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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葫芦是一种世界性种植的蔬菜，果实口感好，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然而，栽培过程中

的各种病害严重影响了西葫芦的产量和品质。本文阐述了西葫芦几种主要的病害特点及防治方法，为西

葫芦病害的防治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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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ucchini is a kind of vegetable planted in the world. The fruit of zucchini has a good taste and rich 
nutrition. It is deeply loved by consumers. However, various diseases in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zucchini.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
trol methods of several main diseases of zucchini, which provides a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control of zucchini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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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葫芦(Cucurbita pepo L.)原产于美洲，属于葫芦科南瓜属(Cucurbita spp.)，种植面积和产量在世界上

都处于领先地位。其果实口感好，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同时，西葫芦种植技术简单、管

理方便、产量高、经济效益明显[1]。然而，栽培过程中的各种病害严重影响了西葫芦的产量和品质。西

葫芦病害主要分为两类：病毒病和真菌性病害。1980 年，Lovisolo 首次对 25 种能够感染葫芦科植物的病

毒进行了综述[2]。据林石明等统计，截至 2011 年 5 月，全国已知的危害葫芦科作物的病毒有 86 种，包

括 17 种暂定种、1 种类病毒、11 种传病毒[3]。2014 年，严蕾艳等建立了葫芦科作物重要种传真菌病害

的检测体系，有利于把握真菌病害早期防治的最佳时机，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4]。2019 年，彭斌对影响

葫芦科植物的病毒类型进行了统计，其中 99 个已列为 ICTV 收录正式种，26 个为待确定种，并对其分布

及多样性进行了分析[5]。近年来，西葫芦作为我国重要的蔬菜作物，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品种的

不断更新，病害的种类越来越多，发生得也越来越频繁。本文阐述了西葫芦几种主要的病害特点及防治

方法，尤其是抗病育种，为西葫芦的病害防治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2. 侵染西葫芦的病毒病 

西葫芦病毒病又叫花叶病，在西葫芦栽培过程中发生最为普遍。严重时，可造成西葫芦产量大幅下

降。目前，主要有以下病毒对我国西葫芦栽培和生产造成严重威胁：中国南瓜曲叶病毒(Squash Leaf Curl 
China Virus, SLCCNV)、西瓜花叶病毒(Watermelon Mosaic Virus, WMV)、瓜类褪绿黄化病毒(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黄瓜花叶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和小西葫芦黄化花叶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等。 

2.1. 中国南瓜曲叶病毒 

中国南瓜曲叶病毒(Squash Leaf Curl China Virus, SLCCNV)属于双生病毒科(Geminiviridae)菜豆金色

黄花叶病毒属(Begomovirus)，是近年来在中国发现的主要危害南瓜、葫芦、冬瓜、甜瓜等葫芦科作物的

种[6] (如图 1)。中国南瓜曲叶病毒由烟粉虱以持久、循环的方式进行传播，植物被 SLCCNV 侵染后，引

起植株矮化、叶片卷曲，造成经济效益降低、产品质量下降[7]。1994 年，洪益国等人最先在广西南宁田

间的南瓜植株中分离到中国南瓜曲叶病毒(SLCCNV) [8]；2003 年，Muniyappa 等在印度首次发现

SLCCNV-[Pumpkin: Coim]分离物可以引起南瓜叶片黄化、皱缩[9]。随后，在越南、菲律宾、泰国、巴基

斯坦等多国的南瓜上也相继发现了 SLCCNV [10] [11] [12] [13]。该病毒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

都有发生[14]。2022 年，袁晓伟等[15] [16]在山东省首次发现 SLCCNV 可侵染西葫芦植株，并对其进行

了序列分析。 

2.2. 西瓜花叶病毒 

西瓜花叶病毒(Watermelon Mosaic Virus, WMV)是马铃薯 Y 病毒科马铃薯 Y 病毒属的一种。WMV 以

非持久性的方式通过蚜虫传播，也可通过汁液或机械方式传播[17]。该病毒危害严重，可侵染葫芦科、豆

科、藜科植物[18]。1954 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安德森等人在西瓜中检测出 WMV [19]。在 1965 年，

韦伯等按寄主的范围和血清学法将 WMV 分成 WMV-1 和 WMV-2 两个菌株，并进一步证明 WMV-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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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木瓜环斑病毒(Papaya Ring Spot Virus, PRSV)西瓜株系[20]。植株被 WMV 侵染后，首先会出现叶脉变

黄，叶片斑驳，呈卷须状的症状，进而导致植株矮化，果实畸形(如图 2)。这种病毒广泛分布于温带和地

中海[21]，目前主要分布于陕西、山东、广西、云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地，病毒发生普遍且频繁[22] 
[23] [24] [25] [26]。 

 

 
Figure 1. Symptoms of zucchini leaves infected with SLCCNV 
图 1. 西葫芦叶片感染 SLCCNV 症状 

 

 
Figure 2. Symptoms of zucchini leaves infected with WMV 
图 2. 西葫芦叶片感染 WMV 症状 

2.3. 瓜类褪绿黄化病毒 

瓜类褪绿黄化病毒(Cucurbit Chlorotic Yellows Virus, CCYV)属于长线形病毒科(Closteroviridae)毛形

病毒属(Crinivirus)。主要以烟粉虱为媒介，以半持久性的方式传播，不能通过摩擦或其他方式进行人工

接种，该病毒危害包括西葫芦在内的多种葫芦科作物，也有研究发现能侵染甜菜、藜麦、本氏烟和曼陀

罗等其它多种植物[27]。受 CCYV 感染的植株，首先导致叶片变绿，黄化，而叶脉仍为绿色，严重时则

全株变黄(如图 3)。对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产生巨大的威胁[28]。Gyoutoku 等(2009)最先在日本发现 CCYV 
[29]，2010 年在我国台湾地区首次发生并报道，随后在我国湖南、海南、河南、浙江、上海、山东、广

https://doi.org/10.12677/br.2023.122016


袁晓伟 等 
 

 

DOI: 10.12677/br.2023.122016 116 植物学研究 
 

西、新疆、北京等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出现危害，对瓜类作物安全生产构成威胁[30] [31]。 
 

 
Figure 3. Symptoms of zucchini leaves infected with CCYV 
图 3. 西葫芦叶片感染 CCYV 症状 

2.4. 小西葫芦黄化花叶病毒 

小西葫芦黄化花叶病毒(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为马铃薯 Y 病毒属，以蚜虫为主要传

播媒介进行非持久性传播，为侵染葫芦科的主要病原，也是苋科、藜科、豆科等作物的重要致病原因[32]。
1973 年，意大利北部的西葫芦中首次发现了 ZYMV；郑光宇于 1991 年首次分离和鉴定出新疆 ZYMV 株

系[33]。2021年，韩国的Kim等首次报道ZYMV侵染气球花(Platycodon grandiflorus) [34]。西葫芦被ZYMV
感染后表现为系统侵染，具体症状为局部褪绿，明脉，叶片黄化，皱缩畸形，植株部分坏死等(如图 4)。
在我国的大棚栽培中非常常见[35]。 

 

 
Figure 4. Symptoms of zucchini leaves infected with ZYMV 
图 4. 西葫芦叶片感染 ZYMV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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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黄瓜花叶病毒 

黄瓜花叶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属于雀麦花叶病毒科(Bromoviridae)黄瓜花叶病毒属

(Cucumovirus)，可侵染超过 100 个科的 12,000 种植物[36]。CMV 病毒能通过蚜虫以非持久性的方式传播，

目前已有的研究显示，病毒的传播和流行与蚜虫的迁移密切相关[37]。桃蚜是 CMV 的主要传播媒介，其

对 CMV 的传播特性已在西葫芦幼苗上进行了报道[38]。除此之外，CMV 还可通过种子带毒传播。感病

后的植株，通常会出现叶片黄化、扭曲、花叶、斑驳、植株矮化、系统坏死等症状[39] (如图 5)。据统计，

CMV 的侵染曾导致中国的番茄产量下降 25%~50% [40]，也曾导致西班牙的甜瓜大幅减产，减产率高达

60%，CMV 侵染严重时可导致番茄绝收[41]。CMV 的寄主数量多、分布广，使其成为对作物造成严重威

胁的植物病毒之一。 
 

 
Figure 5. Symptoms of zucchini leaves infected with CMV 
图 5. 西葫芦叶片感染 CMV 症状 

3. 侵染西葫芦的真菌性病害 

3.1. 西葫芦白粉病 

白粉病为真菌性病害，目前报道的引起白粉病的病原菌有两种：一种是单丝壳白粉菌(Sphaerotheca 
fuliginea (Schlecht) Poll.)，另一种是葫芦科白粉菌(Erysiphe cucurbitacearum Zheng & Chen)，无性态均为

粉孢属[42]。白粉病主要靠气流传播，当空气湿度较大、气温在 16℃~24℃时病害容易流行。同时，它可

以在瓜类作物上越冬，并且冬季留在温室中的残留物成为主要的感染源，明年病害发作后形成的分生孢

子导致通过雨水和气流的继发感染[43]。2020 年，Xiang 等在美国和意大利的 6 种葫芦科属植物中，共检

出 106个具有明显的白粉病菌生理小种[44]，2022年，Choi等首次报道了俄罗斯白粉病菌(Erysiphe russellii)
在韩国引起的白粉病[45]。咸丰等人对陕西关中地区的白粉病的生理小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小种

属于一种单囊壳白粉病菌的生理小种 F2 [46]。 
白粉病在植株幼苗期至收获期均会发生，对西葫芦的叶面、叶柄和瓜蔓均可造成危害，在果实上很

少见。起病时呈黄斑，而后在整个叶部出现少量的、圆润的粉红色小点，主要分布在叶片的正面，然后

逐步扩散；发展为不规则的霉斑。在危害较大的情况下，可在叶部形成连片白粉区，对西葫芦的光合作

https://doi.org/10.12677/br.2023.122016


袁晓伟 等 
 

 

DOI: 10.12677/br.2023.122016 118 植物学研究 
 

用和蒸腾效率造成显著影响(如图 6)。在病程末期，因真菌的生长，白点变为灰黑色，叶片干枯、黄化[47]。
该病分布广泛，在各个蔬菜种植区域都有可能出现，对产量有较大的影响，一般可以造成减产 10%左右，

严重时可导致减产 50%以上[48]。 
 

 
Figure 6. Symptoms of zucchini leaves infected with powdery mildew 
图 6. 西葫芦叶片感染白粉病症状 

3.2. 西葫芦霜霉病 

霜霉病常在叶片上发病。真菌中的霜霉菌是引发霜霉病的重要病原，也被称为古巴假霜霉菌

(Pseudoperonospora cubensis (Berk. & Curt.) Rostov.) [49]。该病菌首次报道于 1868 年，在古巴的葫芦科作

物上被发现，此后陆续被 70 多个国家报道，主要发生在我国的南方[50]。霜霉菌对植株的侵染可分为两

种：局部侵染和系统性侵染，局部侵染较为普遍。但局部感染的危害并不亚于系统感染，它会在植物表

面快速扩散，甚至会对其他植物产生影响。 
霜霉病主要靠气流、昆虫和空气传播，它能通过气孔直接穿过表皮，到达叶片内部。在适宜的环境

下，病原菌的孢子囊通过空气的流动而形成初侵染。发生后，会发生孢子囊的漂移、扩散，再次感染。

叶背上有露水或有水膜的情况下，则更有利于病菌的感染。尤其是昼夜温差大，种植密度大时，会导致

种植区域的通风与透光不佳，为霜霉菌的生存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导致霜霉病的出现也更为频繁[51]。 
在西葫芦生长发育过程中，霜霉病也是发生的主要病害之一，发病多由幼苗的下半叶起，在发病早

期出现浅绿色或黄色斑点，随后叶片由绿变黄，直至死亡(如图 7)。西葫芦霜霉病的病斑主要发生在叶面，

呈多角型；同时会在叶片背面产生褐色的霉层[52]。欧洲、中东、亚洲等地都发生过大范围的霜霉病，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53]。 

3.3. 西葫芦黑星病 

黑星病是我国目前威胁温室黄瓜的主要病害之一，对西瓜、丝瓜、南瓜也有一定的危害。西葫芦黑

星病菌是由瓜疮痂枝孢霉菌(Cladosporium cucumerinum Ellis. et Arthur.)引起的。依附在病株上的病原菌，

是其主要的初侵染来源；此后，病菌可以伴随空气和降雨，通过叶片、果实、茎和藤条的表面进入，也

可以通过气孔和创面进入[54]。空气湿度较大的密闭环境中病害发生最为频繁。 
黑星病在植株的叶片、茎和果实均很常见，幼苗期，病叶表面产生浅黄色的圆形斑点，随后扩展为

棕色或黑色，后期易穿孔；茎部则呈现浅绿色的不规则圆斑或条纹状斑，中段容易出现开裂的黑色斑点；

https://doi.org/10.12677/br.2023.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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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的病斑多为脓疱，有些破裂或腐烂，并流出半透明的胶状物质，然后变成琥珀色(如图 8)。当潮湿的

时候，各个表面有大量的黑霉[55]。国内对西葫芦的黑星病调查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苹果黑星病和梨黑

星病的防治上。 
 

 
Figure 7. Symptoms of zucchini leaves infected with downy mildew 
图 7. 西葫芦叶片感染霜霉病症状 

 

 
Figure 8. Symptoms of zucchini leaves infected with scab 
图 8. 西葫芦叶片感染黑星病症状 

4. 防治方法 

目前，西葫芦病害防治方法主要有选育抗病品种、加强田间管理、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等。 

4.1. 选育抗病品种 

抗病品种的选育是病害防治过程中经济效益最高、效果最好的手段，有着非常好的应用前景。例如，

山东省潍坊农业科学院以 93A-A 为母本，92+作父本，培育出“潍早 1 号”，该品种对白粉病和病毒病

具有较强的抗性[56]；李海真等将传统育种技术与分子标记技术相结合，已培育出一批具有抗 ZYMV 和

白粉病的新品种——京葫 CRV4 [57]。张强等通过对丝瓜的引种和选育，成功地获得了一种抗霜霉、耐

褐变的新品种“徐绿 1 号”[58]。同时，不同品种对病害的抗性不同，在进行栽培时，需要因地制宜，使

优良品种的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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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田间管理 

栽培过程中注意温湿度的管理。切忌空气湿度干湿交替出现，提高室内的透光，加强通风可以减少

室内的湿度。其次，要加强水肥的管理，及时整枝打杈，促进植物的强健生长，从而增强植物的抗病性。

在发病早期，应及时将病株挖出并进行掩埋。收割结束后，应将植株秸秆、落叶及周围杂草全部清除，

并注意保持田间环境卫生，减少害虫来源。 

4.3. 化学防治 

药剂防治是针对西葫芦病害最常用的一种防治方法。对于病毒病来说，通过喷施药剂截断传播途径

是目前最便捷的防治方法，它可以直接控制粉虱或蚜虫的数量，当前常用的药剂有吡虫啉、拟除虫菊酯、

烟碱类的农药[59]；对于真菌类病害而言，也可以直接通过药剂或按比例混合使用一系列粉剂来达到灭菌

的效果。牛芬菊等人进行了生产试验，他们发现以 5%的已唑醇微乳剂与 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混

合使用的方式可以实现防治西葫芦白粉病的效果[60]。而长期采用化学药剂进行病害控制，容易造成环境

污染，持续危及农作物的生长，同时还易产生抗药性。因此，运用非药剂防治手段进行防控越来越受到

重视。 

4.4. 生物防治 

对于通过烟粉虱和蚜虫传播的病毒病而言，生物防治是通过引入烟粉虱和蚜虫等的天敌来截断传播

媒介从而抑制病害的传播，例如：丽蚜小蜂和浆角蚜小蜂对 SLCCNV 的防治具有一定的效果[61]。对于

真菌性病害而言，生物控制主要使用植物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次要代谢物和微生物代谢物，如植物萃取物

和挥发性有机物质，来抑制致病细菌[62]。李星等对黄瓜霜霉病的孢子囊进行了萌发抑制实验，结果表明：

Z-X-3和Z-X-10两种芽孢杆菌菌株在黄瓜霜霉病防治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63]。王美英等采用室内盆栽、

叶盘筛选等方法，对瓜类白粉病的控制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采用 GKSHJA、PR1-8 型无菌滤液

原液，可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64]。除此之外，周宝研究了月桂醇对黄瓜幼苗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一定

的剂量范围内，月桂醇对黄瓜霜霉病菌的发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65]。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西葫芦病害防控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未真正建立一套安全、高效、

稳定的病毒防控技术。化学杀虫剂对蚜虫有很好的杀灭作用，对田间害虫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这些药剂的频繁使用会给生态环境安全带来威胁，在生产应用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随着生态农业

和有机农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逐渐增强，因此人们目前的防治工作重点已由传

统的化学防治逐渐向生物防治转变。而开发抗病毒植物新品种仍然是病害防控的一个重要目标。 

5. 抗病育种 

筛选和创制西葫芦抗病种质资源，能为西葫芦的抗病性育种提供材料。例如，De Oliveira 等利用抗

PRSV-W 的中国南瓜种为研究对象进行种间杂交，使得西葫芦也具有了相同的抗性[66]。此外，1 年生的

野生南瓜种(Cucurbita martinezzi Beiley)对南瓜病毒病具有很强的抗性，而 C. lundelliana Beiley 多年生则

在抗白粉病方面展现出较大的优势，意味着这 2 种具有较高抗性的野生资源可以作为抗病性育种的抗源

材料[67]。 
国内外在西葫芦分子标记和抗病基因定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病毒病方面，王凯玥等对我国现有

的主要栽培西葫芦品种和高代自交系的抗性进行了系统的评价筛选，共得到 22 个对 PRSV-W 抗性较强

的种质，同时对自交系 BV21 的 PRSV-W 抗性进行了初步研究[68]。Capuozzo 等对西葫芦 ZYMV 的抗性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3 个与其紧密结合的 SNP 标记，发现两个核苷酸结合位点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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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氨酸重复序列(NBS-LRR)蛋白编码基因位于 SNP1 标记附近[69]。Nacar 等以杂交西葫芦品种 Otto F1
作为 ZYMV 抗源供体。通过回交方法将该品种的抗性引入到纯系 Alata6 和 Alata50 中，以便为育种者开

发合适的材料[70]。瓜类真菌类病害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瓜和甜瓜，对西葫芦的研究开展得并不多。

Wang 等通过对葫芦 NBS-LRR 家族基因的全基因组特征分析及表达分析，为 PM 耐性育种找到了潜在的

候选基因 Lsi04g015960 [71]。Branham 等利用一个基因型密集的重组自交系甜瓜群体进行传统 QTL 定位，

再利用重基因组测序对候选基因进行分析和鉴定，为今后的育种工作和甜瓜白粉病抗性的基础检测提供

了靶点[72]。Liu 等应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方法，对具有多种来源和生态类型的黄瓜核心种质(CG)
进行了抗 DM 的遗传位点进行了研究，表明 CG 种质是携带已知和新的 DM 抗性 QTL 的非常有价值的资

源，探讨了利用这些 CG 系进行候选基因未来等位基因挖掘的潜力[73]。 
培育抗病毒植物新品种是抵抗西葫芦病害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但目前有关抗 SLCCNV 的抗病品

种尚未有研究报道。除此之外，对于真菌类病害的分子标记基本处于空白阶段，今后应加强对于西葫芦

真菌类病害的分子标记的开发，并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有效加快种质创新速度。同时，还可以通过聚

合育种培育出可同时抵御多种病害的优质品种。 

6. 结论 

病害的频发一直是威胁西葫芦生产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西葫芦种植面积和病毒类型的不

断增多，病害危害程度愈加严重，掌握不同病害种类的特征及防控措施，对预防地域性病毒病和新病害

的扩散有着重要意义。2017 年，缪为文等针对温室西葫芦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病害与防治进行了总结

[74]。2020 年，刘永强根据西葫芦设施栽培常见病害的症状、发病规律，并结合多年的生产实践，对其

主要病害的综合防治技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75]。本文综合整理了西葫芦病毒病及主要真菌性病害的

特点和防治方法，为提高西葫芦产量、品质及效益提供理论支撑。 

7. 展望 

近年来，随着对西葫芦病害的研究逐渐加深，我国对西葫芦病害防治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这

一工作中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目前，对病原菌生理分化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如果有一个标准、

统一的宿主鉴定谱，那么对这个国家的物种病害研究和提高其抗病性是有优势的，反之，这将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对西葫芦病害防治的进展。此外，抗病遗传研究也不深入，尤其是针对瓜类作物中的西葫芦，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为了提高瓜类抗病品种的抗性，必须对其进行抗性遗传及农艺性状间的相

关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培育出抗病性更强的西葫芦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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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Nacar, Ç., Fi̇dan, F., Ekbi̇ç, E., et al. (2012) Development of Suitable Sourcess of Resistance to ZYMV in Cucurbita 
pepo. In: Proceedings of the Xth EUCARPIA Meeting on Genetics and Breeding of Cucurbitaceae, Antalya, 15-18 Oc-
tober 2012, 633-638.  

[71] Wang, J., Yang, C., Wu, X., Wang, Y., Wang, B., Wu, X., Lu, Z. and Li, G. (2022) Genome-Wide Characterization of 
NBS-LRR Family Genes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under Powdery Mildew Stress in Lagenaria siceraria.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Plant Pathology, 118, Article ID: 101798. https://doi.org/10.1016/j.pmpp.2022.101798 

[72] Branham, S., Kousik, C., Mandal, M. and Wechter, W.P. (2021)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Mapping of Resistance to Pow-
dery Mildew Race 1 in a Recombinant Inbred Line Population of Melon. Plant Disease, 105, 3809-3815. 
https://doi.org/10.1094/PDIS-12-20-2643-RE 

[73] Liu, X., Lu, H., Liu, P., Miao, H., Bai, Y., Gu, X. and Zhang, S. (2020)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Loci and Candidate Genes 
for Cucumber Downy Mildew Resistance Using GWAS. Plants, 9, Article 1659.  
https://doi.org/10.3390/plants9121659 

[74] 缪为文, 沈金龙, 闻舒, 吉红艳. 温室西葫芦常见病害的发生与防治[J]. 现代农业科技, 2017(24): 99-100+102.  

[75] 刘永强. 设施栽培西葫芦的主要病害综合防治技术[J]. 河南农业, 2020(32): 16-18. 

https://doi.org/10.12677/br.2023.122016
https://doi.org/10.1023/A:1024650910031
https://doi.org/10.1007/s11032-017-0698-5
https://doi.org/10.1016/j.pmpp.2022.101798
https://doi.org/10.1094/PDIS-12-20-2643-RE
https://doi.org/10.3390/plants9121659

	西葫芦主要病害及防治
	摘  要
	关键词
	Main Diseases and Control of Zucchini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侵染西葫芦的病毒病
	2.1. 中国南瓜曲叶病毒
	2.2. 西瓜花叶病毒
	2.3. 瓜类褪绿黄化病毒
	2.4. 小西葫芦黄化花叶病毒
	2.5. 黄瓜花叶病毒

	3. 侵染西葫芦的真菌性病害
	3.1. 西葫芦白粉病
	3.2. 西葫芦霜霉病
	3.3. 西葫芦黑星病

	4. 防治方法
	4.1. 选育抗病品种
	4.2. 加强田间管理
	4.3. 化学防治
	4.4. 生物防治

	5. 抗病育种
	6. 结论
	7. 展望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