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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细菌性角斑病是黄瓜生产中的重要病害之

一，自 20 世纪 50 年代该病害在中国就有了发生记

载，但后续研究报道较少，直到七八十年代在东北三

省和北京郊区的大发生，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上

人们对黄瓜细菌性角斑病的认识大多局限于叶片上

的多角形病斑，对茎部和果实上的症状认识不清。近

年来随着黄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气候条件多变，

生产中缺乏抗病品种，使得黄瓜细菌性角斑病的病

势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病害的多样性症状也呈现

出来。2010～2012 年，笔者在河南扶沟、山东寿光、
河北永清等黄瓜主产区进行病害调查时，发现黄瓜

病茎和果实上出现流脓现象，后期茎果腐烂，整株死

亡。经过分离鉴定确定病原菌为引起黄瓜细菌性角

斑 病 的 病 原 菌 丁 香 假 单 胞 菌 流 泪 致 病 变 种

Pseudomonas syringae pv. lachryrnans。这一发现丰富

了人们对黄瓜细菌性角斑病症状的传统认识，揭示

了黄瓜细菌性角斑病也可在茎部、果实表现症状。
1 发病症状

黄瓜细菌性角斑病在苗期和成株期均可发病，

以成株期叶片受害为主。苗期主要为害子叶，成株期

主要为害叶片、叶柄、卷须，还可侵染茎蔓和果实。
苗期子叶发病，初期在子叶上产生水浸状近圆

形斑，略呈黄褐色（彩色图版 1），后逐渐干枯，最终

导致幼苗干枯死亡。

成株期叶片感病初期呈水浸状小斑点 （彩色图

版 2），病斑褪绿变黄，进一步扩展逐渐发展成为近

圆形或不规则病斑，病斑淡黄色，边缘褪绿（彩色图

版 3），湿度大时叶背会形成白色粘液状物质，后期

随着病情扩展病斑形成受叶脉限制的多角形病斑，

灰白色（彩色图版 4），湿度大时叶背溢出乳白色菌

脓，干燥后呈白色粉末状（彩色图版 5），后期干燥时

易造成病斑穿孔。
茎、叶柄、卷须被感染时初呈水浸状（彩色图版

6），湿度大时可见菌脓溢出（彩色图版 7），干燥后表

层有白痕（彩色图版 8），后逐渐沿茎沟纵向扩展（彩

色图版 9），严重时纵向开裂腐烂，干燥后茎干枯变

褐（彩色图版 10）。茎部被感染时水分和营养物质运

输受阻，植株逐渐萎蔫（彩色图版 11），最终整株枯

萎死亡（彩色图版 12）。
瓜条受害时侵染点出现水浸状病斑，扩展后病

斑连成片且不规则，呈黄褐色（彩色图版 13），湿度

大时有菌脓严重溢出（彩色图版 14），最终导致果实

完全腐烂。发病严重的地块可造成植株全部感染，经

济损失严重（彩色图版 15）。
2 病原菌

引起黄瓜细菌性角斑病的病原菌为丁香假单胞

菌 流 泪 致 病 变 种 Pseudomonas syringae pv. lachry-
rnans，属假单胞菌，菌体呈短杆状，具 1～5 根单极生

鞭毛，有荚膜，无芽孢，革兰氏染色阴性。病原菌发育

温度范围 4～39 ℃，最适生长温度 24～28 ℃，致死

温度 48～50 ℃ 10 min（分），最适生长 pH 为 6～8。
在 NA 培养基上培养 48 h（小时），菌落圆形，较小，

表面光滑，边缘整齐，半透明（彩色图版 16）。
该病原菌除为害黄瓜外，还能侵染葫芦、西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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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苦瓜、丝瓜、南瓜、西瓜及甜瓜等瓜类作物。
3 病害发生规律

3.1 初侵染来源 病原菌主要是在种子内、外部或

随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成为翌年初侵染的主要来

源，还可以在其他植物体上越冬。
① 种子带菌。病原菌侵入寄主组织后进入胚乳

或胚根的外表皮，造成种子内部带菌。在采收病瓜时

接触污染的种子或从病瓜中收集种子，可以使种子表

面带菌。一般种子的带菌率低于 1%。但在苗床比较潮

湿的情况下，较少量的带菌种子可以使全部的幼苗染

病。细菌侵入初期存留在细胞间隙中，以后逐步侵入

到细胞内和维管束中，侵入果实中的细菌可沿导管进

入种子，在种子萌发时侵害子叶，引起幼苗发病。
② 土壤带菌。病原菌在土壤中的寄生能力较弱，

在未灌溉的土壤中 2 周后病原菌的数量急速下降，8

周后基本检测不到病原菌（Kritzman，et al.，1983）。
③ 病残体带菌。在未灌溉的土壤中病残体上的

病原菌数量下降较快，可存活 70 d（天），但在土壤比

较潮湿的情况下病原菌的数量下降较慢且趋于平

稳，可存活 26～72 周（Kritzman et al.，1983）。
④ 其他。病原菌可在非寄主植物如番茄、小麦、

菜豆等作物的根际生长，作为翌年初侵染的主要来源。
3.2 传播途径 病原菌主要通过伤口、气孔或水孔

侵入到寄主组织内部。自然条件下，带菌种苗的调运

可造成病害的远距离传播，近距离传播主要是靠雨

水飞溅、灌溉水、昆虫等进行蔓延；工作人员的农事

操作可以造成该病原菌在田间近距离传播。
空气湿度较大时，病叶、病果、病茎上会有菌脓溢

出，当遇到雨天或进行灌溉时，病原菌会随雨水或灌

溉水从发病植株传播到健康植株，并通过气孔、水孔

或伤口侵入，引起再次侵染；昆虫取食病组织后，病原

菌会粘附在昆虫的口针、躯体或四肢上，昆虫再次取

食时，会将病原菌带到健康植株叶片上，并通过伤口

或其他自然孔口进行侵染；工作人员进行农事操作

时，病原菌会粘附在操作人员的手、衣物及鞋、操作工

具上，并随着操作人员的整枝打杈等过程进行传播。
3.3 田间发生条件 黄瓜细菌性角斑病的发生发

展与田间或温室的温湿度有密切的关系。在保护地，

低温、高湿、排水不畅、叶面结露时间长、浇水后放风

不及时、昼夜温差大等都利于病害的发生发展，露地

低温高湿、地势低洼积水、种植密度大、持续阴雨、叶
面结露重且持续时间长等发病重。

病害发生的最适温度为 15～25 ℃，适宜的相对

湿度为 75%以上。当湿度在 90%以上时利于病害暴

发和流行。在湿度比较适宜的条件下，但当温度低于

15 ℃或高于 35 ℃时，不利于病害发生。
4 综合防治

黄瓜细菌性角斑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危害也

比较大。一旦温湿度条件适宜会造成大规模的暴发

和流行，目前黄瓜细菌性角斑病主要以预防为主，在

发病前期或发病初期做好预防工作，并结合加强栽

培管理、生态防治和化学药剂防治等几方面综合防

治，对病害的控制会起到较好的效果。
4.1 加强检疫 种子带菌是该病的主要侵染源之

一 ，也是远距离扩散传播的重要途径。加强检疫措

施，严防带菌种苗进入无病区，加强黄瓜制种基地的

无病生产 ，控制带菌种子的调运是控制该病传播蔓

延的有效手段。
4.2 选用抗病品种 抗病品种的选育是控制病害发

生最经济有效的途径，目前国内尚无抗病品种。Chand

等（1964）研究表明抗病品种 P.I. 169400 病斑的数量

和大小可能是由多基因控制;而 Dessert 等（1982）通

过抗病品种间的回交试验证明控制病斑类型的基因

可能是由一个单隐性基因控制；Kudela 等 （1997）从

49 个葫芦科 16 个野生种的品种中筛选出 4 个 耐病

品种，并证明野生品种不适合进行抗病品种的筛选；

Olczak-Woltman 等（2009）验证了病斑数量和大小是

由多基因控制，病斑类型是由单基因控制的，这为抗

病品种的培育提供了新思路。
4.3 种子处理 种子处理可以有效降低苗期发病

的风险。将种子在浓度为 33 g·L-1 的丙酸钙水溶液

或酒石酸中浸泡 20 min（分），或用 50 g·L-1 的醋酸

铜溶液处理种子 20 min（分），可以有效杀死种子表

面的病原菌，且不影响种子的出芽率。还可以用 0.5%

次氯酸钠溶液浸泡种子 20 min（分），或选用 0.25%～
0.50%次氯酸钙浸种 1 h（小时），对抑制种子表面的

病原菌很有效，且不影响种子的出芽率，或用 40％

福尔马林 100 倍液浸种 30 min（分）。
4.4 农业防治

① 无病留种田。选择无病瓜进行留种，用无病土进

行育苗。并采取严格隔离措施，防止病原菌感染种子。
② 土壤处理。育苗尽量选用新苗床，或在未种

过瓜类蔬菜的地块里建造，或用营养土育苗。旧苗床

应做好消毒工作，播前将床土耙松，每平方米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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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马林 30 mL 加水 3～4 kg 浇到苗床上，随后用

塑料膜覆盖 4～5 d（天），揭去塑料膜，15 d（天）后再

播种；还可在夏天高温季节进行闷棚处理，大棚中的

土壤灌足水后覆盖聚乙烯膜，暴晒 4～6 周，能有效

降低田间病原菌量。
③ 加强田间管理。避免在早晨叶片湿度大、露

水多时进行整枝打杈、果实采摘等农事操作，防止病

原菌随操作人员或操作工具进行传播。及时摘除病

株的下部老叶、黄叶、病叶等，清洁田园，及时拔除病

株和附近的植株，将病残体集中焚烧或深埋。
④ 合理轮作。与非葫芦科作物进行 2 a（年）以

上的轮作，可以有效地降低田间病原菌的数量。
⑤ 改善栽培条件。选用地势干燥，通风，排水良

好，前茬未种过瓜类、茄果类蔬菜的地块进行黄瓜栽

培，采用地膜覆盖的栽培方式，并及时排除积水，注

意放风时间，采用滴灌的模式进行灌溉，可降低室内

湿度，控制昼夜温差，有效地减少病菌繁衍和侵染。
4.5 生态防治 通过控制白天和晚上棚内的温差

来控制病害的发生，上午闭棚，温度提升到 28～34

℃，但不超过 35 ℃；中午开始放风，温度降低到

20～25 ℃，湿度降低到 60%～70%，叶片上没有水

滴；晚上闭棚，温度降低到 11～12 ℃，若夜间温度达

13 ℃以上，即可整晚放风。浇水需在晴天早上进行，

浇后立即闭棚，使棚温提高到 35～40 ℃，维持 1～2

h（小时），然后放风降湿直到夜间。在大棚休闲期晾

棚 26 周，使土壤干透并持续 20 d（天），可以有效降

低病原菌的数量。
4.6 药剂防治 发病前期或初期喷施 3％中生菌素

可湿性粉剂 800～1 000 倍液，或 2%春雷霉素水剂

500 倍液，每隔 5～7 d（天）喷 1 次，连续使用 3～4

次，可以明显抑制病害的发生和发展，重病田根据病

情，必要时还要增加喷药次数。病害发生初期也可喷

施 41％乙蒜素乳油，每 667 m2 有效剂量为 28.7～
32.7 g，每隔 7～10 d（天）施药 1 次，共施 3 次。乙蒜

素对植物生长具有刺激作用，喷施后作物生长健壮，

为防止病菌对乙蒜素产生抗药性，建议与保护性杀

菌剂或作用机制不同的杀菌剂交替使用。
除此以外，发病初期可选用 30%琥胶肥酸铜

（DT）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60％琥珀酸铜·
乙膦铝（DTM）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每隔 7～10 d

（天）喷施 1 次，连续喷 2～3 次，并尽可能均匀喷到

叶片的正、背面。还可选用 20％络氨铜水剂 500 倍

液，或 20％噻菌铜悬浮剂 700 倍液，或 47% 春雷王

铜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77% 氢氧化铜可

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等。频繁使用铜制剂很容易造

成植株抗药性的产生，因此在田间施药时铜制剂最

好与其他药剂轮换使用，既提高药剂使用效果，又可

以降低抗药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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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农药稀释换算方法
稀释方法 百分比浓度：指 100 份药液中含农药有效成分

的份数，用“%”表示。如 2%的尿素，表示在 100 kg 尿素溶

液中有 2 kg 尿素、98 kg 水。倍数浓度：指 1 份农药的加水倍

数，常用质量表示。如：配制 700 倍液的 50%多菌灵，是用 1

份 50%的多菌灵，加 700 份水搅拌而成。
换算方法 百分比浓度换算成质量浓度 （mg·kg-1 或 mg·

L-1，1 ppm=1 mg·kg-1=1 mg·L-1）：将百分比浓度的百分号去

掉，数字后面加 4 个 0 即为质量浓度，除以需要配制的质

量浓度即为稀释倍数，同样，除以稀释倍数即为质量浓

度。例如 40%乙烯利的质量浓度为 400 000 mg·L-1（ppm），

如果将其配成 1 000 mg·L-1 溶液，则需要稀释的倍数为：

稀释倍数 =400 000/1 000=400 倍。
兑水方法 几种农药混用时，不是每加一种药都加一次

水，而是各种药都用同 1 份水来计算浓度。例如：配制 500

倍的尿素加 1 000 倍的甲基托布津，使用 2 份尿素加 1 份甲

基托布津加 1 000 份水。另外，兑水时，应先配成母液，即先

用少量的温水将药液化开，再加水至所需浓度，充分溶解，

提高悬浮性，提高药效，防止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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