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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克苏地区，棉花黄萎病是危害棉花生产的一个主要病
害，该病会对棉花的产量及品质造成较大的影响，一般可减产
10% ～ 30%，若地块发病严重减产可能超过 80%，甚至导致绝
收，因而需对该病防治工作加强重视。

一、棉花展示田黄萎病调查基本情况
因疫情影响，调查时间从 8 月 28 日开始至 9 月 16 日结束，

调查时间偏晚，加之部分棉田早衰，影响了棉花黄萎病发病株率
调查的准确性。结合我们在各县市调查的棉花长势、整齐度、结
铃性较好的 18 个陆地棉品种和 5 个长绒棉品种，对其发病株率进
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陆地棉黄萎病发生基本情况
新陆中 68 提高系，大田展示 1 块条田，未发现病株；新

陆中 80 提高系，大田展示 1 块条田，未发现病株；酒棉 18，
大田展示 5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0.25%，发病株率在
0% ～ 6%之间；新陆中 66，大田展示 4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
病株率 0.4%，发病株率在 0% ～ 1%之间；新陆中 82，大田展示
1 块条田，黄萎病发病株率 0.4% ；新陆中 80，大田展示 7 块条
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0.94%，发病株率在 0% ～ 5.4%之间；
新陆中 78，大田展示 2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1.4%，发
病株率在 0.4% ～ 2.4%之间；新陆中 70，大田展示 6 块条田，
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1.87%，发病株率在 0% ～ 4.2%之间。新
陆中 40，大田展示 8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2.05%，发
病株率在 0% ～ 8.8%之间；新陆中 68，大田展示 10 块条田，
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3.26%，发病株率在 0% ～ 24%之间；新
陆中 87，大田展示 6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3.3%，发病
株率在 0% ～ 12.2%之间；中棉所 88，大田展示 6 块条田，黄
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3.65%，发病株率在 0% ～ 10.5%之间；新陆
中 84，大田展示 9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3.72%，发病
株率在 0% ～ 32.5%之间；天云 0769，大田展示 4 块条田，黄萎
病平均发病株率 4.55%，发病株率在 0% ～ 17.8%之间；新陆中
62，大田展示 10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4.87%，发病株率
在 0% ～ 21.3%之间；新陆中 75，大田展示 11 块条田，黄萎病
平均发病株率 6.1%，发病株率在 0% ～ 57.5%之间；J206 ～ 5，
大田展示 12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6.19%，发病株率在
0% ～ 42%之间；塔河 2 号，大田展示 6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
病株率 6.28%，发病株率在 0% ～ 33.5%之间。

调查结果显示：新陆中 68 提高系，新陆中 80 提高系，酒棉
18，新陆中 66，新陆中 82，新陆中 80，新陆中 78，新陆中 70，
新陆中 40，9 个品种平均发病株率在 0% ～ 2.05%之间，发生程
度属轻（1 级）发生；新陆中 68，新陆中 87，中棉所 88，新陆中
84，天云 0769，新陆中 62，新陆中 75，J206 ～ 5，塔河 2 号，9
个品种平均发病株率在 3.26% ～ 6.28%之间，发生程度属偏轻（2
级）发生。

（二）长绒棉
新海 45，大田展示 1 块条田，未发现病株；鲁泰 700 Ｑ，

大田展示 2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3.15%，发病株率在
2.5% ～ 3.8%之间；MCR3915，大田展示 4 块条田，黄萎病平均发
病株率 4.33%，发病株率在 0.2% ～ 11.5%之间；新 78，大田展示
1 块条田，黄萎病发病株率 5.2% ；新海 62，大田展示 4 块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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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萎病平均发病株率 5.43%，发病株率在 0% ～ 13.5%之间。
调查结果显示：新海 45 发生程度轻（1 级）发生，鲁泰

700 Ｑ、MCR3915、 新 78、 新 海 62，4 个 品 种 平 均 发 病 株 率
3.15 ～ 5.43，发生程度属偏轻（2 级）发生。

二、棉花黄萎病发生特点
棉花黄萎病为阿克苏地区棉花主要病害之一，随着连作年

限增长，发生及危害程度日趋严重。带菌种子、病残体及带菌土
壤、肥料等都是来年侵染的菌源。病菌在土壤中可存活多年，因
此，老棉区一般发病较重。适宜发病温度为 25℃～ 28℃，高于
30℃，低于 22℃发病缓慢，高于 35℃出现隐症。在田间温度适
宜、雨水多且均匀，相对湿度 80%以上，发病重，连作棉田，施
用未腐熟的带菌有机肥及缺少磷、钾肥的棉田易发病，大水漫灌
常造成病区扩大。

三、建议
（一）选抗病品种
这是防治黄萎病、提高棉花产量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
（二）轮作倒茬
在棉田种植 3 ～ 5 年的田块或病株较多的田块采取轮作方

式。以多年种植禾本科作物的田块轮换倒茬。
（三）加强棉田管理
清洁棉田，减少土壤菌源，及时清沟排水，降低棉田湿度，

使其不利于病菌滋生和侵染。平衡施肥，氮、磷、钾合理配比使
用，切忌过量使用氮肥，重施有机肥，侧重施氮、钾肥，以利棉
株健壮生长，增强自身的抗逆能力。整个生长期喷施黄腐酸钾
3 ～ 4 次可减少黄萎病的发病概率。

（四）药剂处理
棉花种植前土壤消毒：用五氯硝基苯、清壤或立本净等土壤

消毒剂同肥料一同撒施深翻施入土壤。棉花苗期管理应采取“以
防为主、以治为辅”的措施，喷施 70%代森锰锌 500 ～ 600 倍
液、乙蒜素 1000 倍液或菌毒克 1000 倍液。苗期组织幼嫩，药剂
易吸收，苗期喷施药剂 2 ～ 3 次，可减少发病概率，易起到预防
为主的预期效果。花铃期。是黄萎病易大发生的时期，根据黄
萎病株显现明显这一特点，为了降低成本，可采取零星病点治疗
法。在病害发生轻的棉田，对病株及病株周边的健康棉株用乙蒜
素 1000 倍液或无氯硝基苯 1000 倍液均匀喷施，同时每株用配好
的药液 0.25～ 0.5kg药液灌根；对较重病株，重复喷灌 2～ 3 次，
病株能得到及时控制；严重者拔除棉田病株，连同枯枝落叶，
集中作燃料使用或在病田地边及时烧毁，拔除病株的同时及时灌
根，以防当年或第二年侵染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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