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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资料：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2011 年秋季不同苹果产区降雨概况 

病虫动态：2011 年苹果“苦痘病”发病情况调查与病因分析 
病虫防控：对易发生冻害的区域要适时进行果树涂白 

科学运用扒皮技术使苹果树脱胎换骨重振雄风 
国外追踪：今年美国的苹果产量将与往年持平 
************************************* 

会议通知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为了及时总结近两年来的苹果病虫害研究进展和防控技术经验，促进学术交流并提

高苹果产区病虫害防控水平，定于 2011 年 12 月 9-11 日在河北保定市同美宾馆，召开

“第二届全国苹果病虫害防控技术研讨会”，欢迎广大业界朋友前来参会。具体会议通

知，请参见“中国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网（http://www.apple-ipm.cn）”的新闻动态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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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 

 11 月 7-8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1 年学

术年会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教学、科研、

生产单位以及企业的 900 余名代表参加了

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植保科技创新与病虫

防控专业化”。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的岗

位专家曹克强教授、陈汉杰研究员以及团队

成员王勤英教授、王树桐教授和张金勇研究

员参加了会议，就果树病虫害防控问题与有

关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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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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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11 月上中旬日最低温度及有效积温 

 
 
 
 
 
 
 
 
 
 
 
 
 
 
注：积温—10℃以上有效积温。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11 月上中旬各地日最低温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进入中旬以后，

各地日最低温度都已降到 10℃以下，低温天气加速了叶片的脱落和养分的回流。立冬后

各地的有效积温变化已经很小。 

表 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9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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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降水情况来看，11 月 4-8 日山东和河南一些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烟台，

11 月 5 日的日降雨量达到 37 毫米。其他地区除昭通外，基本上没有降水。总体保持了

晴或多云天气。 

预计未来 10 天（11 月 14－23 日），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量

一般有 5－30 毫米。此外，新疆北部、东北等地有 3－8毫米降雪（雨），局部地区有 10

－15 毫米。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总体而言，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基本与常年

同期持平或略偏高，其中甘肃西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2℃。 具体天气过程为：

15－19 日，将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及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温 4－8℃，其中

新疆西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局部降温 10－12℃，并伴有 4－6 级风，新疆山口风

力可达 8－9级、阵风 10 级；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地区南部、黄淮及西南地区有小到

中雨，局地大雨；18 日前后，新疆北部、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雪，局

地大雪或暴雪，华西地区多阴雨天气，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降雨量有 10－30

毫米；21－23 日，除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有弱降雨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

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                                                                   

（邹庆甲、仇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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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秋季不同苹果产区降雨概况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曹克强  仇微 

根据从中国天气网记载的数据，我们对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的气象资料进

行了分析。图 1 和图 2 分别列出了今年秋季（8-10 月）的总降雨次数和降雨量，与夏季

（信息简报第 15 期）数据相比，无论是总降雨量还是总降雨次数，都比较接近。从图 1
降雨次数来看，多数地区都有 10 次以上降雨，最多的为三门峡，降雨次数达到 29 次，

最少的为昌平，降雨次数为 10 次。从图 2 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秋季降水量存在很大差

异，雨量超过 200 毫米的地区包括营口、万荣、天水、洛川、旬邑、白水、凤翔、西安、

泰安、胶州、烟台、民权和三门峡，以凤翔降雨量最大，达到 396 毫米，银川和昌平降

雨量最小，三个月降雨仅有约 60 毫米。 
通过对夏、秋季降雨情况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两个季节总的降雨量和降雨次数相差

不多，但是在地区间却差异明显，最显著的差异在于陕西省，与其他各地相比，其特点

是夏季降雨偏少，而秋季降雨偏多，这样的气候特点对于早期落叶病来说，会导致夏季

显症相对较晚，而秋季会出现发病高峰。这样我们今年掌握的情况比较一致。因此，对

于陕西省苹果产区的苹果叶部病害来说，除夏季要密切加强监测以外，秋季还要做好病

害的防控，以免后期落叶严重而影响果品质量和来年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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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年秋季（8-10 月）全国 25 个试验站所在县的总降雨次数 

 
 
 
 
 
 
 
 
 
 
 

图 2  2011 年秋季（8-10 月）全国 25 个试验站所在县的总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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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苹果“苦痘病”发病情况调查与病因分析 
病虫防控研究室  张振芳 李夏鸣 李保华    青岛综合实验站  沙广利 

2011 年 10 月富士苹果采收期，烟台苹果产区果农反映“苦痘病”发病严重。10 月

中下旬，作者对栖霞、蓬莱、莱州、招远、海阳、福山区等地 15 个发病较重果园进行

了实地调查，并对发病原因进行了分析。 
调查情况表明，2011 年烟台苹果产区“苦痘病”发病较为严重。所调查的 15 个果

园中，病果率超过 70%的果园有 2 个，病果率在 50%~70%的果园有 2 个。栖霞、蓬莱

的果园发病相对较重，多数果园的病果率都在 10%~30%；海阳果园的发病相对较轻，

多数果园的病果率都 3%~10%；莱州、招远等地果园的发病程度介于二者之间，多数果

园的病果率都在 5%~20%。拜尔公司设在蓬莱刘家旺的示范园是多数技术人员公认的管

理水平较高的果园，该果园“苦痘病”病果率为 4%。 
2011 年果实上发生的“苦痘病”与教科书上描述的典型苦痘病的症状不太一致。教

科书描述的苦痘病主要是由缺钙引的。缺钙应首先导致迅速膨大的果肉细胞坏死，然后

再蔓延至表皮细胞，多数情况下表皮细胞并不全部坏死。由缺钙引起的苦痘病斑坏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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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上一般没有腐生菌的侵入，病斑不继续扩展。2011 年苹果果实上发生的“苦痘病”，

病斑都是以皮孔为中心形成，病斑褐色或深褐色，外缘黑色，多数有红色晕圈，直径

3~5mm，凹陷，病斑有扩展趋势。从外观症状判断，病斑是由外部向内部发展形成，与

典型苦痘病症状不同（见下图），类似如套袋果实上的黑点病。因为没有最终定论，本

文采用加引号的“苦痘病”表示这一病害。实验室内，病斑上能分离到大量腐生菌，如

链格孢、粉红单端孢等。 

 
据果农反映，8 月份解袋检查还没发现果实上有病斑出现，而 10 月上中旬解袋时，

果实上已出现大量病斑，据此推测 2011 年的“苦痘病”应主要在 9 月份形成。据调查，

2011 年的“苦痘病”的发生有如下趋势，产量高的果园发病重，果个大的果实发病重，

后期偏施氮肥的果园发病重，套袋果发病重。调查还发现，几个发病严重的果园，在生

长期都补施过大量的钙肥。 
对于 2011 年“苦痘病”严重发病的确切原因，目前还不明确。果农和技术人员都

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此作了分析和判断，但这些分析和判断还需要试验或实践验证。作者

通过调查认为：导致 2011 年果实“苦痘病”严重发病的根本原因（内因）是 9 月份果

实迅速膨大期营养供应失衡，果实的迅速膨大造成果实表皮形成大量的裂口，营养失衡

导致果肉细胞的抗病性降低。造成 2011 年果实“苦痘病”严重发病的直接原因（外因）

是 9 月份的大量阴雨，大量阴雨一方面影响果树对养份的吸收，另一方面增加了果袋内

的湿度，从而导致腐生菌在果实表面大量滋生。在果实表面大量滋生的腐生菌从果实表

皮的裂口侵入后，杀死已失去抗性的果肉细胞，形成黑色的坏死病斑，即我们看到的“苦

痘病”。病斑的大小与果肉细胞的抗性、病菌侵入时间、侵入病菌的量、病菌的致病性

等因素有关。这一分析和判断仍需试验和实践验证，但有一点是值的肯定的，即 2011
年“苦痘病”的发生严重程度与树体的挂果量、施肥种类和施肥量、以及 9 月份的降雨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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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易发生冻害的区域要适时进行果树涂白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曹克强 杨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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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后，对果树树干刷上涂白剂，可有效地防御冻害。特别是对北方苹果产区

以及地势低洼的地方，每年冬季都要注意防冻。在树干刷上涂白剂是防冻的有效方法。

涂白剂配制方法：用生石灰 10 千克、

硫磺粉 1千克、食盐 0.2 千克，加水

40 千克搅拌均匀，调成糊状，于 11

月下旬到12月下旬对树干进行刷白。

这是因为，冬季冻害，尤其是霜冻，

由于冷空气下沉，树干受冻首当其

冲。在降温期间，昼夜温差大或温度

前后变幅大，冻害往往严重。因为低

温来临之前气温较高，果树休眠较

浅，抗寒能力较差，骤然降温时树体

适应不过来。白天气温高，夜晚气温低，昼夜温差过大，往往冻害严重。冬季树干刷白，

晴天可反射太阳光，减少树体吸收的太阳热量，缩小树干上的昼夜温差，可防御或减轻

冻害。冻害是导致苹果树腐烂病发生的重要诱因，预防冻害的发生，也能很大程度上减

轻腐烂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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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运用扒皮技术使苹果树脱胎换骨重振雄风 
河北省望都县许庄村技术员   王套兰 

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和动物在亿万年前本是同根同源，都是由单细胞到多细胞逐渐演

化而来的。他们的共同名字叫生物，苹果树也和自然界的其它动物们一样，在漫长的进

化过程中，各自都练就了一套趋利避害自我救助的本领，并使之不断强化又遗传给后代。

这就是米丘林的外因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作用的结果。 
本人从事果树生产工作多年，使我深深领悟到以往我们所作的好多工作就好像医院

的外科大夫一样，对果树修修剪剪、刮刮沫沫。而对苹果树身体内部的很多生理活动和

代谢功能认知的还是比较肤浅。比如人们熟知的红富士苹果大家都认可它美观好吃，乃

是苹果中极品。但是，又愁它娇嫩难管，一旦结果过量，管理不善，自然灾害等原因，

很快就疾病缠身，回天无力，连年不能结果。生产上这种现象非常之多，以致造成近两

年大面积的英年苹果树被痛苦无奈地无情砍伐掉。大大缩短了苹果树的经济年限。长此

下去必将会严重地影响到市场的稳定，给水果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如何扼止住这种状况，需要我们广大果树工作者不妨从中医内科的视角来认识一下

我们心爱的苹果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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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苹果树就好像一个活人一样。人

有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动脉、静脉、穴

位神经等部位，各司其职，有机协调来生

活。苹果树也有这些器官和功能，只不过

他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罢了。人有动脉静

脉运送血液，苹果树有导管筛管，依靠根

压和蒸腾的作用将营养物质周流全身；人

有手有脚，靠手脚来活动以生活。苹果树

有枝有根在运动，地上的树叶有趋光性、

地下的根系有趋水性和趋化性；人用口吃

饭喝水经肠胃进血液周流全身以活命。苹

果树用根来吸水、吸肥，用叶片吸收二氧

化碳经光合作用，合成营养运送到全身最

需要的部位；人用鼻子和肺和大自然进行

气体交换维持生命。苹果树有地上地下全

身的气孔进行呼吸，不然它也不能存活呀。

人有眼睛、耳朵来观察周围环境和事物以趋利避害。植物和苹果树也有这些功能，不然

花儿为什么向阳开，向日葵的花盘为什么总跟着太阳转呀！还有大树旁边的小树为什么

总是躲着大树，歪着头长呀！人有感情思维和心爱人结婚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植物们也

要经过授粉受精繁衍后代保持香火不断。狗受伤后用舌头舔舔就能好，苹果树受伤后能

自行产生愈合组织，进行愈合并不需要谁的帮助。 
本人从事果树生产近几十年深深体会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

的。人们总是重复着一个规律，认识-----提高，再认识-----再提高。我们管理苹果树也

是如此，过去只认为对幼旺苹

果树采取环剥环割等手段，能

使其尽快结果。 
谁承想，对老弱病残的苹

果树实施科学的扒皮后，还能

有脱胎换骨起死回生的神奇

效果呢。本人经多年的研究观

察，发现尤其是红富士苹果树

一旦结果过量管理不善，或自

然灾难等原因它很快就疾病

缠身，未老先衰，很难再展雄

风，连年不能正常结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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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种状况非常之多，究其原因我认为这种现象是苹果树身体内部生理方面产生故障的

原因，也就是如人一样，它是疲劳过度、肠胃功能失调、内分泌功能紊乱造成的，如果

单依靠加强肥水刮、抹、涂、治等外科手段是很难奏效的。我们不妨模仿一下中医的针

灸疗法，对苹果树进行扒皮手术，结果发现扒皮后的苹果树叶片渐渐变大，新长的嫩梢

逐渐增多而强壮、枝条变粗、芽体肥大、坐果率提高，果子的个头明显增大而整齐，糖

分提高，当年增产约 20%以上。根系也变得强壮，活动能力加强。更加有趣的是秋后你

会看到扒皮部位上部由于营养物质的积累，上部比下部明显变粗围径增粗 1 公分之多。

同时你会观察到扒皮后的苹果树明显地提高了对腐烂病和轮纹病的抵抗能力。而作为对

照的苹果树，相同的管理条件，他就原样照旧毫无起色，仍然衰老多病。为什么会这样

呢？是不是我们的扒皮手段刺激了它的某根神经或穴位，激活了另一种因劳累过度而缺

少了的物质和能量，使其达到新的平衡呢？如此等等有待于我们广大果树工作者去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苹果树扒皮技术的运用和具体操作方法： 
时间：五月中下旬至六月上旬。 
工具：断齿手锯一把、自制小镰刀一把。 
操作：距地面三十公分以上选光滑部位将老树皮刮净，然后用手锯将苹果树的韧皮

部锯深达三分之二，上下锯口十公分以上，（宽窄无妨适情而定）后用小镰刀撬开树皮，

用另一只手扒住，再用小镰刀轻轻割拉，将树皮取下，注意操作时不可伤及形成层和木

质部的导管，阴天晴天无关紧要，扒皮后不必缠裹，不必涂抹其它愈合剂等药物，五天

内避免喷药，五天后喷药时，不要用药液直喷扒皮部位，一周后就一切正常。施术前对

果树浇一次小水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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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美国的苹果产量将与往年持平 
[美] Matt Milkovich 

根据美国苹果协会（USApple）的估计，今年美国的苹果总产量将达到 496 万吨。

这比以前美国农业部预估的 493 万吨略高。 
按照这两个估测值，2011 年美国的苹果产量将高于 2010 年的 482 万吨，接近近五

年的平均产量 493 万吨。 
东部 

乔治·拉蒙特是纽约州 Premier 苹果协会的董事长，他对东部的苹果产量进行了估

计。 
拉蒙特说，今年东部的苹果园主最关注的是变化莫测的天气。无论哪种天气--湿、

干、热等，今年都出现了。 
天气变化如此剧烈，一时间，拉蒙特甚至怀疑今年纽约的苹果还能不能收获。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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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气条件恶劣，2011 年纽约州的估计产量仍达到 65 万吨，与 2010 年和近五年平均

产量基本持平。 
根据美国苹果协会发布的消息，宾夕法尼亚州 2011 年的预测产量为 22 万吨，比 2010

年下降了 15％，比近五年平均产量下降了 12％。弗吉尼亚州的估计产量为 10 万吨，比

去年略有上升，但低于近五年的平均值。 
西部 

丹·凯利是华盛顿韦纳奇地区果农结算中

心的经理，他提供了西部各州苹果产量的估测

数据。 
华盛顿州 2011 年的预计产量为 282 万吨，

比去年下降了 2％，但与近五年平均产量持

平。 
今年春天，华盛顿州的气候凉爽、湿润。

通常韦纳奇和亚基马地区的年降水量约 200
毫米，但今年春天曾有两天降雨达 25 毫米，

气温也比平常低 5-6 度。因此，使成熟期也推

迟了 10-14 天，这意味着到 11 月中旬收获才能结束，果实是否会受冻是人们所关注的

问题。 
据美国苹果协会的消息，加州的预计产量是 13 万吨，比去年低 10％，比近五年平

均产量下降了 21％。 
中西部 

迈克·罗思韦尔是密歇根州 Belding 地区 BelleHarvest 销售公司的总监，他提供了

2011 年中西部各州的估产数据。 
密歇根州 2011 年的预计产量为 57 万吨，比去年提高了 86％，比近五年的平均产量

高出 38％。在过去的几年中，密歇根州的苹果产量波动剧烈，从 30 万吨升至 65 万吨，

又回落到 30 万吨。罗思韦尔说，这种“过山车”式的产量使密歇根州的苹果市场颠簸

不定，与客户的订单缺乏连续性。 
今年密歇根州春季一开始天气凉爽、潮湿，花期过后是一个温暖的夏季，空气比较

湿润，7 月中旬较为干燥，随后有一场 75-125 毫米的大雨，此后，只有零星降雨。这样

的天气使密歇根州的苹果采收期比以往晚了 3-7 天。 
                                   （张瑜译，曹克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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