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

特别关注T

    

找专家解决难题
    

“如果找不到病因进行科学防控，

企业就会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为了

解决这一难题，朱红青找到云南省农

科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十字花科研

究员杨明英等专家，请他们进行实地

调查和研究。

“我到泰兴公司的基地调研，发现

发病蔬菜叶色变淡、生长迟缓、矮化，

而且根部肿大，形成形状和大小不同的

肿瘤，一些发病蔬菜根部已经发臭，这

些症状就是十字花科作物根肿病的典型

特征。”杨明英说。

原来，泰兴公司主要种植上海青、

生菜和油麦菜等十字花科和菊科作物，

因品种单一，导致出现连作障碍，部分

大棚十字花科作物出现根肿病。

“云南 14 个州（市）均有根肿病

发生。”杨明英告诉记者，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仅在华东、华中、华南等

部分省（市）发现根肿病。目前，在全

国范围内，根肿病呈蔓延趋势。

杨明英还告诉记者，十字花科作物

根肿病菌传播的途径很多，远距离传播

主要通过带菌种苗、带菌土壤、带菌种

子、种屑等进行；近距离病原菌传播主

要借助雨水、灌溉水、地表径流、地下

害虫活动、病根乱扔、农具以及农事操

作等进行。其中，土壤带菌难以清除，

需要综合措施集成应用进行防控，才能

减轻病害。

为了最大限度减轻根肿病害困扰，

杨明英等专家与泰兴公司交流后，共

同制定出根肿病防治方法，并取得显

著效果。

    

防控技术得以推广应用
    

“防治十字花科蔬菜根肿病的有

效方法之一，是与非十字花科蔬菜实行

5 年以上轮作。然而，这对于泰兴公司

来说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他们没有

那么多的土地用来轮作。”杨明英说，

“于是，我们采取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

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病害问题。”

杨明英说，物理防治主要采取及时

清除棚内所有病株、定期进行土壤深耕、

采用无菌苗移栽、撒施石灰调节土壤酸

性等措施，而化学防治主要施用“多菌

灵”等。

在杨明英等专家以及企业技术团

队的共同努力下，泰兴公司十字花科作

物根肿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得以进一

步发展。“目前，我们已建成标准化蔬

菜种植示范基地 3108 亩，发展订单蔬

菜 1 万多亩，主要种植上海青、生菜、

西蓝花、油麦菜等 30 多个特色蔬菜品

种，年产蔬菜 3 万多吨。”朱红青说。

据了解，随着十字花科作物根肿病

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一大批农业企业、

合作社以及十字花科蔬菜种植大户摆脱

了根肿病的困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云南蔬菜常年种植面积 1300 万

亩，其中，十字花科蔬菜种植面积约

800 万亩。目前，根肿病防控技术已累

计推广应用260万亩以上。”杨明英说，

由于防控技术需要物理手段与化学方法

相结合，受防治成本、技术掌控等因素

影响，向零星种植户推广还有一定难度，

需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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