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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类蔬菜主要包括黄瓜、西瓜、甜瓜、西葫芦、南瓜、冬瓜、丝瓜、苦瓜、瓠瓜、蛇瓜等。

瓜类蔬菜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类蔬菜，主要以果实为食，部分种类的嫩茎、种子也可食用。瓜

类蔬菜全国年播种面积在4 333.2公顷左右，总产量在14 853.6万吨左右。瓜类蔬菜含有大量的

糖、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葫芦素等。

我国地域复杂，瓜类蔬菜病虫害种类繁多，病虫害严重地影响着瓜类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据报导，瓜类蔬菜田病虫害种类达300多种，其中以枯萎病、白粉病、根结线虫病、霜霉病、蚜

虫、美洲斑潜蝇、白粉虱等80多种病虫害发生为害最为严重。各地农田气候、环境、栽培方式的

变化很大，必须科学把握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与防治方法。为了有效地推广普及瓜类蔬菜病虫害知

识和农药应用技术，我们组织国内权威专家，结合多年的科研和工作实践，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

献，针对瓜类蔬菜生产上的实际需要编著了本书。

书中病虫害均是发生比较严重、生产上需要重点防治的对象；书中对黄瓜、西瓜、甜瓜、西

葫芦、南瓜、冬瓜 、丝瓜、苦瓜、瓠瓜、蛇瓜主要瓜菜重要病虫害的发生规律、防治技术作了全

面的介绍，并分生育时期介绍了综合防治方法，书中所配病虫害诊断原色图片清晰、典型，易于

田间识别对照。

农药是一种特殊商品，其技术性和区域性较强。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瓜类蔬菜病虫害

发生差异较大，防治方法要因地制宜，书中内容仅供参考。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

诚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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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侵染性病害

一、黄瓜

黄瓜霜霉病

症    状  苗期、成株期均可发病，主要为害叶片。子叶被害初呈褪绿色不规则小

斑，扩大后变黄褐色，潮湿时子叶背面产生灰黑色霉层，随着病情的发展，子叶很快变

黄，枯干。真叶染病，叶缘或叶背面出现水浸状不规则病斑，早晨尤为明显，病斑逐渐

扩大，受叶脉限制，呈多角形淡褐色斑块，湿度大时叶背面长出灰黑色霉层。后期病斑

破裂或连片，致叶缘卷缩干枯，严重的田块一片枯黄。霜霉病症状的表现与品种抗病性

有关，感病品种如密刺类病斑大，易连接成大块黄斑后迅速干枯；抗病品种如津绿、津

优类叶色深绿系列，病斑小，在叶面形成圆形或多角形黄褐色斑，扩展速度较慢，病斑

背面霉层稀疏或很少，一般较前者迟落架10～15天。

                  

            黄瓜霜霉病叶片发病初期症状                      黄瓜霜霉病叶背发病初期症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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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原  古巴假霜霉菌（Pseudoperonospora cubensis），属鞭毛菌亚门真菌。

发生规律 病菌在保护地内越冬，翌春传播。也可由南方随季风传播而来。夏季可

通过气流、雨水传播。在北方，黄瓜霜霉病是从温室传到大棚，又传到春季露地黄瓜上，

再传到秋季露地黄瓜上，最后又传回到温室黄瓜上。病害在田间发生的气温为16℃，适宜

流行的气温为20～40℃，高于30℃或低于15℃发病受到抑制。孢子囊萌发要求有水滴，当

日平均气温在16℃时，病害开始发生，日平均气温在18～24℃，相对湿度在80％以上时，

病害迅速扩展。在多雨、多雾、多露的情况下，病害极易流行。黄瓜品种间发病有差异。

一般较晚熟、耐热性强的品种相对较抗病，熟性较早、耐低温的品种较为感病。

防治方法

（1）农业防治。黄瓜地应选在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的地块。底肥施足，合理追施

黄瓜霜霉病叶背发病中期症状  黄瓜霜霉病叶片发病中期症状

黄瓜霜霉病田间发病症状  黄瓜霜霉病叶片发病后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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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钾肥。雨后适时中耕，以提高地温，降低空气湿度。培育无病壮苗，育苗地生

产地要隔离，定植时严格淘汰病弱苗。温室采取滴灌或覆膜暗灌。

（2）选用抗病品种。黄瓜品种对霜霉病的抗性差异大，要选较抗病的品种，露地主

栽品种有博耐4号、津绿4号、津绿5号、津绿1号、津优40号、津优41号等；大棚主栽品

种有津绿1号、津绿2号、津绿6号、津优1号、津优10号、津优11号等；日光温室主栽品

种有博耐1号、顶峰一号、津绿3号、津优2号、津优3号、津优30号、津优31号、津优32

号、津优33号、津优35号、津优36号、津优38号等。

（3）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补施二氧化碳气肥；黄瓜生长中后期，植株汁液氮糖含量

下降时，用0.1％尿素加0.3％磷酸二氢钾或尿素∶葡萄糖（或白糖）∶水＝（0.5～1）∶1∶

100，或喷施宝，每毫升对水11～12升，进行叶面喷雾，可提高植株抗病力，3～5天喷1

次，连喷4次，效果较好。

（2）生态防治。所谓生态防治法，是利用黄瓜与霜霉菌生长发育对环境条件要

求不同，采用利于黄瓜生长发育，而不利于病菌生长的方法达到防病目的。采用生

态防治法，上午棚温控制在25～30℃，最高不超过33℃，相对湿度降到75％，下午温

度降至20～25℃，相对湿度降至70％左右，夜间控温在15～20℃（下半夜最好控温在

12～13℃），实行三段或四段管理，既可满足黄瓜生长发育需要，又可有效地控制霜霉病。

（3）药剂防治。黄瓜霜霉病药剂防治应以预防为主，预防的时期根据温湿度条件而

定。喷药须细致，叶面、叶背都要喷到，特别是较大的叶面更要多喷，防治效果不好，

不一定是药的问题，往往是由于喷药不匀造成的。在温室栽培时，浇水前或浇水后一定

要喷药，这是关键；露地栽培时，在雨后一定要喷药预防。

发病前，主要是用保护剂防止病害侵染，可采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800倍

液，或70％代森联干悬浮剂600～800倍液，或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

或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或25％嘧菌酯悬浮剂1 500～2 000倍液喷雾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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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视田间情况隔7～10天喷1次。

保护地栽培，可用45％百菌清烟剂200克/亩，按包装分放5～6处，傍晚闭棚由棚室

里面向外逐次点燃后，次日早晨打开棚室，进行正常田间作业。间隔6～7天熏1次，熏蒸

次数视病情而定。也可以用粉尘剂防治，用5％百菌清粉尘剂1千克/亩，早上或傍晚进

行，视田间情况隔7～10天喷1次。

在田间出现霜霉病，但病害较轻时应及时进行防治，该期要注意保护剂和治疗剂

合理混用，以保护剂为主，适量加入治疗剂；否则，就难以控制病害的发生为害与蔓

延。可采用53％甲霜灵·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2％嘧啶核苷类抗生素水剂

150～300倍液，或72％霜脲氰·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0.5％氨基寡糖素水

剂300～500倍液，或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1 000～2 000倍液+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600～800倍液，或20％氟吗啉可湿性粉剂1 000～2 000倍液+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600

倍液，或50％甲呋酰胺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或25％烯肟菌酯乳油2 000～3 000倍

液，或25％吡唑醚菌酯乳油1 500～3 0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间隔7～10天喷1次。

在田间普遍出现霜霉病症状，但在病害中期霉层较少时，应及时进行防治，该期要

注意用速效治疗剂，特别是前期未用过高效治疗剂的，应注意与保护剂合理混用，防止

病害进一步加重为害与蔓延。可采用687.5克/升氟吡菌胺·霜霉威悬浮剂1 500～2 000

倍液，或72.2％霜霉威盐酸盐水剂600～800倍液+50％克菌丹可湿性粉剂500～700倍

液，或100克/升氰霜唑悬浮剂1 500～2 500倍液+70％代森联干悬浮剂600倍液，或

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1 000～1 500倍液+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69％

代森锰锌·氟吗啉可湿性粉剂1 000～2 000倍液，或68％精甲霜·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

1 000～2 000倍液，或60％吡唑醚菌酯·代森联水分散粒剂1 500～2 000倍液，或440克/升精

甲霜灵·百菌清悬浮剂800～1 500倍液，或25％吡唑醚菌酯乳油1 500～2 000倍液喷雾防

治，视病情隔5～7天喷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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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栽培，用45％百菌清烟剂200克/亩+10％霜脲氰烟剂200克/亩、15％百菌

清·甲霜灵烟剂250克/亩熏烟，间隔6～7天熏1次，熏蒸次数视病情而定。也可采用粉尘

剂防治，发病初期，用7％百菌清·甲霜灵粉尘剂1千克/亩，早上或傍晚进行，视病情隔

7天喷1次。

黄瓜白粉病

症       状  苗期至收获期均可染病，叶片发病最重，叶柄、茎次之，果实受害少。发

病初期，在叶片上产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以叶面居多，后扩展成边缘不明显圆形白色

粉状斑，严重时整片叶布满白粉，后呈灰白色，白色霉斑因菌丝老熟变为灰色，叶片变

黄，质脆，失去光合作用，一般不落叶。叶柄、嫩茎上的症状与叶片相似。

病        原   瓜类单丝壳白粉菌（Sphaerotheca cucurbitae），属子囊菌亚门真菌。

发生规律  北方以闭囊壳随病残体在地上或保护地瓜类上越冬；南方以菌丝体或分

生孢子在寄主上越冬或越夏，成为翌年初侵染源。分生孢子借气流或雨水传播落在叶片

上，分生孢子先端产生芽管和吸器从叶片表皮侵入，菌丝体附生在叶片表面，从萌发到

侵入需24小时，每天可长出3～5根菌丝，5天后在侵染处形成白色菌丝丛状病斑，经7天

    黄瓜白粉病发病初期症状                        黄瓜白粉病发病中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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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形成分生孢子飞散传播，进行再侵

染。喜温湿但耐干燥，发病适温20～25℃，

相对湿度25％～85％均能发病，但高湿情况

下发病较重。高温、高湿又无结露或管理不

当，黄瓜生长衰败，则白粉病发生严重。

防治方法

（1）农业防治。选用抗病品种，选择

通风良好，土质疏松、肥沃，排灌方便的地

块种植。要适当配合使用磷、钾肥，防止脱

肥早衰，增强植株抗病性。阴天不浇水，晴天多放风，降低温室或大棚的相对湿度，防

止温度过高，以免出现闷热。

（2）药剂防治。发病前期，可采用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1 000倍液，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1 000倍液，或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1 000～1 500倍液，

或68.75％  唑菌酮·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1 500倍液对水喷雾防治，视田间情况间隔

7～10天喷1次。

在黄瓜田间出现白粉病症状，但病害较轻时，应及时进行防治，该期要注意保护

剂和治疗剂合理混用；否则，就难以控制病害的发生为害与蔓延。可采用62.25％腈菌

唑·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1 500倍液，或12.5％烯唑醇乳油2 000～3 000倍液+80％

全络合态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或1％武夷菌素水剂200～500倍液+7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2％宁南霉素水剂300～500倍液+70％代森联干悬浮剂

8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间隔5～7天喷1次。

在田间叶片出现白粉病为害症状，应注意用速效治疗剂，并注意加入适量保护剂

合理混用，防止病害进一步加重为害与蔓延。可采用25％腈菌唑乳油2 000～4 000倍

黄瓜白粉病田间发病后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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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30％氟菌唑可湿性粉剂1 500～2 000倍液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1 000倍液，或40％氟硅唑乳油3 000～5 000倍液+70％丙

森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1 500～2 000倍液+65％代

森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2 000～4 000倍液+75％百菌

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隔5～7天施药1次。

保护地采用烟雾法。即用硫黄熏烟消毒，定植前几天，将棚室密闭，每100立方米，

用硫黄粉250克，锯末500克掺匀后，分别装入小塑料袋分放在室内，于晚上点燃熏一

夜；此外，也可用45％百菌清烟剂，每亩用250克左右45％百菌清烟剂,然后密闭温室点

燃熏蒸一夜，或5％春雷霉素·氧氯化铜粉尘剂、10％多·百粉尘剂1千克/亩，隔7天左

右喷1次。

黄瓜蔓枯病

症      状  本病主要为害茎蔓、叶片。叶片上病斑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直径10～35

毫米，少数更大；有的自叶缘向内呈“V”形，淡褐色，后期病斑易破碎，常龟裂，干

枯后呈黄褐色至红褐色，病斑轮纹不明显，上生许多黑色小点。病叶自下而上枯黄，不

黄瓜蔓枯病叶片发病症状黄瓜蔓枯病心叶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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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严重时只剩顶部1～2片叶，蔓上病斑椭圆形至梭形，油浸状，白色，有时溢出琥

珀色的树脂胶状物。病害严重时，茎节变黑，腐烂、易折断。引起病斑以上局部叶片发

黄、坏死，病株维管束正常不变色，根部正常。

病        原  甜瓜球腔菌（Mycosphaerella melonis），属半知菌亚门真菌。

发生规律 病菌以分生孢子器或子囊壳随病残体在土中，或附在种子、架杆、温

室、大棚棚架上越冬。翌年通过风雨及灌溉水传播，从气孔、水孔或伤口侵入。病菌喜

温暖、高湿的环境条件，温度20～25℃，最高35℃，最低5℃，相对湿度85％以上时发

病较重。保护地栽培通风不良，种植密度大，光照不足，空气湿度高时发病重。露地栽

培时，北方夏、秋季流行，南方春、夏季流行。连作地、平畦栽培、排水不良、密度过

大、肥料不足、植株生长衰弱或徒长，发病重。

防治方法

（1）农业防治。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施足充分腐熟有机肥。收获后及时彻底清除病

残体烧毁或深埋。

（2）种子处理。种子在播种前用40％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30分钟，用清水冲洗后

催芽播种，也可用种子重量0.3％的福美双可湿性粉剂拌种后播种，或用2.5％咯菌腈悬

浮种衣剂按种子重量的0.5％拌种。

黄瓜蔓枯病茎蔓发病症状黄瓜蔓枯病植株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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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药剂防治。发病前至发病初期，可采用40％氟硅唑乳油3 000～5 000倍

液+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40％双胍辛烷苯基磺酸盐可湿性粉剂

700～1 000倍液+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 000～1 500倍液+70％敌磺钠可溶性粉剂500～800倍液，或25％咪鲜胺乳油800～1 000

倍液+70％代森联干悬浮剂700倍液，或40％双胍辛胺可湿性粉剂1 000～2 000倍液+50％

敌菌丹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7～10天喷1次。

黄瓜枯萎病

症      状 枯萎病在整个生长期均能发生，以开花结瓜期发病最多。苗期发病时茎基

部变褐缢缩、萎蔫猝倒。幼苗受害早时，出土前就可造成腐烂，或出苗不久子叶就会出

现失水状，萎蔫下垂。成株发病时，初期受害植株表现为部分叶片或植株的一侧叶片，

中午萎蔫下垂，似缺水状，但早晚恢复，数天后不能再恢复而萎蔫枯死。主蔓茎基部纵

裂，撕开根茎病部，维管束变黄褐到黑褐色并向上延伸。潮湿时，茎基部半边茎皮纵

裂，常有树脂状胶质溢出，上有粉红色霉状物，最后病部变成丝麻状。

病        原   尖镰刀西瓜专化型（Fusarium oxysporum f.sp. niverum），属半知菌亚门真菌。

发生规律  病菌主要以厚垣孢子和菌丝体随寄主病残体在土壤中或以菌丝体潜伏

黄瓜枯萎病茎基部发病症状黄瓜枯萎病植株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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