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是全国设施蔬菜生产

大县，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发展日光温室越冬

茬番茄种植，是黄淮地区越冬茬番茄的主产区，全

县种植面积约 3300 hm2（来源于汝南县蔬菜局统计

资料）。由于常年连作种植，番茄病虫害逐年加重，

成为影响当地番茄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

题。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Tomato pith necrosis，

TPN）主要是由皱纹假单胞菌、假单胞菌等假单胞菌

属致病菌以及其他细菌引起的维管束系统细菌性

病害 [1-2]，已经由近些年来新型的一种土传病害发

展成为番茄生产中的主要病害之一，各地时有发

生，并呈逐年加重之势 [1，3-6]。一旦发病，根治较为

困难，严重影响设施栽培番茄的产量与品质。

2013 年，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在汝南县开始

有少量发生，此后发病区域逐年扩大。但受不同年

份的天气因素、种植时间等影响，发病轻重程度年

际间有所不同。其中在 2015—2016 年冬春季，该

病在汝南县余子河、五里岗、十里铺等种植基地严

重发生，发病率一般为 20%~30%，个别温室发病率

高达 50%以上，严重时甚至造成绝产。2020—2021

年冬春季，部分温室发病率高达 50%以上，个别棚

室发病率接近 100%（来源于汝南县蔬菜局统计资

料）。生产实践证明，植株发病后，采用药剂灌根和

喷雾等防治方法效果甚微。

当前，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发病逐年呈严重

趋势，主要是品种感病且设施栽培，病菌病源自然

扩散迅速，农事操作传染概率上升，以及气候条件

促成等影响所致[7]。对于该病的防治目前主要涉及

采用农业防治（包括合理轮作、高温闷棚和田间管

理）[1，3，5，8-12]、种子消毒处理[1，3，8，10]、抗病品种筛选[1，8-9]、

化学药剂喷雾（或注射、涂茎、灌根）[3，8-11]等方法。

为了有效防治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防止产

量下降与效益损失，近几年来我们结合病害发生部

位和特点，探索了剖茎处理的防治方法，以期为番

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的有效防控提供参考。

1 症状表现

该病可危害番茄茎、叶和果实。番茄发病株多

在青果期表现明显症状[1]。一般初期在植株茎的中

下部表面长出突起的不定根。病加重时，多在茎下

部（打杈处）表面出现褐色至黑褐色斑块病斑，病斑

长度逐渐扩展至 5~10 cm 或更长；病斑表皮质硬，

并在茎的病斑处长出突起的不定根（瘤状突起）。

此时纵剖病茎可见髓部呈黄褐色至黑褐色[4]（维管

束褐变），病变部位超过茎外表变褐的长度；茎外表

褐变处的髓部先坏死、干缩中空，并逐渐向茎上、下

收稿日期：2021-11-23；修回日期：2022-01-02

基金项目：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S2010-03-G02，Z2010-03-08）；2021 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科技攻关）

（212102110433）

作者简介：周建华，男，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蔬菜栽培优质高产技术及推广。E-mail：1364703512@qq.com

通信作者：应芳卿，女，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番茄种质资源创新与遗传育种。E-mail：yingfangqing1@126.com

日光温室越冬茬番茄细菌性髓部

坏死病的发生与剖茎防治技术

周建华 1，张 黎 1，李自娟 1，刘宗立 1，方 娜 1，

贺建峰 2，雒 娜 3，王广印 3，应芳卿 1

（1.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郑州 450015； 2.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河南驻马店 463000；

3.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3）

摘 要：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是近年来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一种新型细菌性土传病害，其发生与气候、嫁接、植株调

整等多种因素有关。针对河南省汝南县日光温室越冬茬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发生规律和特点，探索了剖茎处理

的防治方法与效果，以期为该病的有效防控提供参考。

关键词：番茄；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越冬茬；剖茎处理法

中图分类号：S641.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2871（2022）01-112-04

中中 国国 瓜瓜 菜菜2022，35（1）：112-115 栽培与植保

··112



第1期 ，等：坏死病的发生与剖茎防治技术 栽培与植保

延伸。病株从表现萎蔫至全株枯死，病程进展缓

慢[9]，约 20 d（图 1-A）。严重时，后期茎秆中下部病

斑呈水浸状腐烂，茎秆表皮脱落、条状劈裂、溢水、

腐烂，最后整株逐渐枯死（图 1-B）。温室湿度大时，

从病茎伤口处溢出黄褐色菌脓。

番茄叶片发病多在叶尖、叶缘处，初期植株中

上部复叶的少数小叶片褪绿，初呈暗绿色失水状，

渐向小叶内扩展并黄枯；病害逐渐加重时，植株上

部叶片也可失水萎蔫，中下部叶片一侧呈黄化、萎

蔫状，数日后全株青枯，叶片上无病斑；叶柄分生处

一般褐色、萎缩。果实染病多从果柄开始变褐，最

终导致全果褐腐，果皮质硬，挂于枝上。

注：A，发病中期照片；B，发病后期照片。摄于 2021 年汝南试验棚，下同。

图 1 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发病症状

A B

该病坏死斑不形成溃疡症状（番茄溃疡病发病

部位开裂，髓部为红褐色，叶片不萎蔫，叶片上出现

类似肥害的褐斑），病果上无鸟眼斑，区别于番茄溃

疡病。与番茄条斑病毒病的区别是条斑病毒病茎

秆上也有褐色条斑，但是病变只限于表皮。青枯病

是从新叶开始失水萎蔫，而细菌性髓部坏死病植株

多从中下部叶片一侧开始呈失水状萎蔫，可区别于

番茄青枯病[8]。

2 日光温室越冬茬番茄的发病规律

番茄细菌性髓部坏死病病菌主要通过病株、病

残体留土、种子带菌等形式越冬。病菌侵害时多从

伤口（也可是气孔、毛孔）处侵入番茄植株。另外，

病原菌也能通过幼嫩的器官（如花和幼果）进入植

株体[1]。在田间，病菌可通过雨水、灌溉水、农事操

作等途径传播蔓延。病原菌喜温暖和潮湿环境，易

在低温（特别是夜间低温）、高湿、高氮、光照不足等

条件下发病，特别是雨水多时病害往往发生更重。

尤其是阴雨天整枝、打杈的农事操作为病害的发生

及侵染创造了适宜的条件，促进了病害的发生及流

行[2]。此外，连作地块、地势低洼、排水不良、肥料缺

乏、栽培过密、植株长势差等都易导致病害加

重[8-9，11]。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秋季雨水一般较多，特别是

近几年来汝南县日光温室越冬茬番茄定植时间越

来越提前（7 月上旬育苗，8 月中下旬定植），而此时

往往气温高、雨水多，若浇水不当，常引起植株生长

旺盛、叶片大。而进入到冬季（11 月后），气温下降

快，棚内湿度大，蒸腾弱，水分运转慢，叶片结露水

时间长达 12 h 以上。为了增加棚内光照，加强通

风，在管理上种植户过度疏叶整枝，造成植株损伤

面积增大，加快了病害的发生。12 月份光照时间缩

短、昼夜温差大，也是该病的高发阶段。

日光温室越冬茬番茄栽培，该病多发生在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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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受天气影响，发病时间从 11 月至翌年 2 月

都有发生。根据该调查，连茬种植的老温室比新建

温室发病严重。田间发病似乎与品种关系不大，但

长势旺盛、叶大、茎粗的品种发病概率增大。嫁接

番茄比自根番茄发病重，这与嫁接番茄植株长势旺

盛有关。定植早晚与发病关系不大，主要看当年

9—10 月份的气候条件是否有利发病。也就是年际

间发病流行与否，与当年气候条件关系密切，若雨

水多、光照差、温度偏低则有利于该病的发生与流

行。管理与发病的关系，主要是如果肥水充足，长

势旺盛，田间植株郁闭，正好又赶在低温、弱光、高

湿期过多整枝打杈，伤口愈合差，为病菌的侵入提

供了有利条件，发病则会加重。另外，从 2020 年

的发病调查看，只要 9—11 月份的环境条件有利

于发病，不论是沟栽还是高垄畦栽培，不论是滴灌

还是沟灌，未见发病情况差异。可见，连茬种植、

嫁接苗、定植偏早而旺长、湿度大、氮肥用量大、连

续阴雨天等条件下，发病较为严重。该病在田间发

病速度较快，传播性强，条件适宜时最容易大面积

流行[12]。

3 剖茎处理防治法

剖茎处理法，即通过剖开番茄茎秆的方法，直

接将干粉（适量干土面、石灰面、50%氯溴异氰尿酸

可溶性粉剂等）涂抹在髓部，让番茄发病的髓部组

织暴露在空气中，加快髓部干燥，完全可以控制病

害发展，甚至达到治愈的程度，植株病愈率高达

99%，并能继续正常开花结果（图 2）。

番茄剖茎后生长和结果情况 剖茎番茄落蔓后二次生长结果情况

图 2 番茄剖茎后表现

3.1 病株诊断

入冬后及时观察番茄植株田间表现，重点观察

在植株下部、距离地面 10 cm 以上处茎表是否有轻

微根瘤状凸起、纵裂条状斑纹、午间或高温时叶片

萎蔫、叶片边缘黄化等症状的植株，及时发现并针

对性地治疗。

3.2 剖茎时期

在持续阴雨天气初晴，或低温弱光天气转暖

后，天气预报有连续 3~5 d 强光、高温天气，棚内气

温达到 30 ℃以上，可及时剖茎治疗。

3.3 剖茎处理方法

在植株下部距离地面 10 cm 以上处，先疏

（剪）掉老化叶片，用切割工具（剖茎刀具）插入茎

内向上开茎，深度达茎粗的一半，至茎内（髓部）

呈健壮绿色，切割长度依发病轻重情况大致为

10~50 cm。发病处茎内一般呈褐腐状，剖开后立

即排出茎秆内毒液，随后翻开茎内向外晾晒，可

用适量干土面、石灰面、50%氯溴异氰尿酸可溶

性粉剂等，涂抹于剖茎内部，起到固液外流、吸

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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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剖茎后管理

增加温室内光照，提高温室内温度至 30~

35 ℃，促进剖茎切口的恢复。有条件时，畦内行间

可以撒石灰、草木灰降低湿度。1 周后即可全株恢

复正常生长。此后的生产管理与其他健壮植株一

样，每 4~6 d 叶面喷洒 1 次 98%磷酸二氢钾 300 倍

液，同时，用 20%噻菌铜悬浮剂 500 倍液或 30%琥

胶肥酸铜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喷洒全室植株。

3.5 防治关键

该病最关键的就是控水，防止植株生长过肥、

过旺，降低室内湿度。凡是浇水多，长势旺、茎秆粗

的发病就重；长势弱、茎秆较细的发病就轻。2020

年秋冬季的番茄普遍长势强，茎秆粗，加之持续阴

雨，所以发病就重，个别温室发病几乎 100%。还要

注意打杈时间，最先发病部位就是打过的杈子，杈

子痕迹变黑。杈子不要打的过多，确需要打杈时要

保证打杈后有 2 个晴天，避免在阴雨、雪天进行植

株调整，减少有利病菌侵入的伤口。

对于髓部坏死病最有效的防治办法，就是早发

现，早诊断，早剖开，尽早尽快放出茎秆内毒液，撒

把干土面，即使不用药，也可立竿见影，控制其进一

步危害。剖茎处理之后对番茄植株的生长基本没

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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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研究员

张绍文 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

林德佩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教授

李天来 沈阳农业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文信 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李景富 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博导

谭素英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研究员

崔崇士 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博导

编 委
马 跃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推广研究员

马长生 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马双武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研究员

马志虎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马忠明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院长 研究员 博导

马德华 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研究员

王长林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副研究员

王怀松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研究员

王惠林 新疆农业大学林学与园艺学院 副教授

王浩波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喜庆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 瓜类中心主任 研究员

王毓洪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研究员

古勤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研究员 博导

申书兴 河北农业大学 校长 教授 博导

史宣杰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朱 进 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教授

朱忠厚 河南省西瓜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高级农艺师

任华中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蔬菜系 教授 博导

伊鸿平 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 主任 研究员

刘声锋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齐红岩 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院长 教授 博导

羊杏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研究员

许 勇 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研究员 博导

孙小武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博导

孙守如 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院长 教授

孙治强 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博导

孙德玺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研究员

孙兴祥 江苏省盐城市蔬菜研究所 所长 推广研究员

杜胜利 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 研究员

李海真 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室主任 研究员

李新峥 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教授

杨文才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蔬菜学系

系主任 教授 博导

吴敬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室主任 研究员 博导

别之龙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教授 博导

何晓明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研究员

何长征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博导

汪李平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教授

沈火林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博导

张 斌 天津科润蔬菜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张友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博导

张兴平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 副院长 育种平台主任

张明方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教授 博导

张其安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陈年来 甘肃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博导

陈宗光 北京市大兴区种植业服务中心 副主任 推广研究员

陈锦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范 敏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研究员

范红伟 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推广研究员

周俊国 河南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 院长 教授 硕导
屈淑平 东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教授 博导
赵廷昌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

姜 俊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娄群峰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博导

洪日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徐小利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书记 研究员

徐小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副研究员

徐志红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研究员

战祥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蔬菜系

系主任 教授 博导

栾非时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博导

龚 艳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检测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程志强 开封市农林科学院西瓜研究所 所长 副研究员

焦自高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研究员

焦定量 天津科润蔬菜研究所 副所长 研究员

谢汉忠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副主任 研究员

廖新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葡萄瓜果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潘秀清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

戴照义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

戴祖云 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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