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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盐城市盐都区设

施草莓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种

植面积达 1 000 hm2， 较 5 年前

翻了 5 倍，由于设施内高温多湿

的环境条件以及重茬，导致许多

病虫害发生日趋严重。 针对设施

草莓栽培过程中常见的几种病

虫害，简要介绍其诊断要点及综

合防治方法。

设施草莓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孙传文 杨明 孙加亮

%%%%%%草莓果色鲜艳，果肉多汁酸甜，营养丰富，是世界性广泛栽培

的商业水果 [1]。 自然条件下草莓的采收期集中在 5～6 月，近年来，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盐城市盐

都区草莓种植快速发展，栽培方式也由过去单一的露天栽培逐步

转变 成 塑 料 大 棚、玻 璃 温 室 栽 培，使 草 莓 成 熟 期 提 前 到 11 月，同

时 产 量 也 有 大 幅 度 提 高。 设 施 草 莓 已 逐 渐 成 为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和

市民休闲采摘的特色主导产业 之 一 [2]，然 而 设 施 内 高 温 多 湿 的 环

境条 件 以 及 重 茬 普 遍，均 利 于 病 虫 害 的 发 生，对 其 挂 果 和 品 质 影

响较 大。 因 此，加 强 设 施 草 莓 的 主 要 病 虫 害 防 治，是 实 现 草 莓 增

产增收的关键措施。

1 主要病害

1.1 白粉病

主要为害草莓叶片和果实。 叶片发病初期叶背面有薄薄白色菌

丝，叶片表面出现暗色污斑，以后病斑逐步扩大，叶背面形成一层白

色粉状物，严重时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可布满整张叶片；后期病斑变

红褐色，叶片萎缩、焦枯。 花蕾、花瓣感病后，花瓣呈紫红色，花蕾不

能开放或张开不完全。 果实受害后幼果出现紫红色斑点，发育停止；
成熟果实表面布满白粉，失去商品价值。
1.2 灰霉病

主要为害花、果实和叶片。 生产中果实受害较常见，花萼变红是

灰霉病早期主要症状之一。 先从果柄基部近萼处开始发病，发病初

期果实表面呈水渍状，之后逐渐扩大变褐腐烂。 在潮湿条件下，果实

腐烂处覆盖一层灰色霉状物。 花受害时，花瓣变褐、干枯。 叶片染病

一般从叶缘开始， 出现大

小不等暗色污斑， 后向外

扩 展 成 灰 褐 色 大 病 斑 ，最

后蔓延至叶柄，叶片枯死，
叶背生有灰色霉状物。
1.3 炭疽病

该 病 多 发 生 在 苗 期 ，
主 要 为 害 匍 匐 茎 和 叶 片 ，
属于高温病害。 发病症状

可分为局部病斑和整株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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蔫 2 种， 匍匐茎染病初期出现纺锤状或椭圆形病

斑，后形成凹陷、深色的溃疡状病斑，病斑有光泽，
湿度大时病斑可见肉红色霉菌。 整株萎蔫型病株在

发病初期只有 1～2 片幼叶白天萎蔫下垂，傍晚或阴

天恢复，但几天后即枯死，无病新叶保持绿色不畸

形，切开其根茎，可见根茎组织从表皮到木质部变

为褐色，而维管束不变色。
1.4 病毒病

该病具有潜伏侵染特性，植株不能很快表现症

状，因此生产上常被忽视。 病毒病为害面广，全株均

可发生，主要表现为花叶、皱叶、黄边和斑驳，其中

花叶最为常见。 在草莓上为害严重的主要有草莓皱

缩病毒、草莓斑驳病毒、草莓镶脉病毒、草莓轻型黄

边病毒 4 种。单一病毒侵染，往往症状不明显。复合

侵染后，主要表现长势衰弱、退化，叶片变小、褪绿

变黄、皱缩扭曲，植株矮化，匍匐茎数量减少，坐果

少、果实变小。
1.5 根腐病

主要为害根系并造成腐烂，轻度侵害时，地上

部分无变化。 侵害严重时，地上部分老叶边缘或全

叶变 为 红、 橙 或 赤 褐

色，有时嫩叶变为淡蓝

色， 以后发展严重时，
病株矮化，茎部变褐腐

烂、水渍状缢缩。 下部

老叶边缘变成紫褐色，
逐渐 向 上 发 展 至 全 株

枯黄死亡。拔出植株将

根茎横切，会发现中心

柱已变为红褐色。

2 主要虫害

2.1 蚜虫

为害草莓的蚜虫主要为桃蚜和棉蚜。 成虫、若

虫群集在叶片背面和新叶、叶柄处，吸食汁液造成

叶片卷缩变形，影响光合作用，使果实生长受阻。 蚜

虫的分泌物蜜露污染叶片和果实。 蚜虫还是病毒病

的主要传播媒介。
2.2 红蜘蛛

通常以成螨、若螨在叶背面刺吸汁液，吐丝结

网，并在网下栖息、产卵和为害。 受害叶片先从叶背

面叶柄主脉两侧出现黄白色至灰白色小斑点，随后

逐渐扩大，致使整个叶片变成黄白色花纹。 为害严

重时叶片呈焦枯状，植株生长受抑制，矮化早衰；开

花期受害，果实缩小硬实，畸形果增多，影响产量和

品质。

3 防治方法

3.1 防治原则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

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及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

草莓炭疽病 草莓病毒病

蚜虫为害 红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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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的无害化治理[3]。
3.2 农业防治

①选用优良品种 选择早熟、优质、高产、抗病

的草莓品种，培育健壮无病毒种苗。
②轮作倒茬 连作 2～3 年后需要轮作，不要选

择番茄、 辣椒等与草莓有共同病害的作物轮作，有

条件的可与水稻等禾本科作物进行水旱轮作。
③合理施肥 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多使用

微生物肥料，增施磷、钾肥，避免偏施氮肥。
④田间管理 采用深沟高畦，地膜覆盖，避免

果实接触土壤，有利于提高地温，减少湿度；遇旱及

时浇水，严禁大水漫灌；棚内注意通风换气，降低湿

度；合理密植，改善草莓株间通风透光条件；及时拔

除病株，摘除老叶、枯叶带出棚外集中烧毁，降低病

菌传染几率。
3.3 物理防治

①土壤消毒 7～8 月，草莓采收后，拔除全部

植株，翻地、浇水，铺上薄膜，高温闷棚 15 天，可有

效杀灭土壤病原菌。
②温湿度控制 开花结果期，将棚内湿度降至

50℃以下、温度提高到 35℃，闷棚 2 h，然后放风降

温，连续闷棚 2～3 次，可防治灰霉病等病害。白粉病

发生初期， 可喷洒 55℃温水并在草莓植株上停留

20 s，保持叶温 50℃，可控制白粉病等病害的发生

与发展。
③使用黄板、地膜及防虫网 悬挂黄板诱杀蚜

虫或使用银色地膜避蚜；大棚入口设防虫网，防止

蚜虫飞入。
3.4 生物防治

①释放天敌 可以在田间释放一定量的瓢虫、
食蚜蝇、蚜小峰等防治 蚜 虫；释 放 捕 食 螨，防 治 红

蜘蛛。
②性诱剂诱杀 把蚜虫信息素（400 mL）滴入

一棕色塑料瓶中，将瓶子悬挂在园中，在其下方放

置水盆，使诱来的蚜虫落水而死。
③生物药剂防治 灰霉病、白粉病、炭疽病可

用枯草芽孢杆菌 （有效活菌数≥1 000 亿个/g）500
倍液、哈茨木霉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有效活菌数≥
3 亿个/g）防治，白粉病还可以用 1.5%苦参·蛇床子

素防治， 灰霉病还可用 0.3%苦·小檗碱·黄酮水剂

30～60 倍液防治，炭疽病、白粉病还可用 3%中生菌

素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0.4%低聚糖素水剂 250～
400 倍液防治； 根腐病可用多黏类芽孢杆菌可湿性

粉剂 500 倍液 （有效活菌数≥100 亿个/g） 进行防

治； 红蜘蛛可用 0.5%阿维菌素乳油 1 500 倍液或

1.3%苦参碱水剂 500 倍液喷施叶片防治； 蚜虫选

用 60 g/L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1 500～2 000 倍液、
1%印 楝 素 水 剂 800 倍 液 、0.3%苦 参 碱 水 剂 800～
1 000 倍液防治。
3.5 化学防治

①灰霉病 每 667 m2 选用 10%速克灵 （腐霉

利）烟剂 250 g 或 45%百菌清烟剂 200 g 熏蒸 1 夜，
次日开门通风；或选用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2.5%适乐时（咯菌腈）悬浮剂 1 500 倍液喷雾

防治。
②白 粉 病 选 用 42.8%氟 菌·肟 菌 酯 悬 浮 剂

2 000～3 000 倍液、24%嘧菌·己唑醇悬浮剂 3 000
倍液、50%醚菌酯水分散粒剂 3 000 倍液、10%苯醚

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2 000 倍液等喷雾防治，叶背和

叶面均匀喷施。
③炭疽病 选用 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 液、80%代 森 锰 锌 可 湿 性 粉 剂 700 倍 液、75%肟

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3 000 倍液、60%吡唑·代森

联水分散粒剂 1 200 倍液、50%咪鲜胺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25%吡唑醚菌酯乳油 1 500 倍液、15%
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15 00～2 000 倍液、75%百菌清

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等防治。
④根腐病 发病初期选用 25%代森锰锌干悬

剂 500 倍 液 、1.8%辛 菌 胺 醋 酸 盐 水 剂 300 倍 液 、
14%络氨铜水剂 200～300 倍液、30%精甲·嘧菌酯悬

浮剂等灌根，每株用药量 200 mL，对病株穴周进行

浇灌消毒。
⑤蚜虫 选用 10%吡虫林可湿性粉剂 1 500～

2 000 倍 液 、10%氟 啶 虫 酰 胺 水 分 散 粒 剂 1 000～
1 500 倍液防治。

⑥红蜘蛛 选用 73%克螨特乳油 1 000 倍液、
0.6%齐 螨 素（阿 维 菌 素）乳 油 3 000～5 000 倍 液、
25%灭螨猛可湿性粉剂 1 000～1 500 倍液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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