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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1 年 10 月 31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病虫害防控试验工作总结通知 

          近期活动 

基础资料：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病虫防控：对斗南苹果苦痘病的观察及防控建议 

          对苹果霉心病的初步观察及防控建议 

国外追踪：水果带动了有机农业的发展（下） 
************************************* 

病虫害防控试验工作总结通知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1 年，各综合试验站均按照病虫害防控研究室的方案（见信息简报第 1期和第 4

期）设置了试验，经过整个生长季的调查和病虫防控工作，今年的试验已经接近尾声，

希望能够在 11 月底以前，将示范区和对照区的试验结果分别传送给负责联系每个试验

站的植保岗位专家，以便于及时汇总。 

感谢各位站长和植保负责人一年来的辛勤工作！ 

************************************* 

近期活动 

 10 月 16 日，受苹果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专家孙建设教授的邀

请，来自美国华盛顿州柳林苗

木公司的美籍华人张宝和先生

在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作了

关于苹果苗木生产的学术报

告，报告以大量的图片展示了

柳林公司从砧木培育、接穗的

准备、苗的嫁接和商品苗生产

的整个过程，介绍了苗木的水、

肥和病虫害管理以及公司目前

正在推出和在未来 10 年准备陆续推出的新品种。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曹克强



教授、刘俊峰教授、保定综合试验站站长徐继忠教授以及来自园艺、植保和机电学

院的近百名师生听了报告。柳林公司是目前世界一流的苗木生产和销售公司，其苗

木生产的标准化和机械化程度之高让人感叹，在销售上的诚信又使人折服。张先生

的报告及答疑开阔了大家的眼界，受到广大师生的高度评价。 

 2001 年 10 月 15～17 日，苹果病害防控岗位专家李夏鸣一行三人到山东青岛、烟台

考察。时值红富士苹果采收期，在青岛农大李保华教授、董向丽教授陪同下，考察

了青岛栖霞观里村、蓬莱后河村、烟台东陌堂村、海阳土堆村、发城村、上屋庄村

果园，重点考察了果实病害发生情况。由于今年生长季节雨水多于往年，果实苦痘

病、黑点病发生普遍较重，所到果园不同程度都有发生，严重发生的果园病果率高

达 30%，一般果园在 10～20%。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果农的经济收入。通过走访果农，

普遍感到农家肥施入量大的果园发病轻，单纯使用化肥的果园发病重。例如观里村

王志益的 2.3 亩果园，施牛粪 30 方，树龄 25 年生，很少找到病果；相邻的王志本

的果园没有施农家肥，株施 5～6斤氮磷钾三元复合肥，病果率达 20%以上。此外，

套袋前喷药防病用药种类和喷药质量也对发病程度有所影响。考察期间还到烟台试

验站和青岛试验站参观学习，听取了姜中武站长和沙广利站长抗轮纹病砧木“烟砧

一号”和“青砧一号”的选育情况，感觉到这两个抗病砧木对轮纹病的防控作用明

显，值得推广应用。 

   
      苹果苦痘病                               苹果黑点病 

   
     考察烟砧一号                            考察青砧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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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10 月21 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主持的公益性行业（农业）专项“入侵

生物苹果蠹蛾监测与防控技术研究”2011 年年度工作总结及课题中期评估会在北京

召开。农业部种植业司周普国副司长、农业部种植业司植保植检处朱恩林处长、中

国科学院农业项目办公室段子渊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德兴副所长、科技

处朱江处长等领导出席了会议。项目咨询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张芝利先生、

北京市林保站站长陶万强先生、农业部苹果体系岗位专家、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曹克

强先生、郑州果树所陈汉杰先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雅林副校长以及参加项目的

16 个课题负责人和技术骨干4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项目负责人、农业部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王福祥处长主持。张德兴副所长、段子渊主任和朱恩林处长

分别代表项目主持单位、上

周普国副司长做了重要总

结讲话。项目首席专家张

润志研究员介绍项目总体

进展情况，项目参加单位

中科院动物所、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中国农科院郑

州果树所、河北农业大学、

甘肃农科院植保所、中国

农科院植保所、中国农业

大学、新疆农科院植保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新疆自治区植保站、甘肃

省植保植检站、宁夏自治区农技中心、陕西省植保总站、内蒙古植保植检站、黑龙

江省植保站和北京中捷四方科技有限公司等逐一汇报了所负责课题的重要研究进

展。项目咨询专家从项目总体目标、各个课题间的协调、技术研发与应用等各个方

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特别是在基础生物学特性的深入研究、监测和防控技术方

案的分局布局、新的农业措施如苹果套袋技术的影响评估、技术推广与宣传等方面

提出了实质性意见，并认为该项目研究要做好长期进行的准备并关注随时出现的新

问题和新需求。通过讨论，大家进一步明确了项目和课题的研究目标，确定了更多

联合、互补、协作的研究策略。 

10 月 26 日，新疆

级管理部门和农业部植保植检技术应用与管理部门讲话，

 伊犁综合试验站刘君 

 

站长及团队成员一行四人考察了保定综 

合试验站，岗位专家孙建设教授、曹克 

强教授、刘俊峰教授及团队成员邵建柱 

教授等陪同了考察及座谈，就苹果苗木、

果园机械和病虫害防控等多方面的合作 

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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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根据中国天气网 的气象资料

进行了查询和记录，表 1 和表 2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10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10 月中下旬各地日最低温度有较大波动，10 月中旬各地日最低

度多在 10℃以下，19-22 日有小幅度上升，而到本月底温度再次下降到 10℃以下。太

谷、兴城、银川、洛川和特克斯都有最低温降至

（http://weather.com.cn）对分布在全国 25 个苹果试验站

表 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10 月中下旬日最低温度及有效积温 

 

 
 
 
 
 
 
 
 
 
 
 
 
 

注：积温—10℃以上有效积温。 

表 2 全国 2

 

 

 

 

 

 

 

 

 

 

 

 

 

 

温

0℃的日数，最冷的地区为牡丹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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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内有 6天的日最低温度在 0℃以下。 

从表 2 降水情况来看，近半月降雨量显著减少，除本月中旬在牡丹江、特克斯、兴

城、营口和盐源有少许降雨，以及伴随着低温天气，在 10 月 22-23 日个别地区有一些

降雨

南部等地的

**********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进  王勤英 

斗南苹果原产 甜等特点，深受

人们喜爱。该品种适应力强， 烂病有较强的抗性，逐渐受

到种

外，其它时间各地都很少有降雨。这种天气对果实的采收十分有利。 

    预计未来 10 天，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

江淮东部降水量一般有 10－30 毫米，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

部分地区有 40－70 毫米，江南东部局地可达 100 毫米左右。具体过程如下：2 日至 3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

地区有大雨；新疆西部、西藏东南部有小到中雪（雨）。3日至 4日，西南地区东部、西

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

新疆西部部分地区、黑龙江中部等地有小到中雪（雨）。4日至 5日，西南地区东部、西

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新疆西部部分地区

小到中雪（雨）。5日至 6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江淮、江

南、四川盆地、贵州等地有小到中雨。6－8日，西南东部部分地区、西北地区东南部、

东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邹庆甲、仇微整理） 

***************************************

对斗南苹果苦痘病的观察及防控建议

于日本，因其果实个大、果面鲜红亮丽、果肉细脆甘

成花容易，对苹果轮纹病和腐

植户的青睐。但是，该品种极易得的一种病害——苹果苦痘病却严重影响了果品的

质量，降低了果农的收入。 
 
 
 
 
 
 
 
 
 
苹果苦痘病又称苦陷病、皮孔陷斑病，是在苹果成熟期和贮藏期常发生的一种生理

性病害，主要表现在果实上。患病果实果肉干缩，表皮凹陷坏死，有苦味，不能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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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现苦痘病的发生

有如

利用。因此，我们认为在斗南苹果生产中，一方面

要通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曹克强  徐涛  邹庆甲 

斗南苹果个大 病却是该品种的

一个致命伤。 
 

往研究认为，

菌主要包括链格孢、粉红单端孢等多达十几种真菌，

的防

苦痘病，一般认为是由于缺钙造成的。目前常通过根施和叶面喷施钙肥的方法来减

轻该病的发生，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单纯的补钙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斗南苹果的苦痘

病问题。影响钙元素吸收、利用的因素非常复杂。即使在同一个果园，采取相同的栽培

管理措施和补钙措施，苦痘病的发病率在株间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的王套兰师傅从事苹果种植近 20 年，是当地有名的苹果种植

高手。针对斗南苹果的苦痘病问题，老王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与试验，发

下规律：在相同耕作管理条件下，树势旺的果树发病率高于树势弱的果树；初结果

树的发病率高于老树；负载量低、单果重量偏大的果树病情更严重。作者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在望都县许庄村万亩苹果基地对斗南苹果苦痘病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

显示：树势旺、负载轻、单果偏大的果树发病率在 10%左右，树势弱、负载重、果实个

头偏小的果树发病率仅为 2%左右。 
由此可以看出，果树长势对钙的吸收和利用有一定的影响。树势旺会限制钙的吸收，

即使人工补充再多的钙也无法被吸收

过控制肥水，避免树势过旺，另一方面也要通过适当增加果树负载量的方法，来减

轻苦痘病的发生。 

************************************************* 

对苹果霉心病的初步观察及防控建议

、口味好、着色鲜艳，很受消费者喜爱，但是，霉心

 
 
 
 
 
 
 
 
以 霉心病菌从花期到幼果期均可通过萼筒侵入果实，引起霉心病的病

花期遇雨当年发病严重，对霉心病

治主要是花期喷药，有的专家建议在初花期和落花 70%-80%时喷药两次，可有效地

防控苹果霉心病。 
在我们对苹果霉心病发病果实的观察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凡是发生霉心病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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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其萼筒都是张开的。这就使我们怀疑霉心病

菌是

知道

否是在萼筒张开以后才开始侵入果实，如果

真是这样的话，萼筒张开时以及距萼筒张开以前

最短时间的喷药防治应该是最有效的病害防控

措施。 
以往人们认为的开花以后子房就被病菌侵

染主要是基于对组织中病菌的分离和鉴定。我们

，植物组织中内生菌很多，即使是健康的组

织，只要经过分离就会得到多种真菌，链格孢也

是常见的种类之一。我们认为所分离到的这些真

菌未必就是引起霉心病的病原菌，因为至今尚未

见到用这些分离菌所做的自然接种试验，原因很

简单，模仿自然条件进行接种试验非常困难，主

要因为从接种到发病历时很长，多种环境因素对

侵入和发病过程有影响，通过针刺注入菌液等方式

然发病的侵入方式。 
 
 

虽然能够引起果实发病，但这不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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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败谢的花药极易被病原菌侵染     

我们初步的观察，花期虽然子房心室就有了空隙，但是花萼口一直是闭合的。套

袋前 解剖观察，现

在还

 
 
 
 
 
 
 

 落花            膨大期的幼果萼凹处下陷 

 
 
 
 
 
 
 
 
 
    个别果实萼凹处有开裂现象               左面果实切开后可见病菌正向果心发展 

 
 
 
 
 
 
 
 
 
     霉心病在成熟果实的初期症状                         健康的果实 

经

的幼果期也未见到萼筒开放，由于今年未对套袋后的果实分阶段进行

不能肯定到底萼筒是何时张开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套袋过程中病菌已经能够

侵入果实并导致发病。因为对刚解袋的果实进行解剖观察，发现已经有不少果实发生了

霉心病。这里不排除摘袋后一些萼筒张开的果实会继续被病菌侵入而引致储藏期发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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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链格孢和粉红单端孢等都是弱寄生菌，败谢的花器是病菌最易侵染的部位，花期降

雨有利于病菌的繁殖及病菌向萼筒内的转移，因此，花期雨多，当年霉心病的发生就重

也不

想，如果套袋前对每个果实的萼凹处进行某种处

理可

积 3 亩，树龄 6 年，主栽品种是富士，斗南品种作为

授粉

心花的一半，即 4%，由此看来，留边花可以减轻霉心病的发病率。更

让人

花和中心花对霉心病发病率和单果重的影响 

处 中心花果重（克）

难理解。但是，如果病菌真是从张开的萼筒侵入的话，那么萼筒张开时萼筒内的病

菌数量以及当时的环境条件才是导致霉心病是否严重发生的直接因素。如果萼筒是在套

袋以后的果实膨大期才开始张开，并在套袋以后才侵入果实，那么推测，套袋前对果实

的均匀喷药会比花期用药防效更好。 
然而，问题是随着果实的膨大，萼凹下陷，而且果实开始下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

化学防治很难使萼凹处接触到药剂。设

能会非常有效，但问题是这样做可能会很费工、费时，目前还没有可行的方法。因

此，花期用药尽管存在诸多风险，仍然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与防治其它病害一样，由于

喷药很难做到每个花器都沾着药剂，因此，化学防控的手段很难达到完全铲除霉心病的

目的，还需要辅以其它防病措施。 
有人说，疏花时留边花会减轻霉心病的发生。为了验证此说法，2011 年我们对顺平

县斗南品种进行了初步的测试。 
当地果农在疏花时仍然是留中心花，基本没有留边花的。今年我们在南神南村杨路

勇的果园进行了试验，他的果园面

树。今年春季，特选择 10 株斗南树，其中 5 株疏花时留中心花，另外 5 株留边花。

10 月上旬，我们在每株树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采摘 5 个果实，每株树共 20 个

果，将这些果实连同上面的纸袋一同带回实验室，对这些果实进行了称重和解剖观察，

结果见表 3。 
通过 2010 年的初步试验结果可以看出，中心花确实发病较重，发病率达 8%，而边

花发病率仅为中

感到高兴的是边花所结果实比中心花的果实个大，边花平均单果重 321.5 克，而中

心花平均单果重为 300.1 克。 
以上结论仅是基于一年的数据，还需要今后进一步重复验证。 

表 3 斗南品种边

理 边果发病率（%） 中心果发病率（%） 边花果重（克） 

重复 1 288.6 5 5 304.0 

重复 2 5 10 336.1 288.3 

重复 3 5 0 319.7 287.5 

重复 4 5 15 337.5 332.7 

重复 5 0 10 310.5 303.3 

平均 4 8 321.6 300.1 

注：每个重复的 为 20 个果实的平均值。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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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带动了有 农业的发展 ） 
[ ] Matt Milkovich 

东部 
与一般观点相反，有机果树协会 克·霍克认为，美国东部一半以上

的地区都可以种植有机果树，他说：“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跨美

求。 

在农副产品加

工、

这不

的需

某种程度上对有机生产表现出兴趣。康奈尔大学教授默温说：

其中仅有少数是通过有机认证

的。

错，他们产品仍有更高的淘汰率。默温认为东部

地区

机 （下

美

（OTFA）总裁杰

成立于几年前的有机果树协会（OTFA）致力于教育、研究和宣传商业有机果树生产。

目前有成员 50 余名，其中大多数都通过了有机认证或正在转型。他们的农场、果园横

国中西部地区，从密苏里州、明尼苏达州到密歇根州均有。 
霍克与她的丈夫在明尼苏达州的东南部经营着通过有机认证的霍克果园。作为一个

有机园主，霍克切实感受到中西部和东部市场对有机果品的迫切需

霍克有机园种植的水果有浆果、樱桃、李子、杏和葡萄等 50 多个品种，但最多的还

是苹果。据果园的网站介绍，去年她们有 45 英亩园区通过了有机认证，

包装及分销等各个环节均达到有机生产的要求。 
三年前她们就决定

实现园区的全面有机化。

是一个追求时髦的

决定，她们确信有机化可

以为她们带来更大的收

益，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霍克说，她们单靠经营果

园而不用再从事其他工

作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实际上，她们还远不

能满足周边对有机水果

求。霍克也不能确定

中西部还有多少地区可

以进行有机水果生产，但

很多东部种植者都在

“在纽约州，3 月份近百名果农参加了有机果园研讨会，

她确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标志性事件。” 
与华盛顿州、智利、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有机苹果相比，美国东部地区的苹果外观不

那么完美。即使他们生产中不出任何差

将来不会有大规模的有机苹果生产，但由于当地对有机食品的需求，有机市场确实

是存在的。 
纽约有 720 个商业果园，面积近 4 万英亩，其中 62 个果园通过有机认证，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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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英亩。2008 年，纽约的有机果园共盈利 140 万美元，与密歇根州 703 英亩有机果园

的盈

种植园区的一部分。一些有机果品通过合同销售给婴幼儿食品厂或其他

加工

建立现代高密度的有机果园会更好、更有利可图。 

蝇等新害虫是更大的挑战，有机果园的有害生物防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昂

NOP 副主任麦

克沃

一方面来看，传统种植方式也受到有机生产的影响，不断有一些

和成本攀升。” 

农场是有利的。 

主    编

联系电话：0312-7528157，13070561269   邮箱：apple_ipm@yahoo.com 

网    站：中国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网（http://www.apple-ipm.cn） 

利相同。 
在纽约，几位农场主经营着绝大部分的有机果园，他们世世代代进行商业水果种植，

有机园只是他们

网点，另一些则直接进行销售。 
大多数有机果园是由旧果园改造并转型而来的，这些果园在许多方面都很过时。果

农们发现，重新开始选种抗病品种，并

将来 
 对有机果园来说，防治像茶翅蝽（the Brown Marmorated Stink Bug）和斑点翼果

贵。 
有机产业也难免

争议。

伊说：“几年前，

少数在加利福尼亚州

的有机肥料制造商，

因为在产品中添加未

经批准的材料而被调

查，虽然这只是一个

小插曲，但已使有机

行业的声誉受损，并

受到美国有机计划局

（NOP）的批评。从

那时起，NOP 和加利

福尼亚州政府严格有

机规则，以防止类似的

Grieshop 说：“从另

有机生产技术被采用到常规园的管理中，使得投入增加

事情再次发生。” 

他还表示，本地食品的发展将继续影响有机生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倾向于

“本地的有机食品”，而不仅仅是有机食品，这对人口密集地附近的有机

                                   （张瑜译，曹克强校） 

************************************************* 
：曹克强             副主编：国立耘、李保华、陈汉杰、李夏鸣 

责任编辑：杨军玉、王树桐、王勤英、刘顺、胡同乐、王亚南、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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