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卷   第 6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1 年 3 月 30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近期的工作情况 

病虫实况：近期各观测点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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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果园病虫害防控要点 

天牛钩杀器的研制及应用 

2011年栖霞苹果腐烂病发生严重 

行业专项：“苹果有害生物种类与发生危害特点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国外追踪：植物保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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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的工作情况 

 应北京密云县巨各庄镇水峪村村委会主任的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国立耘教授 2011
年 3 月 10 日实地考察了当地果树种植情况和病虫害情况，就苹果树的栽培管理、主

要病虫害及其防治技术为当地村民进行了现

场技术指导和授课培训，百余位村民参加了

培训。 

 3 月 23 日，岗位专家曹克强教授与孙建设教

授和徐继忠教授在顺平县进行了春季果园管

理的技术培训，来自顺平、满城、唐县、易

县的 400 多名技术人员和果园大户参加了培

训。 

 3 月 24-26 日，岗位专家陈汉杰研究员赴银川试验站，与王春良站长及团队成员部

署了 2011 年的试验示范工作，尤其对苹果蠹蛾又加大了监测范围。 

 3 月 28 日，岗位专家李夏鸣研究员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田园之声”栏目，做了春

季苹果园病虫害防控以及预防霜冻和保花保果的技术讲座。 

 3 月中旬，青岛农业大学李保华教授与青岛试验站、青岛果茶花卉工作站等单位一

起，在莱西市举办了全市苹果春季关键管理技术培训班。培训班由 5 个市 4 个区的



110 余位技术骨干参加。除培训以外，还参观了招远、莱州、莱西的 M9（T337）自

根砧苹果园、矮化中间砧苹果园，细长纺锤形整形与早期丰产园，学员反映良好。 

 为了落实今年体系安排的工作，国立耘教

授近期将到所负责联系的 5 个试验站调

研，落实试验示范果园的选址，进行苹果

轮纹病及腐烂病的春季调查，与试验站负

责人一起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每个试

验站的病虫害防治规程，目前已经完成北

京昌平和山西运城两个试验站的调研。 

 截止目前为止，熊岳、太谷、运城、石家

庄综合试验站已经开始了监测点病虫害

的调查和数据上传工作。4 月份将是多种病虫害的初发期和重要的防治时期，希望

其他试验站尽早落实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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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各观测点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控情况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曹克强   

 熊岳试验点在 3 月份进行了果园卫生、解

草把和修剪管理，对腐烂病疤进行了刮

治。 

 太谷试验站和石家庄试验站都按照试验

方案对腐烂病进行了刮治，所用药剂为菌

清和甲硫萘乙酸。 

 保定试验站王勤英教授一行于 3 月 28 日

在望都县果园悬挂了金纹细蛾诱虫板，刚

挂好十分钟就发现已有金纹细蛾成虫飞到诱虫板内。金纹细蛾主要以蛹在落叶上越

冬，清扫落叶是非常重要的防虫措施。对这些成虫的发生动态，我们正在密切进行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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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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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列出近期的日最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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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可以看出，3 月下旬，各地温度波动较大，气温上升非常缓慢，西北和东

北果区的日最低温度仍然保持在 0℃以下。西南地区温度较高，尤其是盐源，一些果园

已经进入盛花甚至开始落花。从表 2 降水情况来看，3 月下旬，总体比较干旱，只有三

门峡、民权、西安、白水和盐源有降水。三门峡连续三天有降水，这对于腐烂病孢子的

产生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预计未来 10 天，北方地区气温起伏大，南方大部地区气温变化较平稳，4月 1日前

后，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西部和南部有 1-5mm 降水，其中陕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

的局部有 10mm 左右降雨，5-7 日，将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华北、东北、黄淮等地，部

分地区有降水；西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降雨。 

表 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3 月下旬日最低温度、当前物候及有效积温 

 
注：A—5℃以上有效积温；B—8℃以上有效积温； C—10℃以上有效积温。 

表 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3 月下旬日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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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 5 期信息简报中表 1 的有效积温仅为 3 月上旬的积温，没能将 2 月下旬的积温加进去，我

们已将修改后的表 1 挂在“中国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网”的病虫害预测栏目，如有需要可以下载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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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果园病虫害防控要点 

当前全国各地果园多数处在休眠期，少数已经进入花芽露红期，个别地区已经开花，

当前的管理还是以田园卫生为主，3-4 月份是腐烂病显现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应该集中

进行病斑的刮治，建议药剂为甲硫萘乙酸、腐殖酸铜和菌毒清。根据近 10 天的天气预

报可以看出，近几天内很多地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雨，降雨天气是苹果树腐烂病菌产

生孢子和进行侵染的重要时期，应在花芽露红期，全园喷施一遍杀菌剂，防止雨天腐烂

病产生孢子角对果树伤口的侵染。建议药剂为代森胺或甲基硫菌灵，具体使用倍数参加

药剂标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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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牛钩杀器的研制及应用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刘丽  张瑜 

天牛是果园内主要害虫之一，特别是管理粗放的

果园受害最重。天牛产卵于枝干上，产卵处形成刻槽，

幼虫孵化后蛀入木质部，每隔十几厘米蛀一排粪孔将

木屑排出。幼虫有向下蛀食的习惯，生长季节幼虫多

在最下面的蛀孔附近。秋末越冬之前，幼虫一般上移

一段距离。由于其年发生期长，产卵量大，长期以幼

虫蛀食枝干木质部，使果树生长衰弱，叶色变黄，严

重时枝干枯死。由于天牛生活习性隐蔽、寄主范围相

对较广、天敌控制能力较弱，种群一旦建立，其数量

常能稳定增长，造成毁灭性灾害，加之树木高大，给

天牛的研究和防治带来很

大困难，已成为我国果品生

产的大敌。 
苹果园发生的天牛以桑天牛为主，在防治幼虫的实践中

存在一些问题，化学防治一方面是环境污染，另外用药后不

能及时判断害虫是否已被杀死，有时由于所用药剂不妥当甚

至会造成药害导致树体死亡（上图为果农将毒死蜱注入虫孔

导致树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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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防治主要是采用钩杀，

以往教科书中均提到用铁丝钩

杀，然而在实践中发现，由于天

牛蛀道弯曲，铁丝很难深入到天

牛所在的位置，一般的铁丝钩也

很难将天牛勾出，杀虫效果很不

理想。经过课题组对桑天牛幼虫

蛀孔规律的研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试验，发明研制了一种新型天牛幼虫钩杀装置，显

著提高了防治效果。有关产品的使用方法等信息可以从“中国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网”

成果栏目的专利产品处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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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栖霞苹果腐烂病发生严重 

青岛农业大学 李保华 

目前，正值苹果腐烂病发病高峰期。3 月 20 日，作者带领项目组成员考查了栖霞、

莱阳 4 个乡镇 10 个农户的果园。这 10 家果园，品种以富士为主，树龄都在 10 年至 20
年之间。10 家果园中，有 2 家果园腐烂病发病严重，病株率为 100%，新鲜腐烂病斑辐

射的枝量达 22.6%。另有 2 家果园发病率较轻，病株率为 20%左右。另外 6 家果园的发

病株率在 30－70%之间。从莱阳和栖霞的情况看，2011 年苹果腐烂病较往年偏重发生，

其他地区的病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从田间调查的情况看，80%的病斑是在旧病斑基础上复发的新病斑。去年落叶严重

的 2 个果园，今年腐烂病的发病程度属中等发病，并不特别严重，发病最严重的果园并

不是落叶最严重的果园。莱阳和栖霞腐烂病发病严重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苹果有害生物种类与发生危害

特点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王树桐 

2011 年 3 月 24 日-26 日，公益性行业（农

业）科研专项“主要农作物有害生物种类与发

生危害特点研究”项目在北京召开了 2010 年

度项目总结汇报会。专项主持人，首席科学家，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夏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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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对各课题和子课题的年度进展进行了总结，并部署了 2011 年度任务。（上图中为

夏敬源主任做 2011 年工作部署） 
曹克强教授主持承担了“苹果有害生物种类与发生危害特点研究”课题任务。2011

年全国有 14 各省市、73 个县的 1825 个调查点提供了调查数据，苹果产业体系植保岗位

专家和课题组团队成员承担了补充性调查和产量损失试验研究，2010 年的项目实施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编制印发了《苹果病虫害简明识别手册》500 余册，初步汇总出我国苹

果病害 45 种、虫害 72 种、杂草 116 种、害鼠 12 种，初步建立了病虫草害图库并挂于

“中国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交流网”的基本知识栏目，初步明确了苹果树腐烂病、山楂

红蜘蛛等 20 种重要病虫害的发生分布范围，并评估了几种重大病虫害的危害损失，同

时分析了 2011 年各主产省（区、市）的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趋势。 

     

 
上图显示的是苹果树腐烂病在我国的地域分布。苹果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渤海湾和黄

土高原以及黄河故道区域，我国西南、新疆、东北也有少量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腐

烂病在所有苹果产区都有分布，而且发生程度比较严重。下图为苹果轮纹病在我国的分

布，从图中可以看出，轮纹病的分布以渤海湾为主，山东、辽宁和河北发生最为严重，

黄土高原区域发生较轻，但是已经开始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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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还对苹果主要病虫害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析，下图仅是以陕西

省为例，图中表明了各种主要苹果病虫害的历史发生情况，通过采用时间序列的一次滑

动平均分析方法对 2011 年各种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趋势做了预测。 

 

 7



    从上图可以看出，苹果树腐烂病在近十年呈明显的上升态势，从 2000 年的轻度发

生，发展到近两年的中度偏重发生，预测 2011 年依然是中度偏重发生；褐斑病也表现

出相同的态势，2009 年全省发生非常严重，2011 年预测为中度发生；值得引起重视的

是轮纹病，2000-2003 年基本上没有发生，从 2004 年开始出现，近 4 年达到轻度发生的

水平，如果不加以重视，未来有可能会像腐烂病一样蔓延，因此，从现在起应特别加强

对该病的监测和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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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保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Matt Milkovich 

（接上期） 

IPM 

过去几十年，由于严重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导致第三个时代的到来：有害生

物综合防治(IPM)。 

1979 年，吉米·卡特总统提交给国会的文件中是这样定义 IPM 的：“一项有害生物

治理方案，它在充分考虑有害生物及其所处环境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协调运用各种适宜

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捕食、寄生、抗性品种等，把有害生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人们可以

接受的水平之下。“ 

伯德认为，这个定义在今天仍然适用。相比 50 年前，病虫害管理更加复杂。种植者

要监测果园的每种因素（果实，有益、有害生物，温度，降水，叶面湿度等），然后才

能权衡并做出最后决定。由于生产利润很小，留给人们犯错的余地也相应变小，因为每

一个错误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近来似乎出现了更多的有害生物。 人们在和越来越多的外来入侵物种打交道。这和

旅游、国际贸易的增加以及监管力度的降低是有关系的。在过去的 10 年里，我大半的

工作就是在对付这些入侵者，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张瑜译） 

 

注：每期“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简报”可以在中国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网的病虫预测栏目下载，

如果想及时得到每期简报，可以在该网站留言板留言，或发“订阅简报”几个字到

apple_ipm@yahoo.com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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