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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辣椒作为一种全球广泛种植的重要蔬菜和调味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餐桌,还对农业经济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在辣椒生长过程中,病虫害的威胁严重影响了其产量和品质。本文旨在探讨辣椒病虫害

的种类、发生规律以及综合防治技术的原理和方法,为辣椒种植者提供科学、实用的防治策略,促进辣椒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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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i, as an important vegetable and seasoning widely grown worldwide, not only enriches people's 

dining tables, but also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However, during the growth 

process of chili peppers, the threat of pests and diseases seriously affects their yield and qual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types, occurrence patterns, and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for chili diseases and pests, providing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for 

chili growers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i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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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病虫害不仅会导致辣椒减产,还可能使其品质下降,

从而影响农民的经济收益和市场供应。因此,开展辣椒病虫害综

合防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 辣椒常见病虫害概述 

1.1辣椒细菌性斑点病 

辣椒细菌性斑点病,又称辣椒细菌性叶斑病或辣椒疮痂病,

是一种常见且危害严重的辣椒病害。该病主要侵害辣椒的叶片、

茎和果实,严重时会导致大量落叶、落花、落果,对辣椒的产量

和品质造成重大影响。辣椒细菌性斑点病的症状在不同部位表

现各异。叶片受害时,初期会出现黄绿色水渍状小斑点,逐渐扩

展为红褐色至铁锈色的病斑,边缘隆起,中央凹陷,表面粗糙如

疮痂,严重时病斑可融合导致叶片脱落。树干和枝条的病变表现

为不规则的条形或块状的疤结,之后变硬并纵向分裂成疮皮样；

果实的病变初期是黑色的或者褐色的斑点,然后会慢慢扩大到

圆形的或是长的形状、略向外凸出来并且湿润的时候会产生一

个软化的区域因为细菌的分泌物积累在这里。 

1.2辣椒疫病 

辣椒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辣椒生产的真菌性病害,由鞭毛

菌亚门的辣椒疫霉菌引起。该病害可影响辣椒的各个生长阶段,

从幼苗期到成株期,尤其是茎基部和果实部位,发病迅速,传播

广泛,若不及时防治,可导致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幼苗的茎基

部会出现水渍状软腐的症状,病部呈现暗绿色,导致上部植物倒

伏,严重时猝倒或立枯而死亡。当叶片受到病菌感染后,会出现

暗绿色病斑,迅速软腐并脱落。茎部染病后会产生暗绿色病斑,

引发软腐或倒折,尤其在湿度较大的情况下,病部会观察到白色

的霉菌。果实染病一般从蒂部或果缝处开始,初时呈现暗绿色水

渍状病斑,很快扩展到整个果实,呈现灰绿色的软腐状态,最终

导致果实失水干缩,变为暗褐色的僵果。 

疾病可以通过在泥土与植物残余物内寄生的方式长期存留

在地下。当气候温和且潮湿时,这种病原体的卵孢子会发育成活

动细胞并在水的帮助下扩散到其他植株上并造成感染。这整个

过程可以经历多个反复发生。田间一旦出现病株,会迅速形成传

染病中心,向周围扩散。 

1.3辣椒花叶病毒病 

辣椒花叶病毒病是辣椒生产中常见的一种病害,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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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的产量和品质。该病由多种病毒引起,主要包括黄瓜花叶病

毒和烟草花叶病毒等。辣椒感染后,症状主要表现为花叶型、黄

化型、坏死型及畸形型。花叶型症状表现为叶片出现黄绿相间

的斑驳或大型黄褐色环斑；黄化型则导致叶片黄化或坏死斑；

坏死型在叶片和茎秆上出现褐色坏死斑；畸形型致使叶片皱缩

畸形。 

辣椒花叶病毒病传播迅速,发病率高,可导致减产20%至

70%。病毒主要通过蚜虫等昆虫传播,也可通过汁液接触、种子

和花粉传播。高温干旱天气不仅促进蚜虫活动,还降低辣椒抗病

性,从而加重病情。此外,农事操作中的伤口、连作、田间杂草

以及管理不当等因素,均会加重病害的发生。 

1.4辣椒红蜘蛛 

辣椒红蜘蛛的成虫体型微小,体长约为0.25-0.51毫米,雌

虫通常比雄虫大近一倍。有红色、锈红色、黄红色和黑褐色,

卵是圆球形状的,直径约为0.13毫米,刚孵化时透明无色,孵化

前变成深褐色。幼虫呈圆形,颜色透明,开始吃食后身体变绿。若

虫的形状是椭圆形的,颜色较深,侧面有块状的色素。受害叶片

初期会出现白色小斑点,逐渐褪变为黄白色,严重时变为锈褐色,

最终导致叶片干枯脱落。果实受害后,果皮会变粗,出现针孔状

褐色斑点,严重影响果实品质和产量。若不及时防治,可导致植

株早衰甚至枯死。 

2 辣椒病虫害发生的生态因素 

首先,气候条件是影响辣椒病虫害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高

温和高湿的气候环境有利于多种病原菌和害虫的繁殖和传

播。例如,灰霉病和疫病等真菌性病害在低温高湿条件下容易

流行,而病毒病则常在高温干燥的气候下肆虐。此外,降雨过多

或灌溉不当会导致田间积水,增加土壤湿度,为病原菌的传播创

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土壤环境也是病虫害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辣椒的连

作和重茬种植会导致土壤中病原菌的积累,加重土传病害如青

枯病、枯萎病和根结线虫病的发生。土壤的酸碱度、肥力和透

气性也会影响辣椒的生长状况和抗病能力。例如,土壤偏酸或偏

碱会降低辣椒的抗病性,使其更易受到病害侵袭。 

第三,栽培管理措施对病虫害的发生也有显著影响。不合理

的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会降低辣椒植株的抗逆性,增加病虫害

的发生风险。例如,过量施用氮肥会导致植株徒长,组织柔嫩,

易受病虫害侵袭。此外,田间杂草丛生、病残体清理不及时也会

为害虫提供栖息和越冬场所,增加病虫害的传播源。 

生物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害虫的天敌如蜘蛛、瓢虫

等对控制害虫种群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天敌数量不足,害虫种群

就会迅速增长,导致病虫害大面积发生。此外,病原菌和害虫的

传播途径也与其生物特性密切相关。例如,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

等昆虫媒介传播,而细菌性病害则常通过雨水、灌溉水或农事操

作传播。 

最后,地理环境也对辣椒病虫害的发生有一定影响。不同地

区的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差异较大,导致病虫害的种类和发生

规律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温暖湿润的地区,真菌性病害和细菌

性病害较为常见,而在干旱地区,病毒病和蚜虫等害虫危害较为

严重。辣椒病虫害的发生是多种生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

了有效控制病虫害,必须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包括改善栽培管

理、优化土壤环境、利用生物防治和合理选择抗病品种等,以降

低病虫害的发生风险,保障辣椒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3 辣椒病虫害防控技术中的诊断与监测 

3.1传统与现代诊断方法的对比分析 

传统诊断方法主要依赖于经验和直观观察。农民通常通过

目视检查植株的叶片、茎干和果实,识别病虫害的症状,如病斑、

虫害痕迹等。这种方法简单直接,不需要复杂的设备,适用于小

规模种植和资源有限的环境。例如,辣椒疫病的叶片病斑呈暗绿

色水渍状,果实病斑则呈现水浸状斑点,经验丰富的种植者可以

迅速做出判断。此外,传统方法还包括田间调查和简单的实验,

如种子萌发试验和土壤检测。然而,传统方法存在主观性强、准

确性依赖于个人经验、难以早期发现病虫害等不足。 

现代诊断方法则借助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分子生物学

技术、光谱分析、遥感技术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如PCR(聚合酶

链式反应)和ELISA(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可以精确检测病原体的

DNA或蛋白质,实现病虫害的早期诊断和快速鉴定。光谱分析技

术通过检测植物反射的光谱特征来判断其健康状况,能够在病

虫害症状出现前识别植物的状态。遥感技术则通过卫星或无人

机获取大面积农田的图像数据,进行病虫害的监测和预警。例如,

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可以及时发现田间病虫害的扩散趋势,

为大规模种植提供决策支持。现代诊断方法的优势在于准确性

高、灵敏度强、可早期发现病虫害,但其缺点在于设备成本高、

操作复杂、对技术人员要求高。 

3.2病原体检测方法检测病害 

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在辣椒病虫害诊断中展现出高效、灵

敏的优势。PCR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可

以通过特异性引物扩增病原体的特定基因片段,从而实现对病

原体的快速检测。如针对辣椒病毒病,可以利用PCR技术检测烟

草花叶病毒(TMV)或黄瓜花叶病毒(CMV)的特定基因序列。此外,

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能

够在短时间内对病原体进行定量分析。 

免疫学检测技术也广泛应用于辣椒病虫害诊断。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ELISA)是一种常用的免疫学检测方法,它利用抗原抗

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通过酶标记抗体与病原体抗原反应,进而

通过显色反应判断病原体的存在与否。这种方法操作简单、快

速,适用于大规模样品的检测,如对辣椒疫病病原体的检测。 

3.3使用诱捕器和生物标记技术监测害虫 

诱捕器技术是辣椒病虫害监测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其基本

原理是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等特性,通过特定的诱捕装置

来吸引并捕获害虫,从而实现对害虫种类和数量的监测。性诱自

动诱捕器利用性诱剂模拟害虫的性信息素,吸引异性害虫进入

诱捕器,实现定向诱集。这类诱捕器可以针对特定害虫种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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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如桃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等,对辣椒田中的主要害虫如

斜纹夜蛾、甜菜夜蛾等也有良好的监测效果。光诱自动诱捕器

利用害虫的趋光性,通过特定波长的光源吸引害虫,再通过高压

电网或粘板等方式将其捕获。光诱自动诱捕器适用于夜间活动

的害虫监测,能够覆盖多种害虫种类,如小菜蛾、棉铃虫等。色

板诱捕器利用害虫对特定颜色的趋性,通过不同颜色的粘板来

诱捕害虫。色板诱捕器操作简单、成本较低,适用于田间大规模

监测,常用于监测蚜虫、白粉虱等害虫。诱捕器技术的优势在于

其操作简便、无污染,能够实时监测害虫的发生动态,为病虫害

的精准防治提供科学依据。同时,通过定期更换诱芯或调整诱捕

器的设置,可以实现对不同害虫种类的持续监测。 

生物标记技术是一种新兴的病虫害监测手段,其基本原理

是利用蛋白质、DNA等特定的生物标志物来识别和监测害虫。生

物标记技术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灵敏度,能够在害虫种群数量

较低时进行检测,从而实现早期预警。通过提取害虫体内的特定

生物标志物,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鉴定,可以准确区分不同

种类的害虫,避免传统形态学鉴定的误差。通过检测田间害虫生

物标志物的含量变化,可以实时监测害虫种群的动态变化,预测

害虫的发生趋势,为病虫害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利用生物标志

物技术可以监测害虫对农药的抗药性情况,指导农民科学合理

使用农药,避免农药的过度使用和抗药性的产生。 

4 辣椒病虫害的预防与防治措施 

4.1预防措施 

选择抗病品种,对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可用55℃温水浸种30

分钟,然后冷却至30℃,再浸种8小时进行催芽播种。使用消毒剂

对土壤进行处理,如用绿亨一号和绿亨二号混合后拌土,或在酸

性土壤中施用生石灰,改变土壤酸碱度,抑制病原菌生长。与非

茄科作物实行2-3年以上轮作,可以避免病原菌在土壤中积累。同

时合理密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适时灌溉,避免大水漫灌,雨后

及时排水；增施有机肥,合理施用磷钾肥,提高植株抗病能力。 

4.2防治措施 

物理防治可以利用蚜虫、白粉虱等害虫的趋黄性,悬挂黄色

粘板进行诱杀。在育苗期和定植初期,覆盖防虫网,可以有效阻

止害虫进入田间。在夏季休闲期,密闭大棚,利用太阳能提高棚

内温度,可以杀死病原菌和害虫。 

根据不同病虫害选择合适的农药。如防治辣椒疫病,可使用

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500倍液；防治病毒病,可喷洒1000倍液香

菇多糖；防治地老虎,可用土蚕一支净1000倍液。严格按照农药

使用说明进行配比和喷洒,避免过量使用和单一农药长期连续

使用,防止产生抗药性。 

生物防治可以通过释放捕食螨、寄生蜂等天敌,控制害虫数

量。使用如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等生物农药,对病原菌进行防

治,安全环保。 

5 总结 

综上所述,辣椒的主要病害包括真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和

病毒性病害。防治这些病害需要选用抗病品种、合理轮作、及

时清除病残体,并配合使用高效低毒的化学药剂和生物制剂。例

如,辣椒红蜘蛛不仅直接危害辣椒,还可能传播病毒病。防治虫

害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通过选用抗虫品种、合

理布局种植、清除杂草、生物防治和合理使用化学农药等措施

进行综合治理。综合防治技术强调多种防治方法的结合运用。辣

椒病虫害的综合防控不仅关系到辣椒的产量和品质,还直接影

响到农民的经济收益和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未来,应继续加强病

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推动绿色防控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辣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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