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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贝母为常用中药材。病害是影响贝母类药用植物生长的主要因素。本文从贝母菌核病、根腐病、灰霉病及锈病

这四种常见病害的病原、为害症状、发病规律及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贝母的田间管理及进一步研究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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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Researches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eases of Medical Fritillaria
NING Rongbin, SUN Haifeng*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Fritillaria is a comm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isease is the main factor which affecting the
growth of medicinal plants of Fritillaria. The pathogenesis, damage symptoms, occurrence regularity and control mea⁃
sures of four common diseases were reviewed in the paper, such as the sclerotium, root rot, gray mold and rust of
Fritillaria. This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ield management and further research of Fritill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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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为百合科 (Liliaceae)贝母属（Fritillaria）多
年生草本植物的干燥鳞茎，始载于《神农本草

经》，又名空草。贝母，味苦、甘，性微寒，归肺、心

经，具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散结消痛的功效，

为临床止咳祛痰的常用药之一。2015年版《中国

药典》收录了川贝母、浙贝母、平贝母、伊贝母及

湖北贝母共 5种。然而，病害已经成为导致贝母

类中药材产量下降甚至绝产的主要因素 [1]。其中

大部分常见病害都是由病原菌引起的，如菌核

病、根腐病、灰霉病和锈病 [2]，现从其病原、为害症

状、发病规律及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为贝

母药材的生产提供技术指导，以提高贝母类药材

的产量和质量。

1 病害及防治方法

1.1 菌核病

1.1.1 病原及发病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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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核病又名黑腐病，病原为座盘菌 [Stromatin⁃
ia rupurum（Bull.）Boud][3]，属子囊菌亚门，座盘菌

属。其菌核或菌丝在土壤病残体或病鳞茎上存

活 ,成为初次侵染。患病植株叶失水萎蔫、卷曲，

鳞茎内部组织瓦解，外部干腐，形成“黑球”，并产

生大量小米粒状黑色菌核。种植密度过大、低温

高湿、低洼积水及重茬是该病发生和传播的主要

因素 [4]，其中生长在东北地区的平贝母、新疆伊犁

地区的伊贝母及湖北地区的湖北贝母，均多在每

年的 4月至 5月份发病，并于 7月初开始进入高发

期 [5]。

1.1.2 防治方法

1.1.2.1 农业防治

针对菌核病主要在土壤中发生及传播的特

点，可采用以下措施：①选择向阳干燥、排水良好

的地块，做成高畦地后种植，且使用腐熟的粪肥。

②及时挖除病株，将石灰撒在周围，换无病新土

后补栽。③划定病区，加强管理，降低其向未发

病区的传播概率。④采取轮作的耕种方式，减少

病原菌的积累 [6]。

1.1.2.2 化学防治

由士江、宋小双等 [7-8]通过室内抑菌试验分别

证实多菌灵和恶霉灵对病原菌菌丝生长的抑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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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好。魏云洁 [9]通过田间实验得出，防治平贝

母菌核病最理想的药剂为 50％速克灵，其次为

40％菌核净，防效分别达到了 87％和 82％。日孜

旺古丽·苏皮等 [4]指出用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浇

灌病区，对菌核病发病前期防治效果较好。

1.1.2.3 生物防治

宋小双等 [10]通过平板对峙试验观察到绿木

霉 T43和绿木霉发酵提取物对平贝黑腐病病菌

有较好的拮抗作用，抑制率均达到了 60％。同

时，田间实验表明木霉菌和土壤改良剂重茬净

（主要成分为生防细菌、放线菌）的组合可有效控

制黑腐病的发生，其相对防治效果达到 69.94％。

为生物菌剂在防治贝母菌核病中的应用奠定了基

础。

1.2 根腐病

1.2.1 病原及发病规律

根腐病由病原菌茄镰刀菌蓝色变种（Fusari⁃
um solani var. coeruleum）[1]所致。是一种土传性病

害，主要通过土壤内水分、地下昆虫和线虫传播。

发病植株鳞茎发生不同程度腐烂，叶片因水分和

营养的供给不足而发黄、枯萎。低温高湿，低洼

积水，且地表温度较高地区发病率较高。如新疆

伊犁地区的伊贝母多在 3月下旬至 4月上旬发

病，5月进入发病盛期。

1.2.2 防治方法

1.2.2.1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法是降低病害发生率的基础，通常

可采用以下方法：①日光照射消毒。将翻平整好

的土地用透明的吸热薄膜覆盖，利用阳光的高温

辐射，能有效杀灭寄生在土壤中的病菌孢子、菌

丝及其他土传病害的病菌、害虫及其卵。②干柴

草烧烤消毒。在土地翻耕前，将干柴草或枯枝落

叶平铺在土壤表面点燃焚烧，既可消灭着生表土

层的病菌、害虫和虫卵，又可为土壤增补钾肥 [11]。

③选用无病鳞茎作种、建立无病留种田、实行三

年以上轮作等 [12]。

1.2.2.2 化学防治

日孜旺古丽·苏皮等 [13]提出在根腐病发病初

期及时用 45％代森铵 500倍液，以每株 10 g量对

病株及周围未出现症状的植株进行灌根 ,可达到

良好的防治效果；也可选用 50％甲基托布津或

50％多菌灵 800～1 000倍液浸种 30 min[12]。
1.2.2.3 生物防治

武志江等 [14]在进行百合根腐病拮抗细菌筛选

时发现解淀粉芽孢杆菌（Bacillus amyloliquefa⁃
ciens）对茄镰刀菌的抑菌活性较强。韩玲等 [15]通

过实验得出，枯草芽孢杆菌对百合根腐病有一定

的防治效果，对病害抑制率达到 65％。此外，

Consolo V F[16]还证实哈茨木霉分离株 FCCT9对茄

镰刀菌（Fusarium solani）的抑制率达到 57％。这

类病害与贝母根腐病有相同的病原，为贝母根腐

病的生物防治提供参考。

1.3 灰霉病

1.3.1 病原及发病规律

灰霉病俗称“早枯”，病原菌为椭圆葡萄孢菌

[Botrytis elliptica（Berk.）Cke][17]。病菌以菌核随病

残体或在土壤中越冬，翌年开春萌发，产生分生

孢子侵染贝母，直至收获。患病植株叶尖或叶边

缘出现水渍状病斑，严重时灰色霉层布满叶片、

花器和茎 ,植株整棵死亡。种植密度过大、连年重

茬累积菌原、高湿、高温是其发病的主要原因。

例如，生长在湖北西部地区的湖北贝母受当地气

候的影响，一般在 5月上旬发病株率可达 100％ [5]。

此外，韩继堂等 [18]提出偏施氮肥也会加速灰霉病

的蔓延。

1.3.2 防治方法

1.3.2.1 农业防治

可采取以下常用方法：①适当采取深耕、轮作

的方式并建立无病种子田。②在炎热夏季地面覆

盖地膜，利用太阳能进行杀菌。③施用腐熟肥，

合理施氮、磷、钾肥，增强贝母的抗病力 [5]。④隔

离病区，并及时清除病株后深翻土壤等。

1.3.2.2 化学防治

韩继堂等[18]研究发现，多·菌核可湿性粉剂的防

治效果最好，其次是嘧霉胺。防效可达 70％～

90％；陆中华等[19]通过实验得出，80％嘧霉胺 2 000
倍液和 50％腐霉利 800倍液对浙贝母灰霉病的防

效均达到了 80％以上。吕先真等 [20]通过田间试验

筛选出 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60％多·福·

霉威可湿性粉剂对浙贝母灰霉病的防治效果最

优，可以在灰霉病防治中大力推广。

1.3.2.3 生物防治

Tzeng Y M[21]发现解淀粉芽孢杆菌 B128产生的

孢子对椭圆葡萄孢菌 [Botrytis elliptica（Berk.）Cke]
具有明显的拮抗作用。同时，刘树芳等 [22]发现放

线菌的次生代谢产物对引起百合灰霉病的椭圆葡

萄孢菌也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为贝母类药材灰

霉病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1.4 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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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病原及发病规律

锈病又称“黄疸”病，病原菌为百合单孢锈菌

[Uromyces lilli（LinK）FucK][23]。病原菌主要以冬孢

子在病株残体上越冬，成为第二年的侵染来源 [24]。

受害叶、茎上产生许多冬孢子堆，并在成熟破裂

后散出大量冬孢子，严重时可导致植株叶片和茎

枯死。低温高湿、种植密度大、田间通透性低和

连续阴雨都是其发病的重要原因 [23]。据调查，吉

林地区的平贝母在每年 5月上旬气温达到 15℃～

18℃时，锈病即陆续发生，并于 5月末至 6月初进

入盛期 [9]。

1.4.2 防治方法

1.4.2.1 农业防治

针对其发病规律，可采取以下措施对贝母锈

病进行防治：①选择土层深厚、透气性强的沙壤

土地作为留种田，并做到合理密植。②注意排

水，防止田间积水现象发生。③增施有机肥，适

当增施磷、钾肥以增强贝母对锈病的抵抗力。④
及时清除病株，控制该病蔓延 [5]。

1.4.2.2 化学防治

魏云洁等 [25]通过试验证明：苯醚甲环唑、阿米

西达、氟硅唑 3种药剂对平贝母锈病均表现出很

好 的 防 治 效 果 ，防 治 效 果 分 别 达 95.85％ 、

95.67％、94.46％。向东山 [5]总结出在贝母展叶后

喷洒粉锈宁 100倍液，防治效果达 95％以上。此

外，甲基托布津 800倍液，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 600倍液等杀菌剂也可收到理想效果。

1.4.2.3 生物防治

目前，国内外对百合单孢锈菌所致的锈病的

研究甚少，尚未得到有针对性的生防菌种（制

剂）。

2 总结与展望

本文阐述了贝母类药用植物常见病害菌核

病、灰霉病、锈病和根腐病的病原、为害症状及发

病规律，总结出常用的农业和化学防治方法，并

对生物防治法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展望，为贝

母病害的防治及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新的思

路。

随着中药走向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无公

害种植已是大势所趋。利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

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学现象来防治病

害的方法正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其安

全、高效、无残留毒性的特点也正被熟知。相信

生物防治技术将会成为贝母类药用植物无公害种

植的关键，为贝母类中药材的规范化生产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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