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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哈密市是我国优质棉生产基地,近年来棉花单产、品质等得到大幅度提高,但随着种植面积

的逐年增加,各种病虫害也随之加重,如棉蚜、棉叶螨、烟粉虱、苗期病害、枯黄萎病等,这些病虫害是

导致棉花减产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到当地农民的经济状况。本文就哈密市新疆棉花的枯黄萎病防治的

相关内容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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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Prevention and Treatmentof Cottonblight and verticillium wiltin Xinjiang 
Lijun Zhao 

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in Shannan Development Zone, Balikun County, Hami 

City, Xinjiang 

[Abstract] Hami City, Xinjiang is a high-quality cotton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 

yield and quality of cotton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area year by year, 

various diseases and pests have also increased, such as cotton aphid, cotton leaf mite, Bemisia tabaci, seedling 

diseases, Fusarium wilt, etc. these diseases and pests a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the reduction of cotton 

production, I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local farmers. In this paper, the control of Cotton 

Fusarium Wilt in Hami, Xinjiang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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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枯萎病和黄萎病是具有毁灭性

的两种病害,人们称之为“棉花癌症”。根

据2020年秋季棉花病虫越冬基数、气象

条件、种植结构调整及作物布局等因素

综合分析,预计新疆今年枯黄萎病偏轻

发生,其中枯萎病发生面积为5.53万公

顷次,黄萎病发生面积为9.87万公顷次,

在阿克苏地区、博州、哈密市局部棉田

中等发生。但是对枯黄萎病的防治仍不

能掉以轻心。 

1 枯萎病和黄萎病的发病条件

分析 

棉花的枯萎病和黄萎病都是其种子

带来的病菌,在种子的调运过程中,可以

远距离进行传播,所以,枯萎病和黄萎病

扩大的 主要因素就是人为进行调种和

运种这一过程。带菌的种子就是所有危

害的源头,播种带菌种子,虽然并没有很

高的发病率,但在种子引进后,会跟随一

些落叶进入土壤中,该病菌会在一定温

度下存活,等到秋季来临,降雨量较多时,

就是黄萎病以及枯萎病的高发时期,发

病的严重程度,会和雨水的多与少有很

大联系。当到了六月和七月时,雨水比较

多,并且分布比较均 ,枯萎病的危害就

会比较严重,而到了七月和八月时,雨水

相对来说也很多,黄萎病的危害就会严

重。所以,雨水是棉花枯萎病和黄萎病的

重要发病条件。 

2 新疆棉花枯、黄萎病病害症状 

2.1枯萎病 

在棉花苗期和成株期均可发生,其

苗期症状有5种：(1)黄色网纹型：叶脉

褪绿,呈黄白色,叶肉为绿色,叶片呈黄

白色网纹,逐渐凋萎、干枯、脱落, 终

造成植株死亡。(2)黄化型：叶片多从叶

缘开始变黄,无黄白色网纹,叶片脱落。

(3)紫红型：叶片变紫红色,叶片多呈现

深紫红色,逐渐枯萎、脱落、植株死亡。

(4)青枯型：叶片失水,叶色稍呈深绿色,

变软下垂,青枯干死,但不脱落。(5)皱缩

型：发生于5~7片真叶期,顶部叶片呈深

绿色,皱缩成畸形变厚,节间缩短变矮,

但不枯死。枯萎病成株期常见症状有：

(1)矮缩型：株型矮小,主茎、果枝、节

间缩短,叶片深绿增厚且皱缩不平,叶缘

下卷。(2)网纹黄化型：中、下部叶片叶

脉变黄,呈网纹状,叶片局部或整叶变

黄。(3)急性凋萎型：植株突然失水,萎

蔫、青枯下垂,叶、蕾、花大量脱落,主

茎顶部和果枝焦枯,病杆内部为深褐色

条纹。多出现在雨后骤停天气。发病棉

株的根部、茎部、叶柄导管部分均可发

现变为黑褐色或黑色,茎秆短缩、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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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棉花黄萎病 

常见症状有4种：(1)黄斑病：下部

叶片先发病,初期叶缘上卷,叶脉间产生

淡黄色不规则形病斑,叶脉附近保持绿

色,病斑由黄色至褐色,呈掌状花斑,似

西瓜皮状,叶片不脱落,早起不枯死。(2)

叶枯型：叶片出现局部枯斑或掌状枯斑,

枯死后即脱落,不形成光杆。(3)萎蔫型：

雨后急性黄萎,主脉间产生水浸性淡绿

色斑块,叶片萎蔫下垂。(4)落叶型：上

部叶片先发病,叶片萎垂,迅速脱落,植

株枯死前即成光秆。病株一般不矮缩,

早期发病可造成植株矮小、出现死苗。

剖视根、茎、叶柄,可见维管束出现褐色

病变。 

3 新疆棉花枯黄萎病防治分析 

对于新栽的棉花区域以及无病的

棉花区域,我们要加以重视,保护好健

康棉苗不被病菌感染,对于一些零星病

株,我们应做到彻底铲除,防止病菌进

一步扩散。平时应多去关注,应多加留

意一些刚开始发病的病株,以免影响其

它健康株,还有一些病害严重的区域,

我们要进行科学的管理,依靠群众的力

量,进一步调查分析,可以对带病土壤

进行消毒,或者换掉带病土壤,改善土

壤的环境,主要去栽培抗病品种,抗病

品种能够大大降低发病率,保证棉苗的

健康生长。而对于一些病害比较轻微的

地区,我们要多去调查,对生病的土壤

进行消毒,对有病棉株实行防治措施,

无病棉株加以保护。当发生枯萎病和黄

萎病时,一般都是由于种子的抗病能力

弱导致的,所以,选种就要选种抗病品

种,如果田间种上一部分抗病品种,另

一部分种普通品种,就会形成鲜明的对

比,我们不难发现染病的都是普通品

种。抗病品种可能购买的经费要比普通

品种多,但是后期没有病灾害的发生,

可以提高棉花的产量,从长远角度看,抗

病品种才是 有经济效益的。 

在防治过程中,农业防治法,是每

年都要把发病的棉株清除,再去换掉病

土,实现田中无患病种子,无带菌土壤,

对于棉花产量的提升效果显著。其田间

管理一定要加强,实行大面积轮作, 主

要必须做到如下几点：一要及时清理棉

田,将区域内的杂草以及棉花的残枝败

叶集中焚烧,可有效降低棉田病害发生

几率,一般在冬闲期进行；二秋耕深翻,

将地表的病菌以及病残体深埋地下进行

微生物分解,缓减病害程度,并增加土壤

肥力；三加强中耕,提高土壤通透性；四

科学施肥,增施有机肥,实行氮磷钾配方

施肥,增强棉花抗病能力；五是合理密植,

并及时整枝、化控,提高棉株抗逆性；六

是拔除病株清除病残对病株残体,带到

田外烧掉,不要作积肥材料。 

对于已经出现的枯黄萎病,我们应

该小心谨慎对待,其治疗方法分析如下：

(1)药物防治。目前没有防治枯黄萎病的

特效药剂,但生产实践中一些药剂于发

病初期使用,有一定效果。用菌根消、枯

萎病绝、40%多菌灵溉根,根据药剂使用

说明书加水稀释,隔3-5天后再喷1次。(2)

针刺疗法。一用锥子从病株子叶以下的

主茎中心穿过,并上下晃动成1厘米左右

的缝,再用绑在一截木棍上的棉球蘸上

上述药液涂在伤口处。二用锥子从子叶

以下的主茎中心穿过,上下晃动成3厘米

左右的缝,用3-5厘米长,直径0.5厘米左

右的小木棍从伤口横穿。注意中耕时不

要让土埋没裂缝。(3)物理疗法。 好与

禾本科作物轮作,提倡与小麦玉米与棉

花轮作,同一地块重茬不超过3年防病效

果明显。(4)平衡施肥及时松土增。氮肥

有抑制黄萎病菌生长的作用,钾肥有助

于减轻病害,磷肥的作用取决于氮和钾

的水平。施含腐植酸、氨基酸的生物有

机肥,这一方法已在我地多次试验,效果

很好；降雨后及地松土,提高土壤透气

性。(5)药剂防治。根据查阅文献资料,

某地区依据杀菌、调节、营养“三合一”

的思路,总结出几条农药配方：①36%棉

枯净15克+E导素40克+黄腐酸盐50克。②

80%乙蒜素16克+50%多菌灵30克+萘乙酸

1克+多得50克。③14%死富康30克+80%

乙蒜素8克+E导素40克+35%富钾型靓丰

素25克。但是在使用以上几项农药配方

时需注意几点：(1)根据天气预报在每次

下雨前或浇水前应及时预防性用药,并

在雨后或浇水后再喷药1-2次,以控制病

菌的蔓延。(2)喷药的同时对重病株及其

周围的棉株进行灌根,效果要明显优于

单纯喷雾。(3)以上配方注意交替使用,

单方连续应用以不超过2次为宜。 

4 结语 

新疆棉花枯黄萎病的防治应本着优

化、简化的原则,以预防为主,充分发挥

棉田生态调控和棉花自身补偿作用,选

择适合当地生产的抗(耐)病品种,并合

理布局,注重合理用药、隐蔽用药、精准

用药,降低化学农药用量,增强棉田的可

持续和安全控害减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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