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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套作防治作物土传枯萎病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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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物间套作是农业生态系统中常见的一种种植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中，两种或多种作物不仅可以充

分利用光、热、水、气、肥等资源，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力，而且还会影响植物病虫害发生。连作引发的枯萎病

是影响很多作物减产的重要原因。通过合理间套作，可以有效地提高作物的抗病能力，以达到自然控制枯萎病的目的。

本文首先综述了国内外不同作物间作模式对土传枯萎病的防治效果；其次，从田间小气候改变、寄主形态及生理改变、

诱导寄主抗性、养分高效利用、抑制病原菌及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方面对控害机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

对当前间作防控土传病害的局限性进了讨论，并对未来利用不同作物间作防治植物土传病害的研究方向及间作防控土

传病害研究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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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或套种，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生育季节相近

(或相同)的作物在同一块田地上同时或同季成行间

隔种植[1–2]。间作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步

认识和掌握的一项增产措施，它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的

株型、叶型、根系、营养特性的不同及生态方面的差

异，充分利用光、热、水、气和肥等条件，以获得比

单作更高的产量和经济收益[3–5]。同时，这些措施的

合理应用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作物群体对逆境生

理的抗性，控制或减轻某些病虫害的发生，达到“不

施农药，胜施农药”的效果[6–8]。近年来，作为生物

防治和农业防治的一种重要措施，间套作日益引起人

们的重视。同时，利用间套作来控制作物病虫害的相

关研究报道不断增多，其中关于间套作抑制作物土传

枯萎病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  间套作防治作物土传枯萎病的效果 

1.1  对黄瓜、西瓜枯萎病的防控效果 

枯萎病是危害黄瓜、西瓜生产的重要土传病害。

合理间、轮、套作是防治西瓜、黄瓜枯萎病的一种有

效方法。Ren等[9]采用盆栽试验研究旱作水稻与西瓜

间作对西瓜枯萎病的影响，结果表明西瓜定植 25 天

后单作西瓜开始出现枯萎病发病症状；40 天后，单

作西瓜有 66.7% 发病，44.4% 西瓜苗死亡，而间作

西瓜生长正常，无发病和死亡现象，鲜重和株高均显

著高于单作处理。筒篙与西瓜间作降低了西瓜根系活

跃吸收面积，增加须根数量，使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

增强，促进了西瓜生长发育、降低枯萎病的发生，提

高西瓜产量。在距西瓜根部四周 10 cm左右低密度

套作茼蒿，并控制筒篙株高 10 ~ 15 cm，促进作用

更大[10]。东北农业大学采用小麦伴生控制西瓜枯萎

病的发生，方法为：栽植西瓜 2 ~ 5天后将伴生作物

小麦播种于西瓜植株一侧；待小麦长至 15 ~ 20 cm时，

割除伴生作物地上部分；重复种植伴生作物、割除地

上部分 2 ~ 3次后终止割除，继续培育西瓜至成熟，

能有效控制西瓜枯萎病的发生[11]。湖南东安地区采用

大蒜–西瓜–晚稻耕作栽培模式，该模式下西瓜在同一

田块可连作 5 ~ 6年，在显著提高西瓜单产的同时，

可减轻西瓜枯萎病的危害，经济效益十分可观[12]。 

Yoshihisa[13]报道在日本枥本县，自从使用洋葱与

葫芦科作物间作的方法，即使在瓜类连年种植的情况

下，枯萎病亦危害不重。黄瓜与大蒜套种减轻瓜类枯

萎病的发生也早有报道[14]。近年来，东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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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用小麦、三叶草、毛芍子与黄瓜间作，研究不

同作物间作对黄瓜病害和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 3

种作物间作均降低了黄瓜角斑病、白粉病、霜霉病和

枯萎病的病情指数和尖孢镰刀菌的数量。其中小麦/

黄瓜间作和三叶草/黄瓜间作的黄瓜枯萎病的病情指

数最低[15]。杨阳[16]采用不同品种的分蘖洋葱分别与

黄瓜间作，发现在黄瓜两叶一心及三叶一心时，间作

显著降低了黄瓜根际土壤尖孢镰刀菌的数量，显著降

低了黄瓜发病率和病情指数。Pavlou 等[17]采用莴苣

和黄瓜间作的方法成功降低了黄瓜枯萎病的发生。 

1.2  对蚕豆、豌豆枯萎病的防控效果 

小麦 /蚕豆间作在云南省应用较为普遍。范桂

萍 [18]在云南玉溪市峨山开展田间小区试验进行了油

菜 /蚕豆间作控制蚕豆病虫草害的研究，结果发现

间作蚕豆枯萎病平均发病率 9.02%，单作发病率

15.36%；并提出了适合在云南峨山地区推广的油菜/

蚕豆间作优化栽培方案。董艳等[19]开展了小麦、蚕

豆间作的盆栽试验，研究间作条件下不同施氮量对蚕

豆枯萎病发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蚕豆分枝期、开花期

和鼓荚期，间作处理均能显著降低蚕豆枯萎病的发病

率和病情指数，分枝期间作蚕豆枯萎病发病率和病情

指数分别比单作降低 35.3% 和 54.1%；间作蚕豆开

花期枯萎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平均比单作降低

26.6% 和 66.0%；与单作相比，间作平均使蚕豆鼓荚

期枯萎病病情指数显著降低 29.2%；在枯萎病发病初

期和盛期间作降低蚕豆枯萎病发病率的效果都极为

显著，随蚕豆枯萎病发病程度加重，间作对发病率的

控制作用急剧下降，而对病情指数的降低作用仍保持

在较高水平，表明小麦蚕豆间作能有效减轻蚕豆枯萎

病的病情。陆金元等[20]对江苏省常熟市不同种植模

式下的豌豆枯萎病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豌

豆连作后枯萎病发病严重，平均病株率 60% ~ 80%；

而与禾谷类玉米、蔬菜特别是葱、蒜等作物间作 2 ~ 3 

年后，病害明显减轻，病株率 10% 左右。Abdel- 

Monaim等[21]盆栽试验结果也表明，与茴香、葱、蒜

等作物间作能降低扁豆枯萎病的发病率，其中茴香抑

制作用最佳，茴香扁豆间作发病率为 12%，而单作发

病率为 29% ~ 30%。 

1.3  对香蕉、棉花等作物枯萎病的防控效果 

在广东省香蕉生产实践中，香蕉/韭菜间作技术

使香蕉枯萎病得到了有效抑制。黄永红等[22]2007—

2010 年生产实践调查中发现，应用该技术，香蕉枯

萎病发病率可下降至 5% 以下，甚至更低。韭菜处

理的田间试验中，香蕉枯萎病平均发病率仅为 1.73% 

(对照为 52%)。盆栽试验中，韭菜间作对香蕉枯萎病

抑制率为 85.9% , 病情指数抑制率为 82%。海南大学

的汪军等[23–24]研究了香蕉/红薯套作对香蕉枯萎病的

防治效果，结果表明香蕉移栽后的 120天内，套作条

件下的枯萎病发病程度均低于单作，套作防效为

47.7% ~ 69.6%。 

周丽华等[25]研究了红壤旱地不同棉田种植模式

下病虫草害发生情况，发现棉花与辣椒、玉米、花生、

豇豆等间套作种植模式相对棉花单作能有效地减缓

棉花枯萎病和黄萎病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两种病害

发病率平均比单作分别低 8.02% 和 9.28%，病情指

数平均比单作分别低 7.48% 和 11.06%，其中棉花间

作豇豆优于其他种植模式，适于红壤旱地推广应用。 

在云南蒙自石榴园发生的石榴枯萎病，对石榴生

产破坏严重，该病 2003 年在云南蒙自县发病率已高

达 11.2%[26]。云南农业大学的汤东生等[27]采用盆栽试

验，研究了 6种不同作物与石榴套作对其枯萎病的防

治效果，发现在不同作物套栽的 136天内，番茄、大

葱和大蒜与石榴间作，均能较好地控制石榴枯萎病的

发生；番茄、大葱和大蒜间作处理对石榴枯萎病平均

防效分别达 78.14%、80.99% 和 78.91%；而大豆、

芫荽、青菜与石榴间作处理的病情指数较高，与对照

非常接近。马建华等[28]研究了宁夏 10种不同作物种

植模式对蔬菜枯萎病发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番茄/梅

豆、番茄/月菊间作模式能有效控制番茄枯萎病发生。

Riaz 等[29]采用盆栽和田间试验研究了洋葱、小白菜、

甜椒、芸芥、向日葵、苜蓿、玉米、长春花、月季等

9种作物与剑兰间套作对剑兰枯萎病的影响，发现除

长春花和月季外，其他作物间作模式均能减轻田间剑

兰枯萎病的发生。盆栽试验中，苜蓿/剑兰间作与小

白菜/剑兰间作防病效果最好，病害抑制率分别达到

53%、49%。番茄与韭菜[30]或者万寿菊[31]间作后，枯

萎病发病率显著降低。与红花/高粱间作系统相比，

红花 /鹰嘴豆间作后，红花枯萎病的发病率降低了

77%[32]。Zewde等[33]报道，大蒜与十字花科属植物间

作后，减轻了枯萎病的发生。LaMondia 等[34]报道，

与高粱或者燕麦间作后，草莓枯萎病菌数量较单作下

降，发病率显著降低。玉米/大豆间作系统中枯萎病

菌的数量较玉米单作及大豆单作均低[35]。 

2  间套作防治作物土传枯萎病的机理 

近年来，间作控制土传病害的机理研究取得了显

著进展，主要包括田间小气候改变、寄主形态及生理

改变、诱导寄主抗性、养分高效利用、土壤微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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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2.1  改变了田间小气候 

大量研究表明，间作系统田间温度较单作低 1 ~ 

5℃，湿度与单作也不相同。由于玉米的遮荫作用，

玉米/大豆间作可使大豆的角斑病明显减轻[36]。间作

白菜的田间气温比单种菜地降低 0.5℃，地面温度降

低 2℃，使得白菜白斑病减少 20%，白菜软腐病和霜

霉病的发生也明显减轻[37]。Gómez-Rodriguez 等[38]

研究表明，空气湿度超过 92% 并至少维持 6 ~ 9 h，

是单作番茄早疫病菌 Alternaria solani产孢的必要条

件。当番茄与万寿菊间作后，叶片保湿时间缩短了

2.9 h，间作番茄早疫病病情指数比单作下降 27%。

田间小气候的改变除了受到种植模式的影响，与间

作作物的生育期也有关系。Schoeny 等[39]研究发现

与大麦或者小麦间作时，豌豆叶片维持湿润的时间

在大麦或小麦不同生育期变化很大；开花前，间作

豌豆叶片保持湿润时间比单作长，开花之后则相反；

与之对应的，开花期间作豌豆发病率高于单作，开花

之后则相反。 

间作田间小气候的变化还会间接对土壤理化性

状产生影响，如香蕉/红薯套作对土壤形成有效覆盖，

减少了阳光对土壤的照射，保持土壤温度、湿度和营

养等理化因子的稳定，土壤有机质等营养物质的含量

和溶解氧增加，土壤 C/N 合理，促进了土壤微生物

对有机质、肥料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循环利用和增

殖，提高有益菌土壤定殖和抑制病原菌作用，有利于

恢复土壤微生态平衡，达到控制病害的目的[22]。 

2.2  改变了寄主形态及生理特征 

间作除了能通过改变田间小气候，进而改变病原

菌的入侵和病害发生过程，还能引起寄主作物自身的

形态学及生理上的变化。Gómez-Rodríguez等[31]研究

表明，番茄/万寿菊间作系统中，间作番茄的节间更

长，叶片更细长，叶面积更大，叶片维持湿润的时间

缩短。除了形态学的变化，间作番茄光合作用和呼吸

作用强度与单作番茄也不同，这些生理变化导致番茄

抗性的改变。姜丽等[10]研究发现茼蒿/西瓜间作能增

加西瓜须根的数量和根系活跃吸收面积。 

2.3  诱导寄主产生抗性 

西瓜与旱作水稻间作时，水稻根系分泌物的香豆

酸、西瓜根系分泌的阿魏酸及水杨酸对西瓜植株系统

获得性抗性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西瓜自身抗枯萎

病的能力。外源施加香豆酸提高了西瓜根系几丁质酶

基因和叶片苯丙氨酸解氨酶基因的表达，提高了根系

中的几丁质酶和 β-l,3-葡聚糖酶的活性，从而提高了

西瓜抗枯萎病的能力[9]。浓度为 80 g/L的茼蒿根、茎、

叶水浸液，能缓解苯甲酸、肉桂酸对西瓜种子萌发及

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随着浓度增加缓解效果明显，

茼蒿水浸液能提高酚酸胁迫下的西瓜幼苗叶片保护

酶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活性，

降低丙二醛含量和电解质渗透率，从而提高幼苗自身

的防御能力，降低膜脂过氧化程度，降低西瓜枯萎病

的发生[10]。Xiong 等[40]采用微距阵方法研究了玉米/

花生间作系统中玉米根系抗逆蛋白的表达，结果显示

与单作相比，间作玉米根系茉莉酸生物合成过程中的

2个关键酶丙二烯氧化合酶和 12-羰-植物二烯酸还原

酶表达显著增加，推测茉莉酸是调控间作作物根系互

作，提高玉米系统抗性的信号分子。 

2.4  改善土壤养分状况 

植物病害的发生受到病原物、寄主和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矿质营养是植物正常生长发育所必须的，一

方面可以作为植物组织的构成成分或直接参与新陈

代谢而起作用，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改变植物的生长方

式、形态和解剖特征，如使表皮细胞加厚、高度木质

化或硅质化，形成机械屏障增强其抗病能力。因此，

矿质营养这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可以影响寄主和病原

微生物，进而影响植物病害的发生[41]。Xiao 等[42]连

续 2 季盆栽试验研究不同大蒜种植密度对黄瓜产量

和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黄瓜/大蒜间作后

产量较单作黄瓜增加，黄瓜的氮、磷、钾、钙、锰及

根系铁含量显著高于单作黄瓜的镁含量和地上部铁

含量；间作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

钾含量随着大蒜球茎的种植密度增大而增加，其中

有机质和碱解氮含量与大蒜球茎种植量线性相关；

说明连作黄瓜产量和土壤养分的改善可以通过混作

大蒜来达到。禾本科与豆科作物互作，能提高碳、氮

在豆科作物中的周转速率，进而能提高作物产量。

Chapagain等[43]研究发现，豌豆与大麦间作，豌豆根

瘤数量比单作提高 27% ~ 45%，生物固氮量较单作提

高了 9% ~ 17%，地上部碳积累量提高了 53%。在小

麦/蚕豆间作系统中，由于蚕豆改善了小麦的氮钾营

养状况，从而抑制了小麦锈病的发生，间作相对防效

达 12% ~ 100%[44–45]。Guo等[46]研究表明花生/玉米间

作改善了花生的铁营养,间作花生根际土壤有效铁含

量增加了 0.2 ~ 2.64 mg/kg；花生根表皮细胞 Fe(III)- 

DMA转运相关基因AhYSL1和铁还原酶基因AhFRO1

表达量增加。 

2.5  对土传枯萎病菌的抑制作用 

作物土传枯萎病的发生与发病程度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土壤和根际土壤中病原菌数量[47-48]，间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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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分泌物中的化感物质对病原菌有抑制作用，因而能

达到防治枯萎病的效果[49]。在间作系统中一种作物

可以通过分泌特定的化感物质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

和繁殖，从而达到抑制病害的作用[50–52]。Gao 等[53]

连续 2 年的玉米/大豆连作试验研究表明，间作抑制

大豆枯萎病的效果随着 2 种作物种植距离的增加而

减少，说明间作作物根系的互作是控制病害发生的重

要原因；在间作系统作物根系检测到 5 种酚酸物质，

其中肉桂酸分泌量显著高于玉米单作或大豆单作；肉

桂酸对大豆枯萎病病原菌 Cylindrocladium parasiticum 

有较强的抑制作用。Pavlou 等[17]研究表明，莴苣根

系分泌的化感物质对黄瓜枯萎病致病菌有抑制作用，

可用来防控黄瓜枯萎病。水稻的根分泌物可以显著抑

制尖孢镰刀菌孢子萌发和孢子生殖，从而抑制了西瓜

枯萎病的发生[54]。与单作西瓜根际相比，间作旱作

水稻的西瓜根际尖孢镰刀菌数量下降了 91%，真菌

的数量也降低，但细菌和放线菌的数量增加；进一

步证实水稻根系分泌物中的香豆酸能抑制尖孢镰刀

菌的生长，因而西瓜间作水稻能控制西瓜枯萎病的

发生[54]。大葱根系分泌物中的化感物质对黄瓜枯萎

病菌有抑制作用[55]，采用 MALDI-TOF-TOF 方法对

间作大葱根系蛋白谱进行研究，发现与黄瓜间作后，

分内洋葱根部苯丙素和有机硫化合物合成的响应蛋

白均上调，此类化感物质可能是降低黄瓜枯萎病发生

的主要原因[56]。除了根系分泌水溶性物质，一些植

物产生的挥发性物质对病原菌也有抑制作用。Zhang 

等[57]发现在韭菜叶片和根系产生的挥发性物质2-甲

基-2-戊烯醛和 4 种有机硫化合物(二甲基三硫醚、二

甲基二硫醚、二丙基二硫醚、二丙基三硫醚)对香蕉

枯萎病致病菌Fusarium oxysporum f. sp. cubense race 

4 有抑制作用，其中2-甲基-2-戊烯醛和二甲基三硫醚

的抑制作用最强。Tong 等[58]研究表明，芝麻和甘蓝

间作提高了甘蓝吲哚类硫代葡萄糖苷的含量，硫代葡

萄糖苷具有光谱杀菌性。Zewde 等[33]报道，芸薹属植

物产生的挥发性异硫氰酸酯类物质对大蒜白腐病病

原菌 Sclerotium cepivorum的抑制作用，是降低大蒜/ 

芥菜间作系统中大蒜白腐病发病率的主要原因。万寿

菊根提取物中的主要成分——精油能有效抑制西瓜枯

萎病，10 mg/ml 精油提取物的抑制率在 24、36 和 48 h 

分别为 62. 83%、58. 31% 和 56. 30%；在西瓜枯萎病

的 3 主要发病期(苗期、伸蔓开花期和座果期) 施用精

油提取液，西瓜枯萎病发生率显著降低；大蒜浸提液

能够明显抑制西瓜枯萎病病原菌菌丝的生长[59]。 

2.6  改变了土壤微生物数量和群落结构  
除了病原菌数量，土传病害的发生与根际微生物

的数量、区系组成和群落结构关系密切。间作作物引

起主栽作物根际土壤中的微生物多样性增加，这有利

于抑制植物土传病害的发生。当微生物群落结构越丰

富，物种越均匀，多样性越高时，对抗病原菌的综合

能力就越强[60]。间作体系中地上部植物多样性与地

下部微生物多样性存在紧密联系，地表生物多样性增

加，土壤中微生物多样性也更加丰富。因此，在间作

系统中，根际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增加也是抑制植物病

害的主要原因。 

小麦/黄瓜间作显著提高了土壤真菌的数量，极

显著提高细菌的数量，小麦/黄瓜间作、毛苕子/黄瓜

间作和三叶草/黄瓜间作极显著地降低了尖孢镰刀菌

的数量以及尖孢镰刀菌占真菌的比例。小麦、毛苕子

与黄瓜间作均能提高黄瓜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

性，其中，小麦/黄瓜间作对黄瓜根际土壤微生物群

落多样性的影响最为突出[15]。与青蒜、罗勒间作后，

番茄根际土壤的枯萎病菌数量显著降低，丛枝菌根真

菌在番茄根系定殖量增加[61]。西瓜/旱作水稻间作系

统中，间作西瓜根际的尖孢镰刀菌数量显著低于单

作；50 天后，间作西瓜根际土中的真菌数量显著低

于单作，而细菌、放线菌及总微生物数量均显著高于

单作；磷脂脂肪酸(PLFA)法分析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发

现，单作处理的西瓜根际土壤中真菌数量较多，细菌

数量较少，而且主要是革兰氏阳性菌，而间作西瓜根

际则含有较多的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和放线

菌[62]。与单作相比，小麦/蚕豆间作显著增加了蚕豆

根际的细菌、真菌、放线菌数量、微生物总数和微生

物多样性，尤其以真菌和放线菌的增幅较大[19]。除

了小麦，洋葱/黄瓜、大蒜/黄瓜间作也能显著提高黄

瓜根系土壤细菌多样性，其中大蒜/黄瓜间作比洋葱/

黄瓜间作对土壤真菌群落结构影响更大[63]。玉米/蚕

豆和玉米/鹰咀豆间作后其根际微生物多样性指数显

著高于单作[64]。宋亚娜等[65]研究表明，小麦/蚕豆、

玉米/蚕豆和小麦/玉米间作改变了根际细菌群落结构

组成，提高作物根际细菌群落多样性；小麦/蚕豆间

作对作物花期根际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最为突出；玉

米/蚕豆间作主要表现出对苗期玉米根际细菌多样性

的显著提高和群落结构组成的改变。除了微生物，间

作还提高了土壤无脊椎动物的群落多样性，苍术/花

生间作降低了弹尾目动物的数量，提高了螨目动物的

数量[66]。  

3  展望 

枯萎病是一种世界性的土传病害，科学家们提出

了各种防治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各有利弊。利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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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化感作用采用合理的间、轮、套作技术，是控制

病害的有效手段，合理的间混作模式往往可以提高

田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效控制作物土传病害的

发生[67]。不同作物品种间作对一些病害具有控制作

用，但不是对所有的病害都有控制作用，小麦与大麦

间作、小麦与蚕豆间作对条锈病和大麦白粉病具有

较好的控制效果，对小麦纹枯病没有控制效果， 对

白粉病的效果不明显[68]。间作作物对土壤病原菌的

抑制效果还受到作物品种和土壤温度、水分含量等

的影响[69]。不合理的模式不但会争夺主栽作物养分

和水分，进而降低产量，还会增加病害发生率和发生

程度[70–73]。为提高间作防治作物土传病害的效果与

稳定性，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还应该在以下 3 方

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1) 利用间作作物化感作用来防治植物土传病害

的效果与土壤病原菌数量、土壤温度、湿度、间作作

物种植密度及生育期密切相关，因此，应考虑到土壤

中主要病原菌数量消长规律来确定间作作物的栽植

时间。同时，应摸清间作作物不同生育期根系分泌物

的化感效应差别，以筛选化感效应最强且生育期最长

的作物品种。 

2) 机理研究方面，一方面可运用基因组学、蛋

白组学等方法，深入研究间作系统中化感作用对植物

光合、养分吸收与代谢、植物病程相关基因表达与蛋

白活性的影响，揭示间作提高作物抗病性的分子基

础；另一方面，从土壤微生物出发，采用高通量测序

技术，细致研究间作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明确土壤中改善作物养分吸收、抑制土传病原菌的关

键微生物种群。 

3) 在应用技术方面，目前主要采用一种方式，

如将植物耕翻入土、间作或轮作来防控土传病害。也

有人为提高防控效果，会人为添加功能微生物、施入

生物有机肥或者浇灌植物浸提液等，但外源菌种的加

入是否会对土著微生物造成影响，其协同或竞争机制

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由于不同地区土壤类型不同，因此有必要加

强适合不同类型生态区的间套作模式研究，对当地的

作物品种资源进行遗传背景和当地的主要病虫害种

类以及病菌的遗传结构进行研究分析，以获得最佳的

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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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Fusarium Wilt Disease Suppression by Intercr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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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cropping is a common cropping system strategy in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In intercropping system, two or 

more crops growing in close proximity c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crop yield per unit by fully utilizing the resources of light, heat, 

water, air and fertilizer, but also influence the incidence rate and severity of diseases and pests. Fusarium wilt disease caused by 

continuous cropping can decrease the yields of many crops. It is reported that fusarium wilt disease could be controlled naturally 

by improving crop resistance against diseases in intercropping systems. In this paper it reviewe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comparing fusarium wilt disease incidence in monocrops and intercrops, and in most of the studies intercropping reduced diseas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intercrops affect disease dynamics include modification of microclimate, especially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changes in host morphology and physiology; induced resistance in hosts; effective use of plant nutrition; direct 

pathogen inhibition and improved microbial diversity in soil. The limitation in using intercropping to control soilborne diseases 

and the research prospects in the future and hotspots concerning disease control by intercropping were also discussed and 

highlighted. 

Key words: Intercropping; Fusarium wilt; Allelopathic effects;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