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瓜霜霉病 
田间调查报告 

 报告标题： 黄瓜霜霉病 

 报告日期： 9 月 24 日 

 报告作者： 秦叶 卓曼琳 刘蕊鑫 

 
517 主创 

 



 2 

摘要： 黄瓜霜霉病是发生在黄瓜上的重要病

害之一，可在较短时间内造成黄瓜叶片枯萎，使

黄瓜出现早衰减产等现象。本文结合黄瓜霜霉病

发生的实际情况，从什么是黄瓜霜霉病以及它的

危害特征，发生规律和防治措施等方面展开分析，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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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 调查背景 

因黄瓜霜霉病对黄瓜具体某个部位的影响，以及

对黄瓜生长，产量的影响。 

• 调查目的 

调查分析该病害对我国黄瓜市场的危害性，对该

病害进行合理有效的综合防控。 

• 调查地点 

某地区的温室大棚 

• 调查范围 

1 亩地 

二、 调查方法 

• 文献调查法 

• 实地调查法 

• 统计分析法 

 

三、调查结果 

➢ [主题一]什么是黄瓜

霜霉病 

人说蔬菜上有 1 

000 多种病害，但有些病

害只是昙花一现，只发生

了一段时间，随着发生条

件的变化，已逐渐地消失

了。而有些病害则是 从

19 世纪发生以来，一直延

续到现在，不注意防治，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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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其中最典型的是黄瓜霜

霉病。据文献记载，黄瓜

霜霉病是 1868 年首先在

古巴发现的，20 年后传到

日本，此后广泛地在世界

各地出现。我国是 1899

年在吉林发现的，而在北

京是 1918 年被报道，说

起来在北京已有100多年

的历史了。对笔者来说，

早在 1958 年读大学时就

知道这种病害。听老师说

它又叫“黄瓜跑马干”，

流行起来如同跑马一样

快地造成植株叶片干枯，

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蔬

菜病害。现在已是 21 世

纪 20 年代了，它仍然是

黄瓜的重要病害，时不时

地造成黄瓜“跑马干”，

给种植者带来重大的损

失。

➢ [主题二]危害症状、

病原 

黄瓜霜霉病从黄瓜

的苗期即可发生，在子叶

上形成水浸状斑，后形成

褪绿斑，在背面出现黑色

的霉层；进而向真叶发展，

造成子叶和真叶的干枯，

严重时幼苗会死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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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株期，主要为害叶片，

先是引起水浸状斑，后病

斑变黄(图一），在病斑背面

长出 少量的黑霉（图二）；

进而形成多角形的病斑 （附

录图三)，严重时叶正面产生

大量多角形黄斑(附录图四），

并在叶背生出黑霉(附录图

五）；扩展到整叶时，引起

叶片的上卷枯焦 （附录图六）。

被害叶一般自下而上地

发展，但发生 较晚时，

也会上部叶先卷 （附录图））。 

黄瓜霜霉病菌 （附录图））

属于卵菌门、霜霉科、假

霜 霉 属 ， 学 名

Pseudopernosporacuben

sis （ Berk.et Curt. ） 

Rostov.，该菌的菌丝无

色，无隔，一般在细胞间

扩展，长出吸器深入细胞，

吸取营养，逐渐使寄主细

胞坏死；

进而在

叶背面

产生孢子囊梗，由气孔伸

出。孢子囊梗单生或 2～

5 根束生，无色，长 200～

350 μm，其下端不 分枝，

近基部略膨大；上端约

1/3 处分杈，分杈方式为

锐角双杈式，一般分 3～5

次，上端逐渐变细，顶端

变尖，略弯曲，着生孢子

囊。孢子囊卵形至柠檬形，

顶端有乳突，榄褐色，单

生，大小  （18.1～41.6）

μm×（14.5～27.2） μ

m[3]。孢子囊可以芽管形

式萌发，但以游动孢子萌

发为主，一般每个孢子囊

含有游动孢子 6～8 个，

游动孢 子圆至卵圆形，

具有 2个鞭毛，游动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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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鞭毛，发芽入侵。该

菌的有性世代为卵孢子，

卵孢子球形，淡黄色，壁

较厚，直径 20～43μm，

处于有皱褶的卵囊中（附录
图九）。 

 

 

 

 

➢ [主题三]发生规律 

在目前日光温室已

经 十分普遍，多数已可

通过日光温室在当地越

冬。病菌的传播除气流外，

雨露的飞溅以及田间操

作，都是重要的传播途径。

一般是先在潮湿多露的

地方形成发病中心，逐步

地扩展到全田，但在病原

较多、条件合适时，也可

同时使全田普遍发病。 

黄瓜霜霉病的流行

受环境温湿度条件的影

响较大。总体上看，黄瓜

霜霉病属于低温病害，病

菌孢子囊在 15～20 ℃、

空气相对湿度高于 83%时

才大量产生，且湿度越高

产生孢子囊越多。在此温

度下孢子囊落在叶面上

后，只要叶片上有水滴或

水膜，5～32 ℃都可萌发，

最适为 15 ℃；此时 持续

1.5～2.0 h 就可萌发，6 h

时完成侵入。当气温在

20 ℃时潜预期为4～5 d，

低于 20 ℃潜预期则为

8～10 d，温度低于 15 ℃

或高于 28 ℃，不利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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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发生。因此，黄瓜温

室的温湿度管理十分重

要。 

另外，黄瓜的营养状

况不同，抗病的情况也不

同。一般营养状况不好，

叶片很薄，植株含糖 量

低也容易发病。有人报道

过黄瓜中的糖分水平会

对霜霉病的抗病性产生

影响，测定卷须糖度，可

以预测黄瓜霜霉病是否

发生。方法是：自上而下

地数黄瓜的卷须，取第

5～6 个卷须，用旋光测 

糖仪测定其含糖量（糖度

为 3.0～3.5 度，则较抗

病；糖度下降到 2.5～2.6

度，则不抗病；糖变下 降

到 2.0～2.2度，易感病），

并将卷须含糖量 2.5 度

作为用药防治的指标。总

之，在病菌量多，温湿度

又合适的情况下，寄主又

不抗病，病害就会流行起

来。

 

➢ [主题四]防治措施 

黄瓜霜霉病应当采取以

栽培防治与化学防治结

合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1)选用抗病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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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品种的利用是防

治黄瓜霜霉病首要考虑

的防治方法。由于黄瓜霜

霉病流行地区广泛，全国

不同地区都有一些适合

当地不同条件和季节的

抗病品种。适合露地种植

的抗病品种有津研 二号、

津研 7号、津杂一号、津

杂四号、中农二 号、中

农 8号、津早三号、京旭

二号等，适合保 护地种

植的有碧春、津春 3 号、

津杂 2号、津优 3号、中

农 7号等；但是，在选择

时要注意其适应性，在不

同季节适应性不同；此外，

还要注意商品性，有的黄

瓜虽然抗病，但品质差，

不受市场欢迎，也不要盲

目种植。在选用时应通过

试种， 再扩大种植面积。 

 

(2)栽培防治  

黄瓜栽培防治主要

是通过栽培措施采用有

利于黄瓜生长、提高抗病

性的各种方法来抵御霜

霉病的发生，包括栽培方

式、水肥管理以及棚室温

湿度调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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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改进育苗和管理

方式 

从育苗的方式来看，

近半个世纪变化较大， 

走过了切块育苗、营养钵

育苗、营养块育苗和穴 

盘育苗等阶段，目前来看

采用穴盘育苗的优势较

大，目前应用较多，但是，

不管哪种方法，为获 得

抗病性强的黄瓜苗应当

采用变温管理，即在播种

后，将温度控制的高一些，

让其出苗越快越 好，这

样可以减少和土传病害

的接触。出土后， 应当

将温度降下来一些，这样

可以使植株长得敦 实一

些，提高其抗病性。如果

在定植前要进行分苗，在

分苗以后的前 2 d，要适

当地提高环境的温 度，

促进根系的恢复和发展，

之后再把温度降下来。定

植前，应当把温、湿度再

降低 （ 1），力争做到和苗

房外面的温、湿度接近，

以利于幼苗较快地适应

新的环境。 

 

 

(3)种植方式的优化 

在保护地，采用膜下

滴灌或沟灌种植方式较

好。众所周知，高湿有利

于霜霉病的发生。棚室中

的湿度来源不外乎 2 点：

一是外界进来的空气里

的水分；二是灌溉后土壤

及地 水的蒸发。两者比

较起来，主要是灌溉造成

棚室的高湿。在保护地使

用地膜覆盖后，将水灌在

膜下面，可以明显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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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室内的湿度。湿度小了，

黄瓜霜霉病会明显地减

轻。要实施膜下灌溉，在

整地的时候就要留下空

间。例如，我国北方保护

地果菜类，一般都是起垄

栽培，在做垄的时候，在

垄背上应留出1道浇水的

小沟，盖上地膜后，就用

皮管子在这条小沟里浇

水。有的菜农甚至在垄沟

里也铺上地膜， 将整个

温室的地面都覆盖起来，

还有的利用滴灌 管伸到

膜下灌溉，这样降湿的效

果会更好。 

 

(4)棚室温湿度的调

控 

棚室温湿度的调控

又称为“生态防治法”， 

即利用人工调控棚室的

温湿度，创造有利于黄瓜

生长、不利于病害发展的

条件，进而控制黄瓜霜霉

病。这里讨论的生态防治

包括上面提到的膜下灌

溉，还包括生长期温湿度

的控制、高温闷棚、 施

用二氧化碳等措施。 

①利用放风改变棚

室温湿度防治黄瓜霜霉

病。 

上文提到黄瓜霜霉

病在 15～22 ℃、叶片上

有水膜的条件下，病菌侵

染需要 6 h。又明确 了最

适黄瓜一天中生理活动

的状况及所需要的条件，

即

上

午

以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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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用为主，需要较高的

气温 （25～30 ℃）和较

强的阳光；下午以营养转

运为主，需要中等的温度

（16～24 ℃）；晚上以

呼吸消耗为主，需要较低

的温度（10～12 ℃），

夜间温度过高会增加营

养的消耗。在满足黄瓜生

理活 动需要的状况下，

避开病菌所需要的条件，

即可抑制霜霉病的发生。 

根据这一原理，管理黄瓜

的时候采用以下几 项措

施就可以控制病害的发

生：上午闭棚升温， 让

棚温迅速由 12 ℃提升到

30～35 ℃。在这一阶段，

虽然会出现适合发病的

条件，但时间很短， 不

会引起病害的发生。在下

午逐渐放风，降低棚温，

使日落时棚温不低于

24 ℃。这段时间温度合 

适发病，但相对湿度较低，

一般也不会造成病害的

发生。日落后，根据预报

的夜间最低温度，适当地

放风排湿后 （具体放风的时间表 

2），再关闭放风口，使整

个夜间温湿度维持在较

低的水平上，这样结露的

时间明显缩短，也不适合

霜霉 病的发生，这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霜

霉病的作用。 

 

 

(5)加强水肥管理  

施用二氧化碳不能

代替氮、磷、钾的作用。 

平时该怎么施肥，就怎么

施肥。实际上由于糖分的

增加，多追一些复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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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于增产。黄瓜生育

期长，需肥量大，在整地

时要施足底肥，结瓜期要

随水追施适量速效性肥

料。浇水最好在晴天早晨

进行，忌阴雨天浇水。结

瓜期土壤含水量以 20%～

25%为宜。浇水后连 续数

日相对湿度饱和是发病

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在晴

天上午浇水，在浇水后必

须马上闭棚，使棚温升到

33～35 ℃，并持续 1 h，

然后放风排 湿，3～4 h

后若棚温低于 25 ℃，可

再 闭 棚 升 温至  33 ～

35 ℃，持续 1 h 再放风，

这样棚内湿度大大降低，

当天夜间叶面结露及水

膜面积减少 2/3，可 大大

减少病害。 此外栽培防

治还包括：选用透光率高、

无滴 效果好的塑料膜，

定植时合理密植，结瓜后

及时打去底部老叶，增加

田间通透性等。 

 

(6)药剂防治  

由于瓜类霜霉病发

生的很快，应采用预防为

主的方法进行防治。一般

到发病的季节，发病前应

当用药预防，即使用 45%

百菌清烟剂（667 m2 用

250 g）熏烟 或 5%霜脲

氰·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喷粉（667 m2 用 1 000～

1 200 g）。每隔 10～15 d

施用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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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结论 

防治黄瓜霜霉病建议在发病前期或初期开始用药。

化学药剂应在推荐用药量下使用，才能保证对黄瓜植

株安全，不产生药害。喷雾器的雾化质量、流量、雾

滴大小及分布均匀性决定农药利用率。 

施药时应尽可能使用雾化效果较好的喷雾器。此

外，环境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降水、气流、光照、

水质以及田间植物群体分布等都对化学试剂的药效有

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应根据不同药剂的作用特性、

不同的环境条件采用不同的施药技术，提高施用效果。

在选择喷施以上药剂时要轮换或交替使用以及合理复

配使用，以防黄瓜霜霉病菌产生抗药性，提高农药速

效性或持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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