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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子对新疆甜瓜细菌性斑点病发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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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利用新疆农六师103 团13 年和农八师121 团10 年中, 每年6 月和7 月份的气候资料, 及当年甜瓜细

菌性斑点病的发生情况进行逐步判别分析, 以 2001 和 2002 年的降雨情况和病害发生情况为对照, 研究气象因子对

新疆甜瓜细菌性斑点病发生的影响。结果表明, 甜瓜细菌性斑点病的发生与6 月份的降雨量关系密切, 并以此建立

了判别模型, 该模型回检符合率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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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瓜细菌性斑点病[1 ]包括甜瓜细菌性角斑病

(P seuod om onas sy ring ae pv. L ach rym ans) 和甜瓜细

菌性果斑病 (A cid ovorax avenae sub sp. citru lli) , 是

近年来新疆甜瓜生产中的重要病害之一, 主要危害

甜瓜的叶片、茎蔓和果实, 近年来对果实的危害尤为

严重, 可导致甜瓜品质严重下降, 商品率降低。据新

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植保站 1996～ 1999 年初步统计,

北疆瓜区仅烂瓜每年损失就在 20% 以上, 部分地区

甚至达30%～ 50%。

根据观察, 甜瓜细菌性斑点病的发生与甜瓜生

长季节的降雨密切相关[2 ] , 有降雨病害就会发生, 无

降雨则不会发生, 且其化学防治要与天气状况密切

结合。但目前有关甜瓜细菌性斑点病与气象因子的

关系尚未见报道。为此, 作者就气象因子对甜瓜细菌

性斑点病发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以期为该

病的防治和测报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气象资料的整理

　　选用种植哈密瓜历史较长的新疆五家渠地区农

六师103 团1987～ 1999 年和新疆石河子地区农八师

121 团 1990～ 1999 年气象资料中, 与病害发生有关

的部分气象因子[3, 4 ] , 包括 6 月份的平均温度 (T 6)、

平均湿度 (H 6)、降雨量 (R 6)、降雨次数 (N 6) , 7 月份

的平均温度 (T 7)、平均湿度 (H 7)、降雨量 (R 7)、降雨

次数 (N 7) , 及当年甜瓜细菌性斑点病的发生情况

(Y )。利用逐步判别分析筛选出贡献率高的因子, 然

后应用所选因子建立数学模型[5 ] , 并进行回检, 计算

回检率。本试验采用的气象资料来源于 103 团蔡家

湖气象站和121 团气象站。

1. 2　降雨情况与病害发生的关系

2001 和2002 年, 在103 团大田中系统调查病害

发生规律[6 ] , 调查从06201 开始, 到08205 结束。每年

选取2～ 3 块发病中等的田块, 每田块随机选取3 点,

每点定点调查50 株, 每5 d 调查1 次, 记载每株的发

病情况, 计算其平均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同时记录整

个调查期间每次的降雨持续时间和降雨量, 以进一

步验证病害发生与气象因子的关系。种植的甜瓜品

种为 8621 或早金, 播种方式为覆膜栽培。甜瓜细菌

性斑点病年发生程度分级和田间调查分级由笔者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

甜瓜细菌性斑点病年发生程度分级: 1 级 (轻度

发生) , 病害点片发生, 危害较小; 2 级 (中度偏轻发

生) , 病害发生面积较小, 对产量和品质影响较小; 3

级 (中度偏重发生) , 病害发生较普遍, 对产量和品质

的影响较大; 4 级 (重度发生) , 病害发生非常普遍,

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

病害的田间调查分级标准: 0 级, 全株无发病; 1

级, 全株有 1ö4 以下叶片发病, 病斑较少; 2 级, 全株

有1ö4～ 1ö2 叶片发病, 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1ö2

以下; 3 级, 全株有 1ö2～ 3ö4 叶片发病, 个别叶片病

斑密布; 4 级, 全株有3ö4 以上叶片发病, 叶片病斑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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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叶片上卷, 植株顶部枯萎甚至死亡。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气象资料及甜瓜细菌性斑点病发生情况

　　新疆五家渠地区农六师103 团13 年及石河子地

区农八师121 团10 年的气象资料与甜瓜细菌性斑点

病发生情况见表1。其中, 1990, 1993 和1994 年2 个

团场的甜瓜细菌性斑点病均中度偏重发生; 1999 年

2 个团场的病害发生为重度发生; 而 1991, 1992,

1995, 1996 和1997 年两地的病害均发生较轻。说明

两地虽相距约200 km , 但总的发病情况基本相同。

表 1　气候因子及甜瓜细菌性斑点病的发生情况

T able 1　M etero logic facto rs and occurrence of m elon bacteria sop t

序号
N o.

年份
Year

Y
Index

温度ö℃
T emperatu re

相对湿度ö%
H um idity

降雨量ömm
Rainfall

降雨次数
Rainfall t im es

T 6 T 7 H 6 H 7 R 6 R 7 N 6 N 7

1 1987 4 20. 75 26. 98 55. 00 49. 67 35. 2 43. 8 17 12

2 1988 2 23. 20 25. 40 48. 17 48. 17 28. 4 10. 9 20 18

3 1989 2 23. 23 26. 22 41. 33 39. 33 15. 7 6. 4 14 18

4 1990 3 25. 20 25. 08 42. 33 46. 00 21. 4 44. 5 7 12

5 1991 1 24. 08 25. 74 42. 67 46. 00 11. 4 18. 0 12 13

6 1992 1 23. 40 22. 22 44. 50 51. 17 8. 4 28. 2 14 16

7 1993 3 23. 23 22. 38 48. 50 51. 33 33. 5 20. 5 15 16

8 1994 3 23. 58 24. 10 43. 00 48. 40 2. 5 39. 9 16 16

9 1995 1 23. 43 23. 68 37. 50 51. 50 5. 5 18. 4 13 16

10 1996 1 23. 58 25. 58 40. 83 53. 33 6. 6 47. 6 9 15

11 1997 1 24. 40 25. 30 39. 00 47. 00 4. 4 28. 2 12 18

12 1998 3 25. 30 25. 40 48. 00 53. 00 14. 3 23. 4 10 17

13 1999 4 23. 40 26. 20 49. 00 52. 00 28. 1 23. 6 4 6

14 1990 3 23. 66 25. 78 40. 23 50. 97 18. 3 27. 2 11 20

15 1991 2 20. 01 26. 94 41. 10 47. 55 8. 8 25. 8 7 7

16 1992 1 24. 29 25. 67 43. 93 48. 97 11. 1 23. 3 9 9

17 1993 3 24. 27 25. 59 50. 80 52. 00 39. 4 44. 8 10 14

18 1994 3 24. 40 26. 10 43. 00 51. 00 6. 0 32. 1 6 10

19 1995 1 25. 60 26. 00 36. 00 51. 00 12. 0 58. 7 12 19

20 1996 1 24. 70 26. 70 40. 00 50. 00 12. 5 17. 8 12 17

21 1997 2 25. 70 24. 50 36. 00 42. 60 12. 8 7. 9 12 16

22 1998 1 28. 50 26. 10 43. 00 52. 00 9. 3 22. 2 12 18

23 1999 4 23. 90 27. 00 23. 70 27. 80 34. 4 13. 6 9 6

2. 2　建立判别模型

对两地 23 年的气象资料进行逐步判别分析

(F isherπs 判别) [7, 8 ]的结果显示, 在所分析的 8 个变

量中, 只有R 6 (6 月份的降雨量) 达到显著水平 (P ≤

0. 05) , 其他因子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 6 月

份的降雨量与甜瓜细菌性斑点病的发生关系密切。

因此, 以R 6 为变量建立了以下的判别方程:

Y 1= - 2. 177+ 0. 175 R 6

Y 2= - 3. 874+ 0. 311 R 6

Y 3= - 3. 981+ 0. 318 R 6

Y 4= - 12. 804+ 0. 666 R 6

式中, Y 1, Y 2, Y 3 和Y 4 分别表示当年病害发生的不同

程度 (Y 1 为1 级, Y 2 为2 级, Y 3 为3 级, Y 4 为4 级)。使

用时将R 6 (6 月份降雨量) 分别代入以上 4 个判别式

进行计算, 哪一判别式的值最大, 则当年病害的发生

程度就属于哪一类。利用判别方程, 可计算出方程的

界点, 即6 月份降雨的界点。结果显示, 当R 6< 12. 5

mm , 病害可能轻度发生; 如果 12. 5 mm ≤R 6< 16. 7

mm , 病害将中度偏轻发生; 当 16. 7 mm ≤R 6< 25. 4

mm , 病害则中度偏重发生; 当R 6≥25. 4 mm , 病害将

重度发生。

同时, 对 23 年的资料利用判别模型进行回检,

回测符合率达74%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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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的检测结果

T able 2　R esu lt of model test

序号
N 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实际值
A ctual group 4 2 2 3 1 1 3 3 1 1 1 3 4 3 2 1 3 3 1 1 2 1 4

　期望值
P redicted group 4 43 2 3 1 1 4 13 1 1 1 23 4 3 13 1 43 13 1 1 2 1 4

　　注: 3 为回检不符合的观察值。

N o te: 3 m ean m istak ing p redicted value.

2. 3　降雨量与病害发生的关系

定点调查甜瓜细菌性斑点病发生情况与当地

(农六师103 团) 6、7 月份降雨的关系, 结果见图1 (为

处理方便, 降雨量为每5 d 的降雨量之和)。

　　　　

　　图1 显示出田间病害发生与6 月份降雨量的相

关性, 如2001206206, 06211 和06216 每5 d 的降雨量

分别为 6. 8, 4. 4 和 1. 2 mm , 06216 田间病情指数即

由5. 4 迅速增加到35. 8, 上升了30. 4; 2002206221 前

5 d 内降雨13 mm , 病情指数从0 激增到38. 0。由此

表明, 田间病害的发生与 6 月份中量以上的降雨是

密切相关的。甜瓜进入生长中期开始结瓜后, 每次降

雨都伴随着田间病害的发生和扩展。而7 月份的降

雨量同田间病害的发生和扩展关系不大, 如 20012
07226 前5 d 降雨4. 4 mm , 2002207206 前5 d 降雨3.

9 mm , 07211 前 5 d 降雨 4. 4 mm , 07226 前5 d降雨

11. 2 mm , 均未引起病害的继续扩展, 这可能与哈密

瓜生长后期整个植株叶片相对老化, 不利于病菌的

侵入等因素有关。

3　结论与讨论

1)影响新疆甜瓜细菌性斑点病发生程度的主要

气象因子是当年6 月份的降雨量。6 月份的降雨情况

决定了当年病害发生的时间和流行程度, 特别是 6

月上中旬的降雨量对病害的发生尤为关键, 6 月份

中量降雨来得越早, 病害发生就越早。此时甜瓜正处

于开始座瓜期及果实膨大期, 植株需求的养分多, 消

耗大, 枝叶生长茂盛, 田间通风透光差, 特别是灌水

之后, 田间湿度较大, 一旦再遇降雨量较大的持续降

雨天气, 病害就会严重发生, 导致产量下降, 品质降

低。

2) 利用气象资料和甜瓜细菌性病害发生的关

系, 制定了北疆主要甜瓜产区细菌性斑点病发生程

度的判别方程: Y 1 = - 2. 177 + 0. 175R 6, Y 2 =

- 3. 874+ 0. 311R 6, Y 3 = - 3. 981+ 0. 318R 6, Y 4 =

- 12. 804+ 0. 666R 6; 利用上述判别式可对当年甜瓜

细菌性斑点病发生程度进行预测和预报, 当R 6 <

12. 5 mm 时, 病害可能轻度发生; 如果12. 5 mm ≤R 6

< 16. 7 mm , 病害中度偏轻发生; 当 16. 7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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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6< 25. 4 mm 时, 病害中度偏重发生; 当 R 6 ≥

25. 4 mm 时, 病害将重度发生。这为生产提供了一种

简便可行的预测方法。

3) 逐步判别分析所得数学模型回检符合率为

74% , 其准确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①甜瓜栽培

制度的改变, 由露地栽培到地膜覆盖, 再到地膜覆盖

+ 塑料拱棚, 加之早熟品种的使用, 使甜瓜的种植和

收获时间大大提前, 病害的发生时间也随之改变。笔

者等在田间定点调查的结果表明, 病害在甜瓜整个

生育期都可发生, 但主要是甜瓜生长的中期, 以甜瓜

座瓜和果实膨大期最为严重。随着栽培制度的改变,

病害的发生高峰期提前, 所以在两地23 年的判别结

果与实际有一定的偏差。②病害发生程度的度量比

较模糊, 判别式的回检情况显示, 实际值和预测值之

间的错判率主要集中在一个级别, 如果放宽域值, 可

提高判别式的准确率。

4)逐步判别方程只引入了R 6 (6 月份的降雨量)

作为主要自变量, 这与表1 和表2 的结果相一致。也

就是说, 7 月份的降雨量对病害的发生程度影响不

大。逐步判别也表明, 7 月份的降雨量对病害的发生

程度贡献不大。即逐步判别所引入的关键因子同田

间定点观察的结果相符。夏季中量降雨前后, 一定要

密切注视病害的变化, 做好病害的调查和预防, 加强

田间管理, 降低病害的危害。但这一方程仅是根据北

疆昌吉和石河子早熟甜瓜地区气象条件与甜瓜病害

发生关系而定的, 南疆和其他甜瓜种植区的情况有

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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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 eteo ro log ic facto rs on m elon bacteria spo t in X in jiang

REN Y u-zhong1a , 2,L I Guo-y ing1a , J IANG L ian -cheng1a ,YANG Zh i-we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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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 isease index of m elon bacteria and 4 m ain m eteo ro logic facto rs in June and Ju ly w ere

analysed in successive 23 years w ith p rogressive discrim inat ion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w eather facto rs to

the m elon bacteria d isease in X in jiang.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June ra in w as the m ain facto r cau sing

ep idem ic of m elon bacteria spo t and the fitness ra te of equat ion reached 74%.

Key words: m elon bacteria spo t; m eteo ro logic facto r; d iscrim inat 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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