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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近期的任务安排和落实情况 

          考察中的几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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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越冬虫情调查  做好花前害虫防控 

顺平县南神南村开展苹果树枝干病害统一防治 

国外追踪：植物保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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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的任务安排和落实情况 

 根据规划安排，今年 3-4 月份病虫害防控研究室的岗位专家要对全国 25 个试验站的

试验示范点进行基本情况调查，截止目前已经对昭通、盐源、保定、洛川、白水、

凤翔、咸阳、太谷、商丘、三门峡、西安等试验站进行了调查。在试验站站长们的

协助下，对示范园和对照园腐烂病、轮纹病以及往年的落叶和烂果情况进行了调查

和记载。 

 预防和治疗腐烂病的药剂已经寄往各综合试验站，请根据第 4 期的试验方案进行操

作。轮纹病和褐斑病是三套防控方案，请各位站长尽快与岗位专家联系，选定其中

一套方案并尽早落实试验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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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中的几点感受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曹克强 

3 月 1-8 日，我们先后考察了云南昭通、宁蒗、

四川的盐源和茂县等地的示范果园，在三个地方分

别作了技术培训，在考察中有以下几点感受： 

 地方领导非常重视苹果产业的发展  昭通目前



有苹果近 30 万亩，由于苹果产业对当地农民致富效果显著，市政府决定在近三年再

发展苹果 30 万亩，2011 年将新增 10 万亩。 

 果农对技术的需求非常迫切  宁蒗是彝族、纳

西族和摩梭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得知我们来培

训，特身着节日的民族服装并按当地习俗款待

我们，让我们很受感动。 

 腐烂病是制约西南地区苹果产业发展的限制

性因素  在所考察的果园，腐烂病发生普遍比

较严重，以盐源的示范果园为例，发病株率达

到 92%，严重度达到 3-4 级，不少树龄在 20 年左右的果园处于毁园的境地。 

 施用有机肥对增强树势效果非常明显  茂县

几千亩果园主要由羌族果农经营，由于常年施

有机肥，30 年的苹果树长势依然茂盛，看样子

生长 50 年都没有问题。 

 蜀道难  四川的苹果产区分布在盐源、茂县和

小金等地，相距上千公里，路途遥远并充满了

艰险，谢红江站长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常年

奔走于不同的试验点，为当地果农致富默默地做着奉献，他的敬业精神让我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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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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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近半月来，各地温度缓慢上升，牡丹江的日 低温度从-12℃

上升到-2℃，西南地区盐源和昭通均已达到 0℃以上。从各地物候来看，盐源和昭通的

花芽都已露红，山坡向阳面苹果树的花朵甚至已经盛开。北方果区还处于休眠状态。从

表 2降水情况来看，2月 25 日至 3月 1日，除辽宁和西南地区以外，其他果区都有不同

程度的降水，山东省的几个县以及陕西省的旬邑降水都达到 20mm 以上，其他区域降水

较少，但是陕西省几个县的雨日相对较多。 

预计未来十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变化幅度较大，北方地区降水较少，13-15 日冷

空气将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 6-12℃；至 3 月中下旬，新疆、西北、西南地

区局部将会有少量降水出现，华北地区将会在偏北风中度过，气温较往年同期偏低。 
 

 

 2



表 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3 月上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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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上旬日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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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果园病虫害防控要点 

当前果园的管理还是以田园卫生为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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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花芽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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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应该全园喷施一遍杀菌剂，防止雨天腐烂病产生孢子角后对果树伤口的侵染。建议

药剂为 45%施纳宁水剂。 
幼树的枝干轮纹病主要分布在主干和中心干，这个时期可以刮除病瘤并涂药，药剂

同腐烂病。 

   重视越冬虫情调查  做好花前害虫防控 

郑州果树研究所  张金勇 陈汉杰 

由于去年秋冬长期无雨，苹果黄蚜后期数量较大，导致越冬卵量较往年偏高，特别

在商丘、郑州、三门峡低海拔平地果园，有蚜枝率高达 70%以上，单芽卵粒多者几十粒

（见照片）。如此蚜口密度的果园如果花前

疏于防治，花器将布满蚜虫，由于开花期间

不宜喷药，势必对受粉和座果造成不利的影

响。因此，各苹果产区要重视蚜虫越冬卵密

度调查，建议有蚜枝率 10%以上的果园在花

序分离期（蚜虫卵孵化后）喷洒对黄蚜高效

的药剂，如 10%吡虫啉 WP3000~4000 倍液。 
根据果农已往的喷药习惯，花前一般要

喷两次药，第一次在芽萌动期喷铲除清园

剂，起到压低树体越冬病虫基数、保护剪口

等伤口的作用，以广谱杀菌剂为主，介壳虫发生严重的果园，建议混加 25%噻嗪酮

WP1500 倍液，此时是 好的防治时期。第二次喷药 好掌握在花序分离期进行，此时

正是各种害虫越冬出蛰开始为害期，由于树叶尚未展开，虫体容易暴露，是喷药压低基

数的好时机。要针对主要病虫害进行药剂的选择，一般杀虫、杀菌药剂要混合喷洒。如

上年发生有霉心病的果园，要选用多氧霉素等对霉心病高效的药剂；如果苹小卷叶蛾越

冬基数较高，宜选用 20%虫酰肼 SC1500
倍液；越冬螨量较大的果园，此时喷药

好选择触杀性强的杀螨剂，如 1.8%阿维菌

素 EC4000 倍液或 15%哒螨灵 EC2500 倍

液（二斑叶螨发生园不宜用哒螨灵）等。

当然，准备花后释放塔六点蓟马控制叶螨

的果园，为了给天敌生存留下所必要的食

物，此时不要喷洒杀螨剂，同时为了避免

因后期喷洒杀蚜剂对塔六点蓟马的杀伤，这次喷药 好添加对蚜虫（包括苹果绵蚜）高

效的药剂，如 10.5%啶抗 ME1500 倍液。花序分离期同时也是各种天敌出蛰的时期，为

了尽可能多的保护天敌，选药的原则要注意尽可能选择那些对天敌相对安全的药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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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过去常用的菊酯类药剂、毒死蜱、杀扑磷等广谱性药剂应尽量避免使用。 
************************************************** 

顺平县南神南村开展苹果树枝干病害统一防治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王树桐 

2011 年 3 月 13 日，苹果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综合防控岗位专家曹克强及团队

成员王勤英、刘顺、胡同乐、杨军玉，肖富生等，携河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 09 级同学

一行 130 余人，到保定综合试验站顺平县南神南村三优苹果生产基地开展苹果枝干病害

的集中防治示范。 
首先开展了枝干病害防控技术专项培

训。曹克强教授向果农介绍了苹果树腐烂病

和枝干轮纹病的症状特点和危害，并现场示

范了病害的防治技术，150 余名果农参加了培

训及随后的防控行动。 
本次防治的对象是枝干轮纹病和腐烂

病。据调查，该村 1000 多亩地的枝干轮纹病

发病株率达 20%以上，病瘤主要集中在主干

和中心干，病瘤尚未扩展到主枝和侧枝，因此，春季是进行病瘤刮治的关键时期。刮治

方法是用刮皮刀将病瘤削平，但是不伤及下部树皮，刮完后涂抹药剂。本次行动采用的

是自主研发的杀菌剂“菌清”，其他地区可以用甲硫萘乙酸、腐殖酸铜和菌毒清等药剂

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涂抹。 
防治枝干轮纹病不能一蹴而就，如下图所示。三张图片为同一树段在 3 月、6 月和

10 月份的病瘤变化情况。3 月份的行动只能

是防治左侧图片已经显现的病瘤，然而，箭

头所指部分虽然 3 月份没有表现，但实际上

已经被侵染，在随后的两张照片中逐步显露

出来，因此，刮治病瘤至少要在今年秋季或

明年 3 月再进行一次，这样才能比较彻底地

清除病瘤。 
本次活动，一方面为广大果农提供了新

型防治药剂和防治技术，做到了技术下乡，服务到户。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在生产实践中

认识了病害的危害，亲身体验了病害防治艰辛，掌握了病害防治技术，认识到了植物保

护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巩固了专业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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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Matt Milkovich 

植物保护技术 早可以追溯到 12000 年前，但近半个世纪是其发展 快的时期，乔

治·伯德对此进行了回顾。  

伯德现年 72 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退休教授，在水果生产、线虫和害虫防治、土

壤生物学、昆虫和植物病理学方面有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他将有害生物防治的历史分成

三个时代：合成农药以前的时代，合成农药时代和病虫害综合防治（IPM）时代。 

合成农药以前的时代所经历的时间 长。近万年前，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就有了害

虫的记录。当时，面对虫害爆发，人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迁移。 

约 8000 年后，植物保护技术开始变得多样化。当时，硫开始被用作杀虫剂使用。中

国的农民开始使用汞、砷控制害虫。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开始用火控制蝗虫。约 1800

年前，中国的农户使用蚂蚁来控制柑橘叶上的鳞翅目幼虫，生物防治开始出现。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关害虫的科技书籍开始出现。 19 世纪 40 年代，爱尔兰由于

马铃薯晚疫病造成 100 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这使人们意识到植物病原真菌的危害性。 

1870 年，法国的葡萄种植者为了使当地的小学生远离他的葡萄园，将石灰和硫酸铜混合

在一起，无意中发明了波尔多液。 

1849 年加州淘金热后，美国出现了第一个生物防治记录。一些淘金者 终成为柑橘

园主，当时吹绵蚧大规模爆发，几乎摧毁了加州的柑橘园。美国政府派遣科学家到澳大

利亚引入了澳洲瓢虫来控制虫害，挽救了柑橘产业。 

1912 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植物检疫法来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国内。 1915 年到

1935 年间，美国种植者开始陆续使用如硫、铜、砷、铅、汞等无机农药防治有害生物。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开始使用 DDT 和类似的药物来保护他们的作物。这些做法标

志着第二个时代的到来：合成农药时代。 

五十年前，随着广谱合成农药的普遍使用，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有害生物

开始产生抗药性，合成农药对人体健康，环境和非靶标生物也产生了潜在的伤害。 

美国杂草科学学会（WSSA）总裁约翰·查吉塔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农药的大量

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迫使许多地区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规限制其使用。1971

年美国环境保护局正式成立，对农药的监管力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农业部，这直接导致了

更多、更系统的农药管理方案出台。  

弗兰克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昆虫学教授，他说：20 世纪 70 年代农药咨询业开

始在美国兴起，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70 年代中期，“病虫害防治顾问”这一职业获

得了美国加州的官方授权。在此之前，农户是自己想办法防控病虫害，现在，有大量的

专业人员可供请教。 

1988 年，联邦政府修改了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的应用法规。1996 年，又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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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食品质量保护法。这些法规的出台直接导致了农药产品的重新洗牌。一些有机磷等早

期的高毒农药，使用严重受限，并逐渐被淘汰。一些新的“低风险“农药开始获得市场

的青睐。 

目前，农药是有史以来被审查 彻底的产品，查吉塔说，而审查往往抬高了成本，

这使得农药研究经费更集中于针对大宗的粮食作物，如玉米，大豆，小麦等。 

涉及到农药的研究，种植规模小的作物很难被关注，但联邦政府有一个研究项目

（IR-4）使情况有所改善。项目副主任丹金克尔说，自 1963 年开始，IR-4 每年都制定

并提交给环保署监管资料，以帮助特种作物农药登记。 

杂草 

 杂草对农业生产的威胁仅次于天气，甚于其他有害生物。随着美国杂草科学协会和

几种相关刊物的出现，杂草学科于 1956 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杂草管理主要依靠栽

培和轮作。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做法仍是杂草管理的主要方式，但现在有更多样方法供种

植者选择。 

化学除草剂的使用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 2,4 - D 的出现。此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发

明了多种除草剂，其中很多现在依然广泛使用。 2,4 – D 主要是通过植物生长调节机

制达到除草的目的，但更多的除草剂，是打断植物的代谢过程，如光合作用，必需脂肪

酸和氨基酸的合成等。 

依靠新的农药和农用工具，种植者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种植变得更有效率。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农民使用新发明的拖拉机替代马拉犁可以养活约八个人;到 1990 年，

一个农民可以养活 75 个人。 

但是，使用除草剂也不是没有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杂草开始对某些除草剂产生抗

药性。就像长期使用同一种抗生素，病菌会对此产生抗性一样，长期连续使用单一的除

草剂，杂草也容易产生抗性。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通常采用交替使用除草剂或与农艺措

施相结合的办法来降低抗药性。 

我们经常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又总能找到新的方法。长期以来，果园新除草剂的开

发总是受到冷遇，因为果园和葡萄园面积相对较小，不能提供足够的利益使制造商单独

开发除草剂。然而，新化学物质的发现，使园艺市场不断扩大。 

90 年代，果农开始广泛使用廉价和高效的草甘膦作为除草剂。一些果园中常见的杂

草，如黑麦草，杉叶藻和飞蓬，都对草甘膦产生了抗药性，需要用不同作用机制的除草

剂来进行防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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