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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是经济价值较高的小浆果，因其芳香多汁，

酸甜适口，营养丰富，素有浆果皇后的美称，深受

人们的喜爱。玉溪市地处云南省中部，光照充足，

紫外线强，是生产优质、早熟草莓的理想区域，种

植面积稳定在 400 hm2 左右，产量约 1.1 万 t，产值

达 1.26 亿元以上，成为云南省草莓种植面积和产量

均居第一的区域。生产上，受气候条件、种植品种

单一 （章姬和鬼怒甘品种为主）、半促成露天栽培、
多年连作以及防病措施缺乏等因素的影响，草莓土

传病害的发生逐年加重，尤其是 2016 年 8-10 月，

玉溪地区阴雨寡照，气温骤降，气候条件非常有利

于红中柱根腐病的发生，而且，此时草莓植株正处

于茎叶旺长至初花期，极易感染红中柱根腐病。为

此，笔者对玉溪市红塔区种植的 17 个草莓品种进行

了田间自然发病条件下红中柱根腐病发病情况调查，

旨在明确这些品种在玉溪地区对红中柱根腐病的抗

性表现，为草莓的引种、栽培和抗红中柱根腐病育

种亲本的选择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草莓调查情况

调查品种为章姬、鬼怒甘等 17 个品种；调查地

点为玉溪市红塔区上山头、贾井、孙井村 （社区）。
调查田块 7 块，面积 1.178 hm2，其中，上山头调查田

块 1 块，面积 0.028 hm2；孙井调查田块 1 块，面积

0.026 hm2；贾井调查田块 5 块，面积 1.124 hm2。上山

头和孙井调查点将全部草莓植株作为调查对象，统计

发病株数，后折算出发病率；贾井调查点采取棋盘式

田间调查方法，即根据田块面积的大小选择 10～15 个

调查点，均匀分布在全田不同部位，每个点调查 30
株后计算该点的发病率，各点取平均值后即为该田块

的发病率；其它田间管理按苗期和大田促成或半促成

栽培常规管理进行。
1.1.2 调查日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9 日。
1.2 草莓红中柱根腐病外观判定及分级标准

红中柱根腐病外观判定标准：草莓根基部 （根

部与土层表面接壤处） 或根系变成褐色或黑褐色而

腐烂，后中柱变红褐腐朽，严重时病根木质部及髓

部坏死褐变，不定根和白根较少，部分根变为褐色

或黑褐色，直至整条根干枯。地上部呈矮化萎缩状，

叶片变黄或萎蔫，最后全株枯死，并由中心病株向

四周蔓延。
草莓红中柱根腐病害分级标准：0 级：无病；1 级：

病株数占调查株数的比例≤5%；2 级：病株数占调查株

数的比例为 6%～10%；3 级：病株数占调查株数的比例

为 11%～25%；4 级：病株数占调查株数的比例为 26%～
50%；5 级：病株数占调查株数的比例＞50% [1]。

摘 要：在田间自然发病条件下，对种植在玉溪市红塔区的 17 个草莓品种的红中柱根腐病发病情

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从 17 个草莓品种田间抗性看，艳丽和章姬品种对红中柱根

腐病抗性最差，佐贺清香和九天红韵次之，其它品种差异不明显；从草莓品种来源看，欧美品种对

红中柱根腐病的抗性比日本品种强，最后提出玉溪地区防治红中柱根腐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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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菠萝草莓

章姬

栽培模式 调查地点 调查株数 （株） 发病率 （%） 病情指数 品种来源

独垄、促成 孙井 800 0.0 0 欧美

独垄、半促成 贾井 2.19 万 35.9 28.7 日本

桃熏 独垄、促成 孙井 854 0.0 0 日本

雪香 独垄、促成 孙井 830 0.4 0.1 日本

黔莓 独垄、促成 孙井 820 2.5 0.5 日本×欧美

京藏香 独垄、促成 孙井 870 2.9 0.6 日本×欧美

佐贺清香 独垄、促成 孙井 807 8.7 3.5 日本

鬼怒甘 独垄、半促成 贾井 5.33 万 5.2 2.1 日本

艳丽 独垄、促成 孙井 857 30.0 24.0 日本×欧美

桃熏 立式、促成 上山头 975 0 0 日本

太空 2008 立式、促成 上山头 820 0 0 日本×欧美

京藏香 立式、促成 上山头 830 0 0 日本×欧美

京桃香 立式、促成 上山头 910 0 0 日本×欧美

小白 立式、促成 上山头 860 1.4 0.3 日本

九天红韵 立式、促成 上山头 964 9.3 3.7 -

艳丽 立式、促成 上山头 860 30.6 24.5 日本×欧美

丹莓二号 独垄、半促成 贾井 1.76 万 0 0 -

硕丽 独垄、半促成 贾井 1.60 万 0 0 -

甜查理 独垄、半促成 贾井 1.23 万 0 0 欧美

桃熏 独垄、半促成 贾井 0.80 万 0 0 日本

黔莓 独垄、半促成 贾井 0.59 万 3.4 0.7 日本×欧美

1.3 计算公式及数据处理

发病率 （%） = 调查病 （死苗） 株数 / 调查草莓

总株数 × 100
病情指数 = 发病率 × 严重度 × 100
最后，将所得数据用 Excel 软件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草莓品种对红中柱根腐病的田间抗性表现

分析

从表 1 可知，在不同的调查区域，不同草莓品种

对红中柱根腐病的田间抗性表现差异较大。从孙井调

查点看，7 个调查品种在独垄、促成栽培模式下，差

异较大，发病率在 0～30.0%，平均为 6.4%，发病率高

于平均水平的品种为艳丽和佐贺清香，分别比平均值

高 23.6 和 2.3 个百分点，高 368.8%和 35.9%，病情指

数分别为 24.0 和 3.5，而其它品种的病情指数在 0～
0.6，差异不明显；从上山头调查点看，7 个调查品种

在立式、促成栽培模式下，差异较大，发病率在 0～
30.6%，平均为 5.9%，发病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品种为

艳丽和九天红韵，分别比平均值高 24.7 和 3.4 个百分

点， 高 418.6%和 57.6%， 病 情 指 数 分 别 为 24.5 和

3.7，而其它品种的病情指数在 0～0.3，差异不明显；

从贾井调查点看，7 个调查品种在独垄、半促成栽培

模 式 下 ， 差 异 较 大 ， 发 病 率 在 0～35.9%， 平 均 为

6.4%，发病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品种仅为章姬，比平均

值高 29.5 个百分点，高 464.7%，病情指数为 28.7，

而其它品种的病情指数在 0～2.1，差异不明显。说明

各调查点不同品种发病率差异较大，基本能代表各品

种对红中柱根腐病的田间抗性情况，同时表明艳丽和

章姬品种对红中柱根腐病抗性最差，佐贺清香和九天

红韵次之，应进一步开展相关的抗性研究。
2.2 不同草莓品种来源对红中柱根腐病的田间抗性表

现分析

从表 1 可知，红中柱根腐病病株率在 30.0%以上

的品种为艳丽和章姬，为日本品种或日本品种与欧美

品种的杂交后代，而甜查理和菠萝草莓为代表的欧美

品种均表现为无病等级，说明欧美品种对红中柱根腐

病的抗性比日本品种强。

表 1 不同草莓品种对红中柱根腐病的田间抗性表现分析

注：每 666.7m2 以 0.8 万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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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推广应用抗红中柱根腐病的草莓品种是防治草

莓红中柱根腐病的主要措施。近年来，该病在玉溪

草莓生产区呈逐年蔓延的趋势，特别是大面积种植

感病品种的地区，当病原菌达到一定数量，气候条

件又适宜病害的发生时，草莓红中柱根腐病就会暴

发流行，严重地块发病率高达 60%，造成严重损失，

所以玉溪地区草莓生产一方面应加强种质资源的拓

宽和引进，进一步选育鉴定抗病力强、品质佳的优

良品种 （系）；另一方面除了加强人工接种试验外，

还需加强不同草莓品种多年田间自然发病条件下的

抗性表现调查，为准确评价草莓品种对红中柱根腐

病的抗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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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黄山羊为云南省六大明羊之一，2009 年“罗

平黄山羊遗传资源”通过了国家农业部的鉴定。罗平

黄山羊体质结实，结构匀称，体型较大；被毛主体为

黄色，少数为浅褐色或白黄色，有浅黑色背线和腹

线，头顶、尾尖、四肢下部为黑色，耳尖边缘为浅黑

色；皮肤颜色为粉色，母羊被毛多为短毛，公羊被毛

粗而长，少数体侧下部及四肢为粗长的毛称“蓑衣

胯”。罗平黄山羊头中等大小，窄长，额平窄，少数

短窄；鼻梁平直，耳小直立；角粗壮、黑色微旋，呈

倒八字，公羊角弯曲后倾，母羊角直立稍后倾；颈细

长，少数有须和肉垂；体躯为长方形，背部平直，胸

部多数狭窄少数宽深，公羊肋骨拱起，母羊骨骼纤

细、肌肉欠丰满、尻部正常、乳房发育良好；四肢多

数细长，少数短粗；蹄质坚实呈黑色；尾呈锥型，短

瘦而上举。
据 2016 年统计，全县山羊存栏 510 496 只，其中

能繁母羊存栏 112 096 只。全县范围均有黄山羊分布，

以九龙、罗雄、腊山、大水井、鲁布革、旧屋基、长

底居多。
罗平黄山羊具有体型较大，繁殖率高，抗逆性

强，耐粗饲，易放牧，生长快，肌间脂肪含量高，肉

质细嫩，味道鲜美等优点，是一个较好的肉用地方良

种。今后仍以肉用为主攻方向，继续坚持本品种的持

续选育，并开展生化及分子遗传方面的测定和研究，

利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进一步提纯复壮，稳定遗传

性状。同时，利用繁殖性能好的特点，加大繁育推广

力度，不断扩大群体总规模，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优

良肉山羊品种，在国内推广应用。
近几年来，由于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罗平黄山羊

的品种特征及很多优良性状显得不是很突出，如外貌

特征、肉质还有产仔性能等。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

实际的调查和走访，建议在今后的养殖过程中注意解

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注重罗平黄山羊的选种选育工作

1.1 做好种公羊调配和合理使用工作

种公羊的质量好与否直接影响着一群羊的生产性

能，也直接影响着养羊的经济效益，如果长期不进行

种公羊的合理调配，羊群必然会出现近亲繁殖，品种

的优良性状出现退化，影响养羊业的发展。所以，种

公羊的选种问题一直都是养羊的首要问题，我们必须

抓好种公羊的选种选育工作。
1.2 做好经产母羊的选留与淘汰工作

对产仔性能差的母羊要进行及时淘汰，留下产仔

性能优良的个体，只有经过不断的选择，才能形成生

产力良好的羊群，养羊也才能得到好的经济效益。

2 注意饲料的合理搭配

放牧的羊，白天以自由采食为主，晚上可适当补

充一些玉米等精料，以满足羊群的营养需要，促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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