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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ichosanthes is a new economic crop developed by Lianshui County and Huaiyin District of 
Huai’an City with high yield, easy cultivation, and high economic value. At present, root knot ne-
matode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disease in the production of Trichosanthes. The disease se-
riously affected the yield, qual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richosanthes. In this paper, the oc-
currence and harm of Trichosanthes root knot nematode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ntrol tech-
niques of agriculture were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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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瓜蒌是淮安市涟水县、淮阴区等区域新开发的经济作物，产量高，易栽培，经济价值较高。当前根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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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病已成为瓜蒌生产上的重要病害，该病害严重影响了瓜蒌产量、品质和瓜农经济效益。本文从瓜蒌根

结线虫病发生与危害、农业综合防治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为广大种植户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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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瓜蒌为葫芦科植物栝楼(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或双边栝楼(Trichosanthes rosthornii Harms.)的
干燥成熟果实，具有清热涤痰、宽胸散结、润燥滑肠的功效，属于常用中药材。全瓜蒌、瓜蒌皮和瓜蒌

子均可以入药[1]，尤其瓜蒌的干燥根加工成的天花粉更是具有多种药用价值[2]。近年来，栝楼作为农业

结构调整和精准脱贫的特色产业，在江苏苏北地区迅速发展，栝楼属多年生作物，一次种植收益多年，

投资 45,000 元/hm2 左右，可收益 75,000~120,000 元/hm2，投资小见效快[3]。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技术，

随着产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栽培制度的单一化，瓜蒌病害发生日趋严重，特别是根结线虫病已成为当

地瓜蒌上的主要病害。此外，根结线虫病的发生还诱发根腐病等病害的复合侵染，严重地影响栝楼产量

和品质。目前有关栝楼根结线虫病的防控技术十分匮乏，导致病害发生后鲜有对策，这已成为制约我市

栝楼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摸清瓜蒌根结线虫病的发病规律，寻找经济、安全、高效的防控方

法，项目团队从农业生态整体出发，就该病害的形态特征、发生与危害、综合防控技术等进行综述，供

种植户参考。 

2. 病原物种类鉴定与病害发展情况 

参照文献[4] [5] [6] [7] [8]进行鉴定，主要利用雌虫会阴花纹的形态、雄虫头部及尾部形态、2 龄幼虫

头部及尾部形态及各虫态的测量值进行鉴别和鉴定。危害淮安地区瓜蒌根结线虫根结线虫病病原为南方

根结线虫。线虫主要在根内越冬，2 龄及其他龄期的幼虫、卵和少量雌成虫均可越冬，瓜蒌为多年生宿

根植物，线虫在土壤内分布很广，一旦发病，线虫便会在根内和根际土中迅速积累，病情逐年加重，甚

至绝产。据调查显示，根结线虫有明显随瓜蒌种植年限增加增重趋势，一般新发展地区一年生瓜蒌地发

病较轻、二年生瓜蒌发病加重，连续三年以上种植区产量明显下降、经济效益降低[9]。 

3. 病原发生规律与发病症状 

根结线虫直接侵害瓜蒌根系，使其产生不规则、大小不一的根瘤，抑制根系对水分和养肥吸收，从

而导致地上植株矮化、叶片退绿黄化、果型变小、挂果量减少；据调查，该地区根结线虫病是瓜蒌主要

病害之一，根结线虫病害严重影响了瓜蒌产量和品质。具有侵染性的二龄幼虫在 5~30 cm 土壤层移动，

由根尖生长点侵入，刺激侵染位点细胞持续膨大从而形成根结。病株地下部主根、侧根及须根上全部生

有大小不等的肿瘤，瘤表面光滑，上面不再生侧根，危害严重时，根上布满肿瘤，主根上的瘤体较大。

剖开肿瘤，可见乳白色小粒[10]。线虫在根内发育并进行产卵繁殖，一年可繁殖数代，造成瓜蒌种植园区

土壤中虫口密度大，从而导致病害防控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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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防治技术 

4.1. 培育无病壮苗，选择抗性品种 

应选择产量高、品质好的健壮块根无性繁殖，最好选择组培苗。应适量栽培一定比例雄株，以提高

坐果率[11]。选择无病的大田作育苗床，选择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的健壮无病种苗进行栽培。 

4.2. 清洁田园，深翻晒土 

及时清洁田园，在收获后将病蔓、病叶和病果烧毁或深埋。秋冬季节休田期采取逐层翻晒表层 30 cm
耕作层土壤，利用线虫卵囊失水特性，造成幼虫孵化率下降、侵染率下降，从而降低感病率。对深翻土

壤采用 50%氯溴异氰尿酸水溶性粉剂稀释 1000~1500 倍液喷雾进行杀菌消毒处理，对于杀灭其它病原菌

有一定作用。 

4.3. 合理套作轮作 

发病田块可以和韭菜、葱、蒜等不耐感线虫作物套作种植；对于栝楼宿根 4 年以上且线虫危害严重(全
田发病率超过 45%，株发病病情指数超过 3 级)的田块，药剂处理效果欠佳情况下，建议通过水旱轮作(改
种水稻 1~2 年后再种植栝楼)进行处理。 

4.4. 科学肥水管理 

栝楼需肥量大，施足基肥、适时追肥是保证其正常生长、提高抗病能力的基础。应以有机肥、农家

肥、生物肥料为主。及时整枝、引蔓上架。 

4.5. 药剂防治 

4.5.1. 新栽种的田块 
定植前 10~15 天，用 10%噻唑膦颗粒剂 2 kg/亩，拌干土后进行穴施或沟施，并注意覆土[10]。也可

以在定植时可以采用 1.8%阿维菌素乳油 700~1000 倍液浇灌移栽窝，每株灌根 0.25~0.5 kg。或采用 41.7%
氟吡菌酰胺悬浮剂每株用药 0.06~0.10 ml，兑水 0.6~0.8 kg 灌根。定植前的土壤处理和定植时的药剂灌根，

可以结合生产实际选用一种方法进行处理。田间发病后，可用 1.8%阿维菌素乳油混用 0.5%印楝素或 0.5%
藜芦碱稀释 800~1200 倍液灌根，每株灌根 0.5~0.8 kg；或采用 41.7%氟吡菌酰胺悬浮剂用量每株 0.06~0.10 
ml/株，兑水 0.8~1.0 kg 灌根[12]。 

4.5.2. 宿根 2 年生及以上的田块 
田间宿根萌发的 2 年生及以上的田块，在宿根出苗后 7~10 天可以采用 10%噻唑膦颗粒剂 2 kg/亩或

1.8%阿维菌素乳油 700~1000 倍液灌根，每株灌根 0.5~0.8 kg；或采用 41.7%氟吡菌酰胺悬浮剂用量每株

0.06~0.10 ml/株，兑水 0.8~1.0 kg 灌根。 

5. 讨论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是控制病害的关键。根结线虫病受土壤温度湿度等因素影响，一般每年 4
月下旬到 6 月中旬是大田根结线虫病活跃高峰期[9]，一方面要抓好线虫入侵前(定植期)药剂防控工作，

另一方面要抓好 4 月~6 月根结线虫高发关键期的药剂防控工作，具体可以结合田间观察，在 4~6 月期间

定期(每 20 天)全田随机 5 点，抛开栝楼根部检查根部是否有根瘤产生，如调查发病率在 10%~20%时，建

议对全田全株药剂灌根进行预防和治疗。如发现调查病株率在 10%以下，建议对个别发病株和疑似病株

进行挑治(药剂灌根)。种植户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以上防控措施中的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综合防控。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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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重的区域，建议全生育期用药两次及以上。不同药剂在同一年度不同时间轮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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