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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栽培病虫害防治知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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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番茄的栽培技术有了较大的改进 ，但番茄 

栽培中的病虫害防治问题仍是关键问题。有些病虫害 

发生严重，能造成 20％～30％的减产 ．有些 不及 时控 

制则可能会造成短期内的暴发危害，给番茄生产造成 

相当大的损失。为 了防止病虫害 ，目前广泛施用农药 ， 

虽然显著地控制了病虫害，达到提高产量，消灭病虫害 

的 目的，但由于往往是在病虫 害发生后采取的处理措 

施 ．使蔬菜中残留农药量超标 ，造成环境污染和蔬菜中 

农药的残留量增 加等。“防重于治”．准确地预报和防 

一 病虫害才是控制处理的有力手段。而不恰 当的过量 

使用农药。因此，在研究蔬菜栽培农业专家系统中．病 

虫害的防治是 一项重要的内容： 

1 番茄病虫害的特点与特征描述 

1 1 番茄病虫害的发生特点 

番茄是一种病虫害高发生fl勺蔬菜，存在着严重 的 

病害和虫害．病害包括真菌病害、细菌病害、病毒病害、 

线虫病害和生理病害等。其特点包括 ：① 病虫害以危 

害苗的茎部 、叶片、根、花和果实为主要特征。② 有些 

病菌是在苗期就侵入，但无症状，直到生果期才发病． 

造成危害。③ 病害具有传染性，传播方式表现于：接 

触传播，昆虫传播，农事操作传播，以及雨水、灌溉水传 

播等 ① 有些病理性病害 ．主要是 由于植株体内的水 

分失调引起，病害的轻重受环境影响很大。⑤ 种子带 

病菌将导致病害的发生。⑥ 苗床管理和病害的关系 

较大。湿度较高会导致病菌生长繁殖加快，同时土壤 

含水量过高也会妨碍幼苗根系的生长和发育，致使抗 

病力降低。⑦ 虫害多与秋冬天气气温有较大关系，冬 

季气温较高时，将会给害虫越冬创造有利条件，从而为 

虫害流行带来隐患。 

农业专家在长期的研究及生产实践中，已摸索总 

结出了番茄主要病虫害的发病症状、病原、侵染循环、 

发病条件、防治措施等技术知识。将这些知识按照专 

家系统 的原理进行归粪 、整理 ，并利用成熟的专家系统 

技术 ，以台适准确的知识表达方式、推理方法完成系统 

的构成和研究。 

1．2 特征描述 
一 个二维表所表示的关系与谓词演算中的 阶谓 

词可在某 种程度 上具有 一种对 应关 系：在论域 D．， 

n2， ．D—E的⋯个关系R(D1，D2．⋯．D．．)被定义为 

叉积 D．×D，× ·×D．．的一个子集 ，可以把这个关 系 

对应到一个定义在 D ，D，，⋯ ，D ．上的谓词 P( 】， 

z2，⋯ ， )， ，∈ D ，(i=l，2，⋯， )，使得当关系中 

的元组(或记录)(z1，322，⋯，．72．．)属于关系 R(D1，D!， 

⋯

，D， )时，P(22 ， ，⋯，2t7 ，)为真，这样 个关系可 

以认为是一个谓词的外延表示，来进行知识表达 ‘1一 

实际上的一个关系中 ，用特性来描述，它包括特征 

属性和值两部分。那 么关于病虫害的一组特征可以组 

成 一个特性表，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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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病虫害特性表 

2 病虫害的预测、预报与诊断 

病虫害的预防是提高产量，生产无毒蔬菜的有力 

手段。当植株生长已有病虫害症状反映出来时，人们 

能做的仅仅是准确的诊断 ，恰如其分的治疗处理 ．这是 

种被动的补救措施 ，当然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施 

用农药毕竟会造成污染．使蔬菜体内残留农药，这又足 

人们所不希望得到的结果 。因此．“防重于治”，病虫害 

早期的预测、预报和防止就显得非常重要 。 

2 I 产生式一特征表结台的规则表达 

对番茄栽培中病虫 害的防治．要根据巳知的信息 

f症状、水 土状况 、天气状况)确定病虫害的种类 ．以便 

作出正确的防治或处理．消灭病虫 害．控制病情 的发 

展。这里所获得的番茄生长证据用表示 ，表示病虫害特 

征表中的，一个元组(记录)．即 一个确定病害或虫害的 

主要特征属性 ，则可表示为 

if 症状)^ J!(发病条件)^ ， (传染途径)∈ “ 

【hen A(病害名) 

上式为一个产生式规则 ，， (症状 )．，，(发病条件j分别 

表示所获得的番茄植株症状和气温、温度等天气情况， 

c r为表 1所示的病虫害特征表．A(病害名)为病害的 

结论 ：A(n1．Ⅱ，，·．“ ) 种确定的病害 引= 

2 2 从病虫害发生特点、气候条件、环境等因素颁测 

在番茄的实际生长过程中，病虫害的发生是十分 

复杂的。第一，病害、虫害都具有传播性的特点。因为某 

些外部的原因短期内从其他作物传播至番茄植株上，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专家系统应能根据周围特征信息， 

对可能发生的病虫害作出预测，并采取相应的规则措 

施 第二．各种病虫害的发生都是在植株自身生长过程 

中：① 由于生理生态的影响，导致其抗逆 变化．使其 

抗病虫害的能力减弱 ；② 适当的外部环境(温度 ，湿度 

等)：③ 植株在育苗和栽培中的处理程序及力法于段 ： 

这几种情况的融合，就有可能出现某种病虫害的侵人． 

从 而由专家系统作 出正确的预测 = 

因此．在 上述的规则 特征表表示力法q ．还应 

包含周围栽种作物信息，气候情况，以便对病虫害作出 

及时的预测 ，早期进行防范 J。 

特征可表示为 ： 

特征 A：种子处理方法 “．．栽种季节 ，冬季气温 

“ ．当前温度 “ ．苗床管理 c ．株距 ‰．番茄品种 ， 

周围栽种蔬菜品种 ； 

可能发生的病虫害 C：早疫病 ．叶霉病 c：．厥霉 

病 ．晚接病 ，白绢病 ，菌棕病 ．牯萎病 ． 

脐腐病 c，一：，棉铃病 一．．桃蚜 c． 等等。 

A(“】． !． ，“8 J．C( 1．‘!．⋯ ．c ) 

H 为与A相应的栽种信息，而通过番茄栽种及植 

株、气候等特征{ ．}的某些方面的表征。可能会发生 

某种具体的霜虫害 = 1，2，-． 

则有 ： 

Lf H ～ A then P(j) 

式 中 H～^表示获取 的汪据 服从于特征 ．}． 

；表示对病虫害的预测 ，如果 H ～A为真 ．则 ( 给 

出了对可能发生的病虫害 ；所进行的预报及其预防操 

作措施 

2 3 病虫害的诊断 

番茄病虫害自勺发生往往具有传播 暴发性等．在 

重视防病虫害的前提下，当出现病虫害Ⅱ{．准确的诊 

断，则是控制根除病虫害的基础，显得非常必要。与其 

它诊断型专家系统 样，对病虫害的诊断是根据所得 

到得番茄植株得所有证据(事实)来推断所发生的病 

害或虫害种类，从而达到治疗病虫害的目自勺。 

这时，植株的发病症状就成了诊断的主要依据 J 一 

由于病虫害已经发生，表 1中的病虫害传染途径，发病 

条件则作为次要条件加以考虑．而处理措施将作为重 

要因素。病虫害症状 一 处理特征表如下 ： 

病虫害名 ^，症状 “ ，发病条件 ，传染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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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措施 n ．发病条件又可以进一步描述为 “， f 

I， 茎 “ 根 “! ，花 ：4，果实 “=i)，每一项可表示 

为 ．(生长时期．发病部位 ，病斑 ．斑霉．形态 )．(i= 

i，2．3，4，5)．根据症状 “ (叶 、茎、根 、花、果实)．从檀 

抹的各个部位的病况 ．推理 出番茄植株所患的病害或 

虫害。以番茄早疫病为例，果实 2 5(生长时期，发病部 

位．病斑 ，斑霉 ，形态)可表示为如图 1所示。 

／／／ 
7 7 ／＼ 7 八 

各个果期 果蒂 凹陷 轮纹 黑色 红 F裂 

图 I 病虫害特征描述树形图 

基于特征表的诊断方法可描述为： 

1 ～ “2 then (Ⅱ4 l A) 

～“2表示获取的证据 ，服从于“!(叶、茎、恨、 

花、果实j． ( I A)表示对病虫害 J4所作出的诊断 

的前提下，应采取的处理措施 ：根除病虫害的操作： 

3 结束晤 

蔬蕖栽培病虫害防治是一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 

随着栽培、育种等技术的改进，通过台理施肥强壮植 

株，提高其抗病能力。而另一方面．病害和虫害也会不 

断的进化、变种．出现新的种类 防与治自始至终总会 

存在：如表 I所示，笔者所讨论的方法，可以采用多媒 

体手段 将病虫害舶症状 特征更直观地展现蛤使用 

者，提高专家系统的效率和准确性。因此．研究痫虫害 

的预测、预报与诊断专家系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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