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经济

真菌病害志
嗣
一



山西经济植物真菌病害志
孙树权贺运春王建明 编著

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山西经济植物真菌病害恚

孙树权贺运春王建明编著

枣

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太躁：?问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山西人民_印刷厂印刷

术

开本。’7 8 7 x 1 0 9 2 l／lB印张t 1§ji5卑戤l 29 8千宇

1 990年5月第1舨 l 9 90年5月山西第1扶印尉

自数．1180 00册

出

ISBN 7—537T—0238—1
-___l_--●_。_’!-蟹-_-_-■-_l●__●

S·31



1．小麦叶锈病

2．小麦斑点病

(颖壳受害)

j．大麦条纹痛

4．小麦条锈病

5．谷子锈病

6．小麦秆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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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梁大斑病

2．燕麦坚黑穗病

3．谷瘟病

4．玉米锈病

5．水稻纹枯病

6．谷粒黑穗痛

(左健穗、右病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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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马铃薯晚疫病

2．黄瓜白粉病

3．萝b霜霉病

(种英被害)

4．萝h自锈病

5．葱霜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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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茄子黄萎病 5．莴苣霜霉病

．菜豆炭疽病 6．茄子褐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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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瓜枯萎病

2．番茄早疫病

3．苹果炭瘟病

4．梨白粉病

5．梨黑星病

6．苹果褐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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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树黑星病

2．核桃枝枯病

3．杨树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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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树大褐斑病

5刺玫锈病

(果实被害)

6．杨树腐烂病

7．杨树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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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玉米黑粉病

2．谷子白发病

3．谷子纹枯病

4．黍子丝黑穗病

5．高梁丝黑穗病



1．向日葵锈病

2．荞麦白霉病

3．甜菜蛇眼病

4．高梁散黑穗病

5．荞麦立枯病

6．高梁炭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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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棉铃红粉病

2．绿豆白粉病

3．棉铃黑霉病

4．向日葵黄萎病

5．胡麻斑点病

6．油菜霜霉病



1．甜瓜白粉病

2．甜瓜绵腐病

3．白菜霜霉病

4．西瓜绵腐病

5．冬瓜炭疽病

6．黄瓜枯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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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害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危害极大，在植物病害中，尤以真菌所引起的病害数量

最多，危害造成的损失也最严重。因此，真菌病害在整个植物病害研究中占着十分重要

的地位。

山西地形复杂，气候差异大，作物种类多，病害种类及发生情况也比较复杂。每年

由于各种病害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因此系统地研究山西省各种植物上的

不同病害的种类、分布及发生情况的变化，进行病害标本的采集与保存，编写病害志，

对于植物病害的鉴定、防治和检疫，以及对发展农业生产，合理布局作物，提高病害的综

合管理水平和植物病理学研究水平都将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搞清我国农作物病害的

基本情况和开展真菌的区系调查，为病害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重要的基础性资料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过去对山西省的植物病害一直未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如

今积极开展此项工作更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意义。

我们于1983年开始了“山西省植物真菌病害种类及分布"的课题研究工作，1984年此

课题正式列为山西省科委重点研究项目。经过六年时间，先后有I34人次，调查了金省七

个地区，八十二个县市，包括中条山、恒山、五台山和太行山四大山区及关帝山、恒山两

个林区，共采集病害标本3700余份。在全面调查、系统分析，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

《山西经济植物真菌病害志》一书。

本志共描述真菌病害548种，其中有200余种为山西省首次记载。本志包括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果树、林木、蔬菜、花卉、中药材、牧草及部分野生植物的真菌病害。

全面地反映了山西省重要植物真菌病害种类及地理分布情况。一些病害附有生态彩照，

重要属种绘有病原菌图，可作为专业工作者和从事实际工作者的参考书。

本志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山西省科委、山西省教委、山西省农牧厅植保站的大力支

持和经济资助。山西农业大学植保系邵嘉呜、李佩鏊、王惠礼、陈三凤、杨培文、高俊

明老师和植保专业学生参加了部分调查工作。谨此向以上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真菌病害种类与分布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

边远山区此项工作的调查研究，还有待今后进行。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还有许多不

足，恳请读者指正。

作 者

1989年于山西农业大学



说 明

1．本志所报导的植物病害资料，均属我们在六年内所调查、采集、鉴定

的。所有标本保存在山西农业大学植保系真茵病害标本室。

2．关于病原学名，主要依据国际上通用的名称。少数变动的学名，除采

用新学名外还附有原学名，便于读者查对。

3．病原真菌图，是根据病菌在寄主上产生的子实体制作切片，而后在显

微镜下观察绘制的。少数系通过分离培养后描绘的。病害症状基本上按采集到

的标本进行描述，同时也参考了其它国内外有关文献。

4．每一种病害“分布”只表示所调查到的县(市)，没有提及到的县

(市)，并不意味着没有此种病害。



山西省自然简况

山西省位于华北平原西侧，介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段之间，南北长670公里，东西

宽370公里。西部、南部界黄河，与陕西、河南为邻，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东邻

河北省。

山西省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具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平原等各种地貌

类型。全境山区丘陵面积广阔，占总面积的80．3％，平原面积占19．7％，除晋中、晋南

盆地海拔较低外，海拔大都在1000米以上，东部的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太岳山、中

条山和西部的管涔山、吕梁山是山西省主要山脉。

山西气候，属于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大陆季风影响持久而强烈，加以海拔又高，故

比同纬度的华北平原寒冷、干燥。七月最热，一月最冷。七月平均气温为20----27℃，一月平均气温为⋯1 15℃，各地积温为2200至4400℃，一般情况下由北向南逐渐瑁

加。无霜期大部为120--一220天，最短的右玉为115天，最长的垣曲为239天。临汾、运城、

晋城盆地无霜期均在180天以上，太原、忻定盆地、晋东南高原大部分、晋西北黄土丘

陵无霜期为145"-'165天，大同盆地、晋北高寒地区、东部较高山地区，无霜期为130天

以下。全省除少数高山外，年降雨量都在370""400毫米之间，降雨量从东南往西北递

城。山西省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多风沙、常干旱，夏季雨量多、湿度大，

秋季天气温和。

根据山西省地形、气候和农业生产等特点，全省可划分为中部盆地和东、西两山三

大区。

(一)中部盆地区

包括晋南盆地、晋中盆地、晋北盆地。晋南盆地包括运城、临汾两盆地。这一地区

地势低平，光温资源丰富，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是山西省主要棉麦产区。此外还种植

玉米、谷子、高梁、水稻、大豆、甘薯、花生、油菜籽等作物。晋中盆地包括太原、忻

定两盆地。该地区光温资源较丰富，是小麦、玉米、高梁的主要产区。此外还有谷

子、水稻、棉花、向日葵、油菜籽、甜菜、马铃薯、瓜类等作物，也是山西省苹果、

梨、葡萄、红枣、核桃、蔬菜的主要产区。晋北盆地昼夜温差大，气温低热量条件较

差，降水少。作物有春小麦、玉米、谷子、莜麦、马铃薯、大豆、高梁、糜黍等。同时也

是山西省甜菜主要生产基地。

(二)西山地区

北起右玉南至乡宁，位于吕梁山及其两侧的黄土丘陵地区。该区光温资源在本省居

中等状况，作物主要有小麦、谷子、玉米、高梁、马铃薯、大豆、糜黍、胡麻、莜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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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以枣树最多，其次有苹果、核桃等。

(三)东山地区

北起广灵南至垣曲，包括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及山前丘陵和上

党、泽州等盆地。丘陵山区面积大；是山西省降雨量最多地区。北部五台山、恒山山

区，气温低，降水分布不均。主要柞物有谷子，马铃薯、玉米、春小麦、大豆、高粱、莜

麦、胡麻等作物，是山西省马铃薯良种基地。南部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及其盆地，

热量适中，降雨较多，年降雨量520"-'680毫米。作物有玉米、小麦、谷子、高粱、马铃

薯、大豆、棉花、油料等作物。也是山西大麻、蚕丝、油菜主要产区，并盛产核桃、花

椒。、柿予，．铉枣、：苹果、梨、山楂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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