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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番茄灰叶斑病是保护地番茄生产上发生较重的病害之一。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灰叶斑病病原菌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

性、病害症状、流行规律以及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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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mato grey leaf spot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diseases in tomato production in protected areas. At pres⁃
en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tudie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isease
symptoms, epidemic law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the pathogen of grey leaf spot diseas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ut forward research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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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番茄保护地栽培面积的不断扩

大，各种病害也随之发生 [1]。番茄灰叶斑病是保

护地番茄生产上发生较重的病害之一，美国、韩

国、以色列、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地均有番茄灰叶

斑病发生的报道。我国北京、河北、山西、海南、

重庆、山东、贵州、上海、浙江、辽宁等地也有该病

的发生。番茄灰叶斑病主要在进口硬果型番茄品

种和北方番茄品种上表现出高度感病 [2]，同时抗

TYLCV的番茄品种发病较重 [3-5]，红果番茄比粉果

发病重。该病蔓延迅速，影响番茄果实质量，重

病棚的产量损失可达 50%以上 [5]。

1 病原菌的形态特征及生物学特性

番茄匍柄霉叶斑病的病原菌主要有茄匍柄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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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phylium solani Weber)和番茄匍柄霉 (S.lycoper⁃
sici)两种，茄匍柄霉病原菌分生孢子梗叶两面生，圆

柱形，光滑，淡褐色，直立或弯曲，具有层出梗 1~2
个，0~3 个隔膜，大小为 (12.5~77.5)μm× (5.0~7.5)
μm。分生孢子单生，淡褐色，长方形，矩圆形，顶端

尖，基部钝圆，正直或稍弯，1~3个横隔膜，数个纵

斜隔膜，大小为(26.3~43.5)μm×(15.0~22.5)μm[6]。番

茄匍柄霉病原菌分生孢子顶端方形[7]。

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的温度为 5~36 ℃，适宜

的温度为 20~30 ℃，最适温度为 24 ℃。产生孢子

的温度为 14~32 ℃，最适温度为 20~22 ℃。孢子在

相对湿度 93％以上时萌发率为 98％~100％，在相

对湿度 82％时萌发率为 8.5％。水滴中的孢子在

适温范围内 4 h后开始萌发，8 h后萌发率达 90％
以上 [2]。茄匍柄霉病原菌对酸碱度要求较为宽泛

(pH为 4、5、7、10、11)，在查彼克、燕麦培养基上比

PDA培养基上生长快 [8]。

2 病害症状

主要危害番茄叶片，叶柄、果梗、花、茎也可染

病。茄匍柄霉引起的番茄灰叶斑为暗色圆形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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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圆形小斑点，后在叶脉之间向四周扩展呈不规

则形状，病斑四周有时现晕圈，病斑边缘褐色，中

间逐渐褪为灰白色或灰褐色，病斑略凹陷，多较

小，直径 2~4 mm，变薄，后期易破裂、穿孔或脱落。

花发病，主要在花萼和花柄上出现 2 mm左右的灰

褐色病斑。花未开之前发病引起落花，挂果后花

萼发病不引起落果，但造成果蒂干枯。茎发病多

在叶发病重的地方出现 2 mm左右灰褐色近圆形

凹陷病斑，病叶逐渐干枯 [9]。

番茄匍柄霉引起的番茄灰叶斑近圆形，但多

数是不规则形状。病斑较大，小的病斑直径也在

5 mm以上，大的长边可达 30~40 mm。病斑为深

褐色，具有同心轮纹，并能相互愈合，导致叶枯 [7]。

3 病菌流行规律

番茄灰叶斑病病菌在病残体或种子上越冬或

越夏，环境条件适宜时，菌丝体产生分生孢子，通

过雨水反溅及气流传播至寄主上，从气孔侵入，

成为另一侵染源；在病部产生新生代分生孢子，

成熟后脱落，借风雨传播进行多次再侵染，致使

田间病害不断蔓延 [2]。适宜条件下此病传播极

快，从发病到全株叶片感染只需 2~3天。

番茄灰叶斑病在温度 20~25 ℃、相对湿度

80％以上时易发病，但不一定造成流行。温、湿

度适宜而无雨时，病害只在个别地块的部分植株

下部叶片发生。连续降雨 2~3天时大部分地块整

株发病，造成灰叶斑病流行。大棚内番茄多见

中、下部少数叶片感病。可见雨水传播是造成病

害流行的重要原因 [10]。另据研究，番茄灰叶斑病

的发生及迅速蔓延对温度的要求较低，但是对相

对湿度的要求较高，只有在相对湿度适宜时才会

迅速传播蔓延 [6，8，11-12]。土壤肥力不足发病重。

4 病害防治措施

4.1 选用抗、耐病品种

据报道，对该病有抗病或耐病表现的品种有

加西亚、FA-1415(以色列品种)，Naebyongshinkyu
(韩国品种)，CODEDl-9(加拿大品种), Amelia、
FL47、FL91、Linda、HA3073、Phoenix、RPT6153、
Quincy(美国品种)，金果 258(西班牙品种)，斯洞双

田、L402（中国品种）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为培育抗病品种，开展了

相关的研究。Behare等 [13]研究表明，番茄灰叶斑

病是由不完全显性单基因 Sm控制，并将 Sm基因

定位于 11号染色体的长臂端，RFLP标记 T10和

TG110之间。Yang等 [14]研究结果与 Behare不同，

将 Sm基因定位于 11号染色体的短臂端，并获得

标记 D5,可用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苏晓梅

等 [15]对 Sm进行了精细定位，最终将其定位在番茄

11号染色体标记 InDel1343和 InDel-FT-32之间，

并获得了一个与 Sm紧密连锁的共显性标记 Sm-
InDel，准确率达到 96.5%。Cui等 [16]通过转录组测

序、qRT-PCR等推测 SlNLC1在番茄灰叶斑病抗性

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表达量与抗病性正

相关。叶青静等 [17]筛选出抗灰叶斑病的分子标记

TGS10594,并提出分子标记检测、离体叶片接种和

病原菌 PCR检测相结合可以有效鉴定具有番茄

灰叶斑抗性的育种材料，提高育种效率。

4.2 加强栽培管理

合理密植，及时整枝打杈，增强植株通风透光

能力 [18]；及时清除田间老弱病叶，在拉秧后及时将

田间病残清理并焚烧，减少初始菌源；采用地膜

覆盖、膜下滴灌、及时放风等措施降低棚室内湿

度，相对湿度控制在 60％以下，选用优质无滴膜，

防止棚膜滴水传播病害；合理轮作，在发病较重

的田块利用非寄主植物如十字花科、瓜类蔬菜轮

作 3年以上 [6]；测土配方施肥增强抗病力，进入盛

果期后，虽然对钾的需求量大增，但忽视氮肥的

施用，也会导致植株因为缺氮而营养生长不良，

使植株抗病性减弱，导致病害发生严重；在发病

敏感期叶面喷施钼肥和磷肥，5~7天喷 1次，连喷

2~3次，可有效预防番茄灰叶斑病的发生 [4]。

4.3 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喷洒 78%波•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47% 春雷 •王铜可湿性粉剂 700 倍液、

68.75%恶唑菌铜•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 1 500倍
液，也可用 10%的苯醚甲环唑微乳剂 2 000倍液+
50%硫黄悬浮剂 2 000倍液混合喷雾，连喷 2次，

可有效控制。喷药后，每 667 m2及时补施 30~40
kg硫酸钾效果更明显。

已打顶的地块番茄灰叶斑病发生后用 30%苯

醚甲•丙环 EC(爱苗)3 000倍液+50%硫黄 SC1 000
倍液混合喷雾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但苯醚甲•丙
环 EC对番茄生长有抑制作用，因而在生长旺盛的

地块尽量少用或不用 [10]。

李长松等 [5]两年田间试验结果表明，25%吡唑

醚菌酯乳油、30%醚菌•啶酰菌悬浮剂和 60%唑

醚•代森联可湿性粉剂 3种药剂分别与喹啉铜混

用对番茄灰叶斑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与 43%
戊唑醇悬浮剂防效无显著差异。Kim等 [19]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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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抑霉唑、氟硅唑、多抗霉素 B和嘧菌腙能够很好

地控制番茄灰叶斑病。韩长志等 [8]研究表明杜邦

福星对茄匍柄霉和番茄匍柄霉有良好的防治效

果。抑菌率分别为 66.67％、56.36％。李戌清等 [20]

报道 14种杀菌剂对菌丝生长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其中 500 g/L氟啶胺 SC和 50%咯菌腈WP 效果最

好。12.5%四氟嘧唑 EW、70%乙铝•锰锌WP、75%
戊唑•嘧菌酯WDG、30%多•福WP和 75%肟菌•戊
唑醇WDG 对病菌孢子萌发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其

中四氟醚唑抑菌效果最好。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4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300倍液和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

粉剂600倍液在20 ℃、25 ℃抑菌率达100%[21]。

4.4 生物防治

国淑梅等对 6种生防菌对番茄灰叶斑病原菌

的抑制效果进行研究，匍枝根霉抑制率最高，为

87.68%；黑根霉和拟康氏木霉抑制率分别为

82.31%和 81.41%[21]。

5 展 望

培育抗病品种是防御病害最有效的方法 ,利
用抗性材料通过常规育种的方法培育持久抗病的

品种是育种工作中的难题 [22-23]。近年来国内外学

者对番茄灰叶斑病进行了一些研究，期待能利用

分子手段结合常规育种培育出更多抗灰叶斑病的

优良番茄品种。

化学药剂长期、反复施用会降低药效，增加生

产成本且药剂残留会污染环境，影响人类健康。

生防微生物的应用是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的重要

手段，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有力保证。通过自然菌株的选育，开发微生物农

药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 [24-25]。目前，番茄灰叶斑病生物防

治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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