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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列当的种类、分布及其防治技术研究进展
姚兆群１ꎬ 曹小蕾１ꎬ 付　 超２ꎬ 赵思峰１∗

１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植物保护系ꎻ ２新疆农垦科学院林园所ꎬ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０

摘要: 列当是一种根寄生种子植物ꎬ是我国进境植物检疫对象ꎬ同时也是我国的内检对象ꎮ 新疆是我国列当发生面积最大、
危害最重和种类最多的地区ꎬ对新疆的主要经济作物ꎬ如加工番茄、向日葵、甜瓜等已造成严重危害ꎮ 在新疆文献记载的列

当种类有 １８ 种ꎬ常见的有埃及列当、大麻列当、向日葵列当和弯管列当ꎬ并已广泛分布于新疆各县、市、团场ꎮ 列当的防治

技术主要包括检疫、田间管理、轮作等ꎬ但目前的防治效果均不理想ꎮ 本文通过对新疆列当的相关文献搜集、整理分析ꎬ总
结了目前新疆列当的种类、分布情况ꎬ以及综合防治技术ꎬ为今后列当的研究和防治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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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当是一类寄生植物根部、营寄生生活的列当

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列当属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ｅ (Ｐｈｅｌｉｐａｎｃｈｅ)植
物的总称(Ｊｏｅｌꎬ２００９)ꎮ 因其不含叶绿素ꎬ只能通过

吸器从寄主植物获取水分和养分(Ｗｅｓｔｗｏｏｄꎬ２０１３)ꎮ
列当属植物的寄主包括茄科、豆科、菊科、伞形科、葫
芦科等ꎬ如番茄、向日葵、油菜、胡萝卜、蚕豆、甜瓜等ꎮ
寄主被寄生后表现出生长缓慢、黄化、萎蔫等症状ꎬ
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也下降ꎬ甚至绝收(Ｐａｒｋｅｒ ＆ Ｒｉｃｈ￣
ｅｓꎬ１９９３)ꎮ 目前ꎬ全世界约有１.２％的耕地已被列当

种子感染ꎬ每年给农业生产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十

亿美元(Ｐａｒｋｅｒꎬ２００９)ꎮ 列当属植物主要分布于地中

海、中东以及亚洲等干旱、半干旱地区(Ｐａｒｋｅｒꎬ２００９)ꎬ
为我国进境植物检疫对象ꎬ也是我国的内检对象ꎮ

在我国ꎬ列当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古、吉林、
辽宁、黑龙江、西藏、青海、陕西、山西等省区(李永

金ꎬ２０１６)ꎬ新疆是列当危害最严重的地区ꎮ 据调查ꎬ
在新疆受列当属植物危害的农作物(向日葵、甜瓜、
加工番茄、打瓜、辣椒等)面积为 ５.３ 万~６.７ 万 ｈｍ２ꎬ
每年给新疆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超过 ５ 亿元人民

币ꎬ且发生面积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ꎮ 本文对新

疆列当的种类、分布地区以及目前可采取的防治方

法等进行综述ꎬ以便为防治列当提供参考ꎮ

１　 新疆列当的种类
张志耘(１９９０)报道ꎬ列当属在新疆有 １１ 个种ꎻ

阴知勤和周桂玲(１９９３)在新疆发现 １４ 种ꎻ张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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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９９５)调查鉴定新疆列当有 ８ 种(表 １)ꎮ 造成

不同鉴定结果的原因可能有 ２ 个方面:(１)样品采

集地点不同ꎻ(２)鉴定的主要依据是列当形态特征

间的差异ꎬ但列当科形态多变ꎬ寄主及其所在的环

境气候条件改变ꎬ其形态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ꎬ
且一些重要的鉴定特征会在进化时退化或消失

(Ｈｒｉｓｔｏｖ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ꎬ Ｙｏ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９)ꎮ

表 １　 新疆列当种类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ｏｆ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ｅ ｓｐｐ.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编号
Ｎｏ.

列当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阴知勤和周桂玲ꎬ
１９９３

张志耘ꎬ
１９９０

张金兰等ꎬ
１９９５

寄主

Ｈｏｓｔｓ

１ 毛齿列当 Ｏ. ｃａｅｓｉａ √ × √ 篙属和绣线菊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ꎬ Ｓｐｉｒａｅａ
２ 短齿列当 Ｏ. ｋｅｌｌｅｒｉ √ √ × 地肤属 Ｋｏｃｈｉａ
３ 大麻列当 Ｏ. ｒａｍｏｓａ √ × × 大麻和番茄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ꎬ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４ 长齿列当 Ｏ.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ｓ √ √ × 矢车菊属、刺苞菊属、刺芹属、菊蒿属、姜味草属、糙苏属

及百里香属等 Ｃｅｎｔａｕｒｅａꎬ Ｃａｒｌｉｎａꎬ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ꎬ Ｔａｎａｃｅ￣
ｔｕｍꎬ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ａꎬ Ｐｈｌｏｍｉｓꎬ Ｔｈｙｍｕｓꎬ ｅｔ ａｌ.

５ 埃及列当(瓜列当 )
Ｏ. ａｅｇｙｐｔｉａｃａ

√ √ √ 瓜类、向日葵、番茄 Ｍｅｌｏｎꎬ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ꎬ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
ｌｅｎｔｕｍ

６ 多齿列当 Ｏ. 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 √ √ × 篙属和阿魏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ꎬ Ｆｅｒｕｌａ
７ 缢筒列当 Ｏ. ｋｏｔｓｃｈｙｉ √ √ √ 阿魏属、绣线菊属和刺芹属 Ｆｅｒｕｌａꎬ Ｓｐｉｒａｅａꎬ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
８ 列当 Ｏ. ｃｏｅｒｕｌｅｓｃｅｎｓ √ √ √ 篙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９ 向日葵列当 Ｏ. ｃｕｍａｎａ √ × √ 篙属和向日葵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ꎬ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１０ 弯管列当(二色列当、欧

亚列当) Ｏ. ｃｅｒｎｕａ
√ √ × 寥属、篙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ꎬ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１１ 美丽列当 Ｏ. ａｍｏｅｎａ √ √ √ 篙属和豆科植物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ꎬ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１２ 淡黄列当 Ｏ. ｓｏｒｄｉｄａ √ √ × 绣线菊、伞形科 Ｓｐｉｒａｅａꎬ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１３ 短唇列当 Ｏ. ｍａｊｏｒ √ × √ 矢车菊属、蓝刺头属 Ｃｅｎｔａｕｒｅａꎬ Ｅｃｈｉｎｏｐｓ
１４ 丝毛列当 Ｏ.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 √ √ √ 拉拉藤属 Ｇａｌｉｕｍ
１５ 阿地列当 Ｏ. ａｌｓａｉｉｃａ × × × 岩风属(利北芹属)、独活属、羊角芹属 Ｌｉｂａｎｏｔｉｓꎬ Ｈｅｒａ￣

ｃｌｅｕｍꎬ Ａｅｇｏｐｏｄｉｕｍ
１６ 长苞列当 Ｏ. ｓｏｌｍｓｉｉ × √ × 独活属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

　 　 “√”表示调查存在ꎬ“×”表示未发现ꎮ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ꎬ " ×" ｍｅａｎｓ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弯管列当 Ｏ. ｃｅｒｎｕａ 存在 ２ 个变种:弯管列当

Ｏ. ｃｅｒｎｕａ ｖａｒ. ｃｅｒｎｕａ 和直管列当 Ｏ. ｃｅｒｎｕａ ｖａｒ. ｈａｎ￣
ｓｉｉꎮ 弯管列当在植株大小、花序长度、花萼裂片分

裂度及花的颜色和大小等方面有变化ꎮ «苏联植物

志» «内蒙古植物志»将本种鉴定为 Ｏ. ｃｕｍａｎａꎻ而
«西巴基斯坦植物志» 将 Ｏ. ｃｕｍａｎａ 及 Ｏ. ｃｅｒｎｕａ
ｖａｒ. ｃｕｍａｎａ 作为 Ｏ. ｃｅｒｎｕａ 的异名ꎮ 所以ꎬＯ. ｃｕｍａ￣
ｎａ 只是 Ｏ. ｃｅｒｎｕａ 在形态特征方面的变化造成的

(张志耘ꎬ１９９０)ꎮ
在新疆严重发生的列当:埃及列当 Ｏ. ａｅｇｙｐｔｉａ￣

ｃａ、大麻列当 Ｏ. ｒａｍｏｓａ、向日葵列当 Ｏ. ｃｕｍａｎａ 和

弯管列当ꎮ 陈卫民等(２０１３)调查显示ꎬ向日葵列当

和埃及列当在南北疆分布最广、危害最严重ꎮ 张学

坤等(２０１２)对新疆地区的列当样品进行 ＩＳＳＲ 和

ＩＴＳ 序列分析ꎬ聚类结果显示ꎬ新疆地区列当有 ２ 个

大类群(埃及列当和向日葵列当)和 ７ 个亚群ꎬ具有

很强的地理相关性ꎮ 在新疆向日葵列当的生理小

种主要是 Ｅ、Ｆꎬ可能存在 Ａ、Ｄ、Ｇ 生理小种ꎬ还需进

一步鉴定 (马德甯和万县贞ꎬ ２０１５ꎻ 石必显等ꎬ
２０１６)ꎮ 综上所述ꎬ结合作者近年来的调查ꎬ在新疆

分布最广、危害最重的 ２ 个种分别是埃及列当和向

日葵列当ꎮ 造成它们分布广泛的原因:(１)寄主范

围广ꎬ包括新疆重要的经济作物ꎬ如西瓜、甜瓜、番
茄、向日葵、辣椒、豆类作物等ꎻ(２)在各地种子调运

过程中的人为传播加快了其进一步的扩散ꎮ

２　 新疆列当的分布情况
据报道(余蕊等ꎬ２０１５ꎻ 张学坤等ꎬ２０１２ꎻ 张映

合和陈卫民ꎬ ２０１１ꎻ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农 业 部ꎬ
２０１５)ꎬ列当在新疆 ５ 个自治州、７ 个地区的 ９０ 多个

县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９ 个农业师 ２０ 多个农

牧团场均有发生ꎬ已基本遍布新疆全区ꎬ危害日益

加重(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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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列当在新疆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ｅ ｓｐｐ.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３　 防治技术
列当属在中国境内的适应区极为广泛ꎬ需要做

好预测预报工作(李保平和孟玲ꎬ２０１１)ꎮ 主要危害

种埃及列当和向日葵列当已经造成许多地区不能

继续种植原有经济效益高的作物ꎬ而改种经济效益

低的非列当寄主的农作物ꎮ 这种危害具有持续时

间长、难以根除、防治困难等特点ꎮ 所以ꎬ加强检

疫ꎬ开发高效、经济的防治策略的任务非常急迫ꎮ
３.１　 植物检疫

混在寄主作物种子中人为传播ꎬ是列当种子传

播最有效的一种方式ꎬ因此ꎬ在没有列当的地区和

列当传播的边界应加强检疫预警工作ꎮ 列当一旦

入侵ꎬ 将 会 很 快 成 为 新 的 难 以 根 除 的 杂 草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Ｅｓｃｏｂ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例如ꎬ锯齿列当

Ｏ. ｃｒｅｎａｔａ 传入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后ꎬ迅速成为当

地危害性极大的一类杂草(Ａｂ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张

学坤等(２０１２)通过适生性分析和风险评估ꎬ明确了

埃及列当在新疆属高度危险的农业有害生物ꎬ需加

强检疫管理和疫情防治ꎬ严防其进一步扩散ꎮ
植物检疫被认为是最有效、最先采取的限制列

当从疫区传播出来的方式ꎮ 建立预测机制、划定重

点监测区域ꎬ对从适生区内极易传入的高风险区ꎬ
如口岸、物流中转站等ꎬ开展早期监测预警ꎬ能预防

其再次入侵与扩散蔓延(王瑞等ꎬ２０１６)ꎮ 建立完善

的检疫法律法规及提高民众的检疫知识ꎬ能有效地

将列当控制在疫区ꎮ

３.２　 农业防治

３.２.１　 人工拔除　 若列当已与寄主建立寄生关系ꎬ
可进行人工拔除ꎮ 人工除草耗费大量劳力ꎬ只适用

于列当零星发生地块ꎮ 虽然这种方法费时、费力ꎬ
但与其他防治策略一起使用将有助于减少种子库ꎮ
３.２.２　 调整播期、土壤暴晒或水淹　 推迟或提前播

种日期可减轻列当危害ꎬ但易受到温度、降雨影响ꎬ
只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作物ꎮ 例如ꎬ将蚕豆的播种

日期从 １０ 月推迟到 １１、１２ 或 １ 月份ꎬ可减少 Ｏ. ｃｒｅ￣
ｎａｔａ 和 Ｏ. ｆｏｅｔｉｄａ 的数量和干重ꎬ其原理可能是改变

了列当萌发的最适温度ꎬ或影响其在地下的发育过

程(Ｇｒｅｎ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适当早播也可减轻向日葵列

当危害ꎮ 早播处理与晚播相比ꎬ列当的寄生程度差

异显著ꎮ 随着播期的推迟ꎬ产量逐步降低(陈燕芳

等ꎬ２０１４)ꎮ 早播向日葵能诱发列当提早萌发ꎬ避免或

减轻列当对正常播种向日葵的侵害(融晓萍等ꎬ２０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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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阳光直接加热土壤ꎬ或在土壤表面覆盖塑

料膜ꎬ提高土壤温度ꎬ当土壤温度达到 ４８ ~ ５７ ℃时

能杀死吸胀的列当种子ꎮ 因此ꎬ土壤暴晒时土壤湿

度要高(Ｌａｂｒａｄａꎬ２００３)ꎮ 如 Ｏ. ｒａｍｏｓａ 的种子能在

５０ ℃干燥的空气中存活 ３５ ｄꎬ而在 ４０ ℃潮湿环境

下很快就被杀死ꎮ 这种方法已经在中东的许多地

区ꎬ尤其是气候比较温暖的地区实施ꎬ被认为是一

种有效、简单、安全、对环境友好的方法ꎮ Ｈａｉｄａｒ ＆
Ｓｉｄａｈｍｅｄ (２０００)指出ꎬ利用土壤暴晒与塑料膜覆

盖的方式在夏季处理土壤 ６３ ｄꎬ使土壤温度提高

１５ ℃左右ꎬ则既没有在地表发现列当ꎬ也没有在黄

瓜根部发现其吸器ꎮ 张连昌等(２０１３)在辽宁利用

黑膜覆盖在防治烟草列当ꎬ减少了列当的出土数ꎬ
防效可达 ３０％左右ꎮ

水淹能导致列当种子腐烂ꎬ减轻列当危害ꎮ 长

时间的水淹能显著减少 Ｏ. ｃｒｅｎａｔａ 寄生 ( Ｌｉｎｋｅꎬ
１９９９)ꎮ Ｇｏｌｄｗａｓｓｅｒ ＆ Ｒｏｄｅｎｂｕｒｇ (２０１３)在室内试

验中发现ꎬ将 Ｐ. ａｅｇｙｐｔｉａｃａ 种子置于水淹的土壤的

容器中ꎬ９ ｄ 后种子失去了生命力ꎮ 在以色列 Ｏ.
ｃｕｍａｎａ 重病田ꎬ利用灌溉水淹可以防治 Ｏ. ｃｕｍａ￣
ｎａꎬ并提高向日葵产量ꎮ 但是ꎬ由于无法控制降雨

且在缺水地区无法实施ꎬ该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３.２.３　 加强栽培管理　 Ｎａｓｓｉｂ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研究发

现ꎬ列当的寄生与土壤营养状况有密切关系ꎬ氮肥、
磷肥充足和施用鸡粪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治列当ꎮ
这种抑制列当生长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１)
减少萌发刺激物的分泌ꎻ(２)直接对列当种子或幼

苗造成伤害ꎻ(３)对于寄主而言ꎬ降低了列当的渗透

压ꎻ(４)氮肥可能对列当的生长有毒害作用ꎻ(５)改
变了寄主根系与分枝的生长平衡ꎮ

施用足够的尿素、氮肥、硝酸铵、硫酸铵和羊粪

都能有效减少列当寄生并促进番茄生长(Ｍａｒｉａｍ ＆
Ｒｕｎｇｓｉｔꎬ２００４)ꎮ Ｈａｉｄａｒ ＆ Ｓｉｄａｈｍｅｄ (２００６) 认为ꎬ
施用鸡粪和硫磺能减少列当的干重并增加茄子和

马铃薯的产量ꎮ 唐嘉成等(２０１３)报道ꎬ播种前用

３０ ｔｈｍ－２羊粪处理土壤ꎬ对烟草田中列当的防除

效果达 ６６％ꎬ用 １０. ５ ｔ  ｈｍ－２ 牛粪处理防效为

３６.２５％ꎮ 糠醛渣改良土壤防治列当效果也较为明

显ꎬ可推迟列当的出土时间ꎬ施用 ６.０ ~ ７.５ ｔｈｍ－２

能使列当的寄生率降低约 ８０％ꎬ并有效抑制烟株上

列当的生长(程乐强和王晓波ꎬ２０１２)ꎮ 施用促根剂

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向日葵列当的生长(李红梅ꎬ

２０１２)ꎮ 施用微生物菌肥对加工番茄田列当、烟草

田列当以及向日葵列当具有显著防效ꎬ并对作物有

一定的增产效果(李智强等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６ꎻ 朱甲明

等ꎬ２０１５)ꎮ
３.２.４　 与诱捕作物轮作　 列当种子在植物分泌的

萌发刺激物作用下在萌发后一段时间若没有找到

寄主会由于营养耗尽而很快死亡ꎮ 一些非寄主植

物(诱捕作物)的分泌物同样能刺激列当种子发芽ꎬ
且发芽后二者不能建立寄生关系ꎬ从而致列当在较

短时间内死亡ꎬ而诱捕作物仍可正常收获ꎮ 利用诱

捕作物使列当种子自杀性萌发ꎬ缩减种子库是一种

很有前景的防治方法 (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Ａｐａｒｉｃｉ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Ｓｉｒｗ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报道ꎬ利用芝麻、印度

大麻、埃及三叶草和绿豆与番茄轮作可减少列当侵

染ꎬ同时番茄产量分别提高 ７１.４％、６７.５％、６５.５％和

６２.５％ꎮ 番茄可与禾本科植物(小麦、玉米、谷子)、
大豆、马铃薯、甜菜、棉花、大麻、苜蓿、辣椒、绿豆等

进行轮作(王靖等ꎬ２０１５)ꎮ 但是由于列当种子在土

壤中可存活 １０~２０ 年ꎬ轮作年限较长ꎬ推广难度大ꎮ
３.２.５　 抗病育种　 培育抗性品种是列当综合治理

的基础ꎮ 虽然抗性育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ꎬ
但是高质量的抗性品种已经显示出对列当不同程

度的抗性(Ｒｕｂｉａｌ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培育抗列当品种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寄主抗性以及遗传抗性ꎬ大多

数种类的寄主作物都属于中抗或抵抗ꎬ如蚕豆、巢
菜、豌豆、番茄、烟草、香菜等ꎬ只有在胡萝卜和番茄

中发现高抗品种ꎮ 向日葵对 Ｏ. ｃｕｍａｎａ 的垂直抗

性主要由 １ 或 ２ 个抗性基因控制ꎬ可以将这种质量

抗性转化到优良的品种中ꎬ目前已鉴定了 ８ 个向日

葵列当小种: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Ｍｏｌｉｎｅｒｏ￣Ｒｕｉ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但是ꎬ这种垂直抗性很容易被列当克服

而失去抗性(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抗

性品种可以减少列当的寄生量ꎬ但是不能立即减少

列当种子库ꎮ

３.３　 化学防治

Ｇｏｌｄｗａｓｓｅｒ ＆ Ｋｌｅｉｆｅｌｄ (２００４)和 Ｚｅｍｒａ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用草甘膦和溴甲烷防治列当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ꎮ 用氟乐灵、地乐胺、施田补、草甘膦异丙胺

盐播前进行土壤处理ꎬ精异丙甲草胺播后苗前处

理ꎬ可降低田间列当的出土率ꎬ并抑制已出土列当

的生长ꎬ同时对寄主产量影响较小ꎻ在列当出土后

喷施 ２ꎬ４￣Ｄ 或 ２ꎬ４￣Ｄ 丁酯ꎬ对已出土的列当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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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效(陈连芳和薛根生ꎬ ２０１５ꎻ 陈明和薛丽静ꎬ
２００９ꎻ 唐嘉成等ꎬ２０１２ꎻ 张锐等ꎬ２０１１)ꎮ 在瓜列当

开花前剪掉顶端ꎬ涂抹柴油、尿素和机油ꎬ对瓜列当

有一定的防治效果(朱晓华等ꎬ２０１１)ꎮ 在列当盛花

期前用 １０％硝胺水灌根ꎬ或用 ０.２％二硝基邻甲酚

水喷洒ꎬ也有良好效果(胡建芳和马红红ꎬ２００４ꎻ 李

云辉和景生ꎬ２００９)ꎮ 但是这些药剂缺乏对寄主的

选择性、药效时间短、花费多、缺乏注册等ꎬ限制了

其进一步推广应用ꎮ

３.４　 生物防治

Ｂｏａｒｉ ＆ Ｖｕｒｒｏ ( ２００４ ) 和 Ｋｌｅｉｎ ＆ Ｋｒｏｓｃｈｅｌ
(２００２)均报道可利用生防制剂防治列当ꎮ 用镰刀

菌 Ｌ２ 菌株进行田间防治ꎬ防治效果达到 ９２.４％ꎬ而
且该菌株对小麦、玉米、棉花、烟草和向日葵等作物

生长无影响(孔令晓等ꎬ２００６)ꎮ 列当蝇 Ｐｈｙｔｏｍｉｚａ￣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ｉａ 是一种在北非和东非广泛存在的列当害

虫ꎬ这种昆虫能取食列当茎秆、果实和种子ꎬ防效可

以达到 １１％ ~ ７９％(Ｋｒｏｓｃｈｅｌ ＆ Ｋｌｅｉｎꎬ２００４)ꎮ 由于

列当蝇与当地防治蚜虫的措施存在冲突ꎬ因此并没

有得到广泛推广(Ｇｒｅｓｓｅ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ꎮ Ａｙｂｅｋ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研究发现ꎬ利用洋葱曲霉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ａｌｌｉ￣
ａｃｅｕｓ Ｔｈｏｒｎ ｅｔ Ｃｈｕｒｃｈ 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治列当ꎮ
在国内开发的微生物除草菌剂 Ｂｒ￣２ 对番茄列当的

防除效果达 ６４％(郑庆伟ꎬ２０１５)ꎮ 从自然发病的列

当上分离得到的瓜果腐霉 Ｐｙｔｈｉｕｍ ａｐｈａｎｉｄｅｒｍａｔｕｍ
和镰刀菌对列当的防效可达 ５０％ ~ ９０％ (丁丽丽

等ꎬ２０１２ꎻ 唐嘉成等ꎬ２０１２)ꎮ
虽然上述方法能减少列当寄生数或减少土壤

中的列当种子ꎬ提高农作物产量ꎬ但是没有一种完

全有效的方法ꎮ 使用化学除草剂防治列当的效果

最好ꎬ但是列当通过吸器与寄主联系在一起ꎬ所以

同时造成除草剂对农作物的伤害ꎬ且化学除草剂的

成本相对较高ꎬ对环境易造成污染(Ａｌｙꎬ２００７)ꎮ 造

成防治困难的其他原因是列当种子可以在无寄主

存在的情况下在土壤中长时间休眠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ꎻ且列当的遗传变异速度快ꎬ容易对某种

防治技术产生适应性ꎬ例如ꎬ抗性品种的失效ꎬ以及

对除草剂产生抗性ꎮ
目前ꎬ没有一种方法能单独使用且能完全、长

远、有效地控制列当ꎬ由于列当造成的严重损失ꎬ已
迫使许多地区的农民直接撂荒ꎬ或改种其他不受列

当危害但经济效益不好的作物ꎮ 因此ꎬ应使用多种

方法相结合ꎬ综合治理才能更有效地防治列当

(Ｐｅｒｅｚ￣Ｄｅ￣Ｌｕｑｕ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防治列当的重点在于如何利用上述方法减少

种子库ꎬ阻止列当快速繁殖ꎬ避免列当从疫区扩散ꎬ
并使成本降低到农民可以接受的程度ꎻ而另外一条

前景较为广阔的途径是培育抗列当的各类农作物

品种ꎬ但目前相关研究进展非常缓慢ꎬ只培育出了

一些向日葵的抗性品种ꎮ

４　 展望
从目前的文献报道来看ꎬ严重危害新疆农作物

的主要是埃及列当和向日葵列当ꎮ 埃及列当由于

不同寄主、地区等原因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同的亚种

或变种ꎬ需要进一步研究ꎻ而向日葵列当在新疆的

小种还需进一步鉴定ꎮ 从统计结果来看ꎬ列当已经

遍布新疆全区ꎬ将列当控制在疫区防止其进一步扩

散将是一项严峻的工作ꎮ 防治列当的根本解决办

法是缩减列当种子库ꎬ目前针对此目标的防治方法

主要为种植诱捕或捕获作物、使用人工合成的萌发

刺激物ꎻ但是由于诱捕或捕获作物经济效益差ꎬ人
工合成的萌发刺激物存在成本高、稳定性差等缺

点ꎬ导致商业化应用前景渺茫ꎮ 所以ꎬ在目前无法

消除种子库的情况下应采用综合防治措施ꎬ并以预

防为主为原则ꎬ才能增加农作物的产量ꎬ提高农民

的收入ꎬ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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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第 １ 期 姚兆群等: 新疆列当的种类、分布及其防治技术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