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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围促生细菌对大棚辣椒连作障碍的防治效果

杨英华

(河北工程大学科研处，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在总结国内外有关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研究的基础上，将5种生防细茵茵株复配，制成

嗍复合茵剂，应用于连作6年的大棚辣椒生产中。结果表明，嗍复合茵剂可明显改善辣
椒生长性状，减轻辣椒青枯病发病率，提高产量，降低土壤EC值，减轻土壤盐渍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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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revention effect of PGPR in the greenhouse pepper obstacles

YANG Ying-hua

(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Hebei Unlvemlty of EIlgi∞eli嵋，地Ⅱ妇056038，China)
Abstrad：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soil—home diseases at home and abroad，t'GPR comtxamd agents

were applied in乎筏mho啪pepper with 6一year produc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PGPR compound agents

咖significantly in．rove the gowth tmits of pepper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bacterial wilt．it锄in-
crea．．ao production and reduce the value of soil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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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河北省蔬菜设施

栽培的面积不断增长，蔬菜生产呈现规模化、专业

化和工厂化。但设施栽培条件下，由于种植位置

相对固定、水肥用量较大、种植品种相对单一，导

致土壤中病原菌和植物自身排泄的有害物质大量

积累，土壤连作障碍严重，病害加剧。尤其是周年

多茬栽种，过高的土壤产出率，农民盲目的加大肥

料投入，加剧了营养失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土壤

恶化、生理病害、连作障碍，产量和品质下降等问

题[1．2】。国外对温室蔬菜连作障碍的研究主要是

发病机理、根围微生物区系的动态变化和根围促

生细菌的筛选【3’4J。PGPR是根际微生物促生菌的

简称，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生物防治技术，不仅能防

治土传病害，还可以刺激植物生长，在克服农业连

作障碍、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5J。本研究应用微生态理论，使生物防治从单

纯依靠拮抗微生物控制病害发展到借助多种因素

创造有利寄主、不利病原菌的生物环境来防治辣

椒连作障碍，取得了一定效果。

1试验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基本情况

本试验设在河北省永年县南沿村，试验地块

已连续种植大棚辣椒6年。试验前经多点采样测

得20cm土层深度土壤的基础含量为有机质

0．86％，含氮0．12％，速效磷58．7ms／ks，速效钾

83．2ms／ks，碱解氮56mg／kg。pH值8．3，土壤电导

率(EC值)561pS／em。

1．2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为1010 cfu／ml PGPR活菌复合制剂

(南京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植病系细菌实验室提

供)；供试辣椒品种为当地主栽品种中椒4号(中

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育成)。

1．3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设4个处理：PGPR复合菌剂设3个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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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处理Tl(每666．7矗施PGPR复合菌剂

400m0、处理他(每666．7 m2施PGPR复合菌剂

200n[11)、处理，13(每666．7 m2施PGPR复合菌剂

100IIll)，处理CK(不施PGPR复合菌剂)。采用随

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每个处理为一个小区。小区

面积为10m2。

辣椒移栽前，在温室内将地整好施l 500 ks／

h矗复合肥作底肥，以7 500 kg／hm2棉饼作为PG．

PR复合菌剂载体，取PGPR复合菌剂用适量水稀

释，用喷雾器喷施于棉饼上，拌匀后按施入量施于

每小区，用耙耙平。药剂喷施完毕后，覆上一层地

膜，5d后在地膜上打孔，将健壮无病的辣椒苗移栽

其中。

1．4调查测试项目

盛果期调查辣椒植株的主要性状；生育期常

规调查病虫害发生情况；在栽植前、盛果期分别采

土测定土壤含盐量(电导率)，最后测定辣椒产量。

以产生有益植物生长的代谢产物，具有防病促生

的功能。不同浓度的PGPR复合菌剂对辣椒青枯

病病害的影响见表2。

表2复合菌剂对辣椒青枯病病害的影响

T曲．2 E晚d ot mixture PG腿∞disease
of pepper bacterial wilt

从表2看出，3个喷施PGPR复合菌剂的处理

辣椒青枯病发生程度明显减轻，与对照相比，发病

率明显降低，其中每666．7 m2施PGPR复合菌剂

400nil和200ml与不喷施PGPR复合菌剂相比病株

减少了50％以上。由此可见，喷施PGPR复合菌

剂量越大，辣椒病害发病率越低。

2试验结果与分析 2．3对辣椒盛果期土壤EC值的影响

2．1对辣椒连作苗期生长状况的影响

辣椒植株性状的表现决定辣椒的产量与品

质，PGPR复合菌剂对辣椒的植株性状有一定的影

响，其结果见表l。
表1复合菌剂对辣椒植株性状的影响

Tj出．1 Effect of nti瑚ture PC．PR on pUllt

characters In pepper

由表l可知，喷施PGPR复合菌剂，辣椒的

株高、植株的开展度、单果重明显提高。经多重

比较，在0．05水平上差别显著。其中处理Tl的

株高、单果重最高，处理他的开展度最好，且

处理T1和r12在叶色植株长势等方面均优于处理

，13和对照。

2．2对辣椒病害的影响

辣椒连作导致辣椒病害加剧、发病率高。PG．

PR可以抑制土壤中有害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并可

土壤EC值大小可反映土壤水溶性盐量高低。

土壤EC值高，盐分含量高。有报导指出，土壤EC

值600mS／cm为盐害临界指标【7枷】。PGPR复合菌

剂对辣椒盛果期土壤EC值的影响见表3。

表3盛果期土壤的Ec值

Tab．3 Ille soil EC value in full flruit peried

处理瓮尹嚣暑鬣嚣

从表3列出的辣椒盛果期测定的土壤EC值结

果可以看出，处理T1和处理，12土壤EC值下降非常

明显(基础EIC值为561WS／cm)。与对照相比，分别下

降了14．O％和12．2％，与土壤基础EC值相比，分别下

降了10．5％和8．62％。处理13也能使土壤EC值下

降，但效果不如处理1．1和处理12明显。

2．4 PGPR复合茵剂对辣椒产量的影响

根际促生菌不仅能防治土传病害，还可以刺

激植物生长，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PGPR复合菌

剂对大棚辣椒产量的影响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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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复合茵剂对辣椒产量的影响

Tab．4 Effect of mixture lagER on pepper#em

⋯一
小区产量(ks) 折合产量增产率处理1—r而：茹基‘蕊I Ⅱ Ⅲ平均(kg，埘)【％)

T1 67．5l 57．34 63．02 62．623

T2 64．18 57．92 62．44 61．513

13 60．45 59．38 56．32 58．717

a(58．舵53．19 56．27 55．8刀

62 623 12．2

61 513 10．2

58 717 5．2

55 827 一

由表4可以看出，喷施PGPR复合菌剂后，产

量明显提高，其中以处理Tl产量最高，每h矗产

量为62 623 kg，增产率为12．2％。12、13次之，对

照cK最低，每褂产量为55 827 ks。经方差分析

比较可知，处理T1、亿间或T3、CK问差异不显著；

处理T1、T2和，13间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处理

Tl、他和CK间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故从综合

效益看以r12最好。

3小结与讨论

1)引起土壤连作障碍的原因是复杂的，目前

国内对温室蔬菜连作障碍的防治还没有发现特效

的杀菌剂，要从根本上解决土传病害这一世界性

的难题，一是培育抗病品种，二是开发生物农药在

幼苗移栽前做预防处理。根围促生细菌(PGPR)被

筛选或基因改造后，用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的生

物防治，无药害，不产生抗性，无污染，无残留，并

且对辣椒疫病的防效较好，是一个具有开发前途

的微生物生防菌剂，适合在无公害蔬菜生产中推

广使用拍一引。

2)本研究在连续种植6年且表现有明显土壤

板结、次生盐渍化和重茬病害的大棚辣椒田，喷施

P(；PR复合菌剂后对改善辣椒苗期生长、减轻重茬

病害、增加产量有良好作用，同时可降低土壤盐离

子含量，减轻土壤次生盐渍化。

3)试验结果表明，每666．7矗施PGPR复合菌

剂400ml和200ml对改善辣椒植株性状、增加产

量、降低土壤EC值等方面差异不显著，故从综合

效益看以666．7m2施PGPB复合菌剂200ml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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