起的辣椒疫病都会造成辣椒茎秆腐

烂，且症状有相似之处，菜农容易混淆。只有准确

识别不同病害，对症用药，才能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

1　症状表现

1.1　辣椒灰霉病　染病初期，植株茎上呈水浸状

不规则病斑，逐渐变成灰白色或褐色，病斑绕茎一

周，腐烂的茎秆处长有灰白色霉状物，严重的上端

枝叶萎蔫枯死，潮湿时其上长有霉状物，似枯萎病

症状。

1.2　辣椒菌核病　植株茎部或枝杈处易发病，呈水

渍状病斑、淡褐色，后变为灰白色，沿茎部上下扩

展，病斑长 3～10�cm，湿度大时病部表面有白色棉

絮状菌丝体，后茎部皮层霉烂，病茎表面或髓部菌

丝纠结形成黑色粒状菌核，引起植株叶片脱落、枯

萎死亡。干燥时植株表皮破裂，维管束外露似麻状。

1.3　辣椒疫病　植株茎感染，从茎基部向上扩展，

初期呈水渍状病斑、暗绿色，后逐渐发展成为褐色

条斑，稍凹陷，表皮下的皮层部变暗褐色，茎秆水

烂。枝杈处常呈黑褐色或黑色条斑，病部以上枝叶

逐渐枯萎，折断。湿度大时，病部产生白色霉层。

1.4　重要识别点　①病斑颜色。疫病病斑色深，

褐或黑褐色；菌核病、灰霉病病斑色浅，为浅灰白

或灰褐色。②病斑是否凹陷。菌核病、灰霉病病斑

不凹陷，疫病病斑微凹。③病斑着生霉层颜色不同。

灰霉病生浓密灰色霉层；菌核病生浓密白色霉层，

后生黑粒；疫病潮湿时生稀疏白色霉层。④气味差

别。疫病有异臭，菌核病无恶臭。

2　发病规律及发病原因

2.1　辣椒灰霉病　病菌主要以菌核在土壤中，或

以菌丝、分生孢子在病残体上越冬，田间借助气流、

雨水及农事操作传播蔓延。一般12月至翌年5月，

温度 20～25�℃，空气相对湿度在 90% 左右时，或

遇连阴天，温室内温度低、湿度大时易发病。

发病原因：温室内温度 20～25�℃，相对湿度

90% 以上；田间排水不良；氮磷钾比例失调，偏施

氮肥；植株长势弱等情况易发病。

2.2　辣椒菌核病　病菌主要以菌核在土壤或在种

子中越冬。病菌菌丝适宜温度为 15～20�℃，相对

湿度 85% 左右，或遇连续阴雨天气，该病害发生重；

湿度在 70% 以下，发病轻。病菌通过伤口和表皮

直接侵入，借助于气流、雨水和人工劳作传播。

发病原因：温室内温度 15～20�℃，相对湿度

85% 左右；棚内通风不良；连作等情况发病较重。

2.3　辣椒疫病　病菌主要以菌核在土壤或在种子

中越冬，翌年温度、湿度适宜时，菌核萌发产生子

囊盘和子囊孢子。病菌生长适宜温度为25～30�℃，

相对湿度为 85% 以上，湿度低于 70%，病菌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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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灰霉病、菌核病和疫病都会造成辣

（甜）椒茎秆腐烂，且症状有相似之处，只

有准确识别不同病害，对症用药，才能有效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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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受到抑制，因此温暖、高湿、多雾的天气易发

病。借助气流、灌溉、流水传播。

发病原因：温室内温度为 25～30�℃，相对湿

度为 85% 以上；土壤粘重，整地不平，地势低洼、

积水，大水漫灌田间积水，定植密度过大，通风透

光不良等情况发病较重。

3　辣（甜）椒茎秆腐烂病害防治措施

3.1　农业措施

3.1.1　轮作　与葱蒜类或十字花科、豆类、禾本科

作物轮作 3～4�a（年），能够减少发病几率。

3.1.2　种子处理　在播前晒种 2～3�d（天），然后

用 50～55�℃的温汤浸种 30�min（分），杀灭种子表

面的病菌。

3.1.3　培育壮苗　①床土育苗。选择种植过葱蒜

类、禾本科作物的土壤作为育苗床土，播种前进行

土壤消毒处理，每平方米苗床用 50% 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 5�g+50%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5�g，与 15～20�

kg 的细土混合均匀；或用 75% 五氯硝基苯 4�g+65%

代森锌 5�g，与 15～20�kg 细土拌匀，2/3 铺于苗床，

1/3 盖种子。

②穴盘育苗。目前，生产中穴盘基质育苗发展

较快，采用穴盘育苗，基质能彻底杀菌消毒，可以

避免被土壤中病菌侵染。其次，每穴 1 株苗，空间

相对独立，减少植株相互间病虫害的传播。

3.1.4　合理密植　辣（甜）椒植株开展度较大，易

造成通风透光不良。因此，要精细整地，做深沟高

畦，定植的密度不要过大，生产中采用大小垄栽

培，大垄宽 60～70�cm，小垄宽 25～30�cm，株距

30�cm。

3.1.5　田间管理　基肥以有机肥为主，一般每 667�

m2�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8～10�m3�（土壤粘性较大的

可适当增加有机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和微肥。追

肥时氮肥、磷肥、钾肥配比施用，提高植株抗病能力。

适当控制浇水，禁止大水漫灌，有条件的可采

用滴灌；浇水选择晴天上午进行，便于通风排湿；

采用地膜覆盖，膜下浇暗水，减少水分蒸发，降低

室内湿度；覆盖无滴膜，减少水滴垂直滴落。温

度白天 25～30�℃，夜间 15～18�℃，空气湿度保持

70%～75%。及时清洁田园，清除病叶、病株、病果，

特别是花瓣，带出棚外集中深埋或烧毁处理，减少

侵染的几率。

3.2　辣（甜）椒灰霉病和菌核病药剂防治

3.2.1　烟雾剂防治　遇连阴天、持续雾霾天，棚内

湿度较大时，不要进行喷雾防治，而是选用烟雾剂

防治效果好。可用 10% 腐霉利烟雾剂，或 45% 百

菌清烟剂，每 667�m2 用 250～300�g，间隔 5～7�d

（天），连续施用 2～3 次，对防治辣椒灰霉病、菌

核病有较好效果。

3.2.2　灰霉病　可选用 50% 异菌脲（扑海因）可

湿性粉剂 1�000～1�200 倍液，或 80% 代森锰锌（新

万生）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50% 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64% 恶霜·锰锌（杀

毒矾）可湿性粉剂500～600倍液，或50%腐霉利（灰

霉灭）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或 40% 嘧霉

胺（灰霉速净）悬浮剂 800～1�000 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 5～7�d（天）交替喷 1 次，连喷 2～3 次。

3.2.3　菌核病　可选用 50% 腐霉利（速克灵）可

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或 50% 异菌脲（施疫

安）可湿性粉剂 1�000～1�200 倍液，或 70% 甲基

硫菌灵（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200～1�500 倍

液，或 40% 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

或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600 倍液，或 50%

乙烯菌核利（农利灵）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

喷雾防治，隔5～7�d�（天）交替喷1次，连喷2～3次。

3.3　辣（甜）椒疫病药剂防治

3.3.1　灌根防治　可选用64%恶霜·锰锌（杀毒矾）

可湿性粉剂500～600倍液，或77%氢氧化铜（杀菌

得）可湿性粉剂400～500倍液，或72.2%霜霉威盐

酸盐（普力克）水剂500～600倍液，或69%烯酰吗

啉可湿性粉剂1�000～1�500倍液灌根防治，每穴用量

200�mL，隔 7～10�d（天）灌1次，连续灌2～3次。

3.3.2　喷雾防治　选用�72% 霜脲·锰锌（克露）

可湿性粉剂 800～1�000 倍液，或 58% 甲霜锰锌

（雷多米尔·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

或 69% 烯酰吗啉（安克）可湿性粉剂 1�500～2�000

倍液，或 80% 代森锰锌（速克净）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50% 甲霜铜可湿性粉剂 800～�

1�000 倍液，或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600

倍液，或 40% 三乙膦酸铝（疫霉净）可湿性粉剂

200～300 倍液，或 72.2% 霜霉威盐酸盐（普力克）

水剂 600～700 倍液喷雾防治，间隔 5～7�d（天）

交替喷 1 次，连喷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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