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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1 年 5 月 28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要密切关注苹果枝干轮纹病的发生和防控 
基础资料：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病虫动态：近期苹果病虫害发生实况 

病虫防控：当前果园病虫害防控要点 

调查研究：东北一些苹果产区花腐和幼果期腐烂比较严重  

          新疆伊宁、宁夏、西安、河北望都苹果病虫害发生和防控建议 

专家门诊：这是一种什么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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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密切关注苹果枝干轮纹病的发生和防控 
 

5 月 19-20 日，在陕西省宝鸡综合试验站张满让站长的协调组织下，病虫害防控研

究室主任曹克强教授会同李保华教授和李夏鸣研究员，对陕西省扶风县部分果园的病害

发生情况进行了专项调研。国家苹

果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韩明玉教授

对本次调研极为重视，亲自参与了

调研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丽

丽教授、河北农业大学王树桐教授

和陕西省植保站文耀东科长也参与

了调研。经过仔细调查和会商，确

定这种枝干“冒水”的现象是轮纹

病引起的伤流。 

如下图所示，“冒水”现象多发生在主干，距地面 1 米范围内，出现“冒水”的树

都感染有轮纹病，“冒水”的病斑多数散生，严重时连成一片，病斑中心处都有突起的

病瘤或突起不太明显的病斑。根据症状判断，今年出现的病斑实际上来自去年的侵染，

今年春季干旱，树体普遍缺水，病菌在皮层内扩展较快，形成的病斑面积较大。苹果萌

芽后，由于树势增加，寄主产生自我防御反应，在病斑外围形成木栓化细胞层，即坏死

周皮，将病组织和健组织隔离。由于病组织受病菌侵染的影响，而且得不到树体的营养

供应，细胞逐渐坏死，病斑表面“冒水或流油”是细胞在坏死过程中溢出的汁液。调研



 

中发现，之所以引起果农的疑惑，一方面是症状有点类似于桃李杏等果树上常见的流胶

病；另一方面当地果农对轮纹病还不熟悉。专家组又对扶风县不同海拔高度的果园进行

了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扶风县苹果枝干轮纹病的发生整体上还处于中度偏轻的阶段，

但是上升态势比较明显，需要及时防治。 

 

 

 

 

 

 

 

 

 

 

 

 

 

 

 

 

 

自今年 3 月份以来，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几位岗位专家就分别

对我国苹果主产区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河南、辽宁、云南和四川等地进行了密集

调研。在调查中发现，苹果枝干轮纹病在各地均呈现加速蔓延的趋势，有些地方已因此

 2



 

病而毁园。河北、山东和河南等省为轮纹病重发区，对于一些病情严重的乔化老果园，

病瘤已发展到侧枝和小枝，目前，只能通过雨季喷药延缓病害的发展，已经无法铲除其

危害。在陕西和山西等省份，轮纹病是近几年才逐渐发展蔓延起来的一种病害，以陕西

为例，根据公益性农业行业项目“农作物有害生物种类调查与危害研究”在陕西组织的

10 个县、60 个乡、120 个村、500 多个果园的调查数据，2000-2003 年基本没有发现轮

纹病，在 2004 年以后才开始有轮纹病发生的报告，2007 年以后病情呈现加重趋势（见

信息简报第 6 期图），目前已经达到 1 级，即轻度发生（最高为 3 级，严重发生）。从图

上看，轮纹病的发生态势与腐烂病极为相似，只是在时间上比腐烂病晚 3-5 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各地大力推广的矮砧密植果园感染轮纹病，很多 3～5 年生的

幼树已普遍发生，一些 8～10 生的果树主干上的病情已比较严重。对于这类果园以及病

瘤仅限于主干的乔砧果园，从现在起要特别重视对病瘤的刮治，刮治要轻，将病瘤削平

即可，然后在患处涂甲硫萘乙酸、腐植酸铜等膏剂。除了刮治以外，在雨季还要结合对

叶部病害的防控着重对枝干进行喷药。药剂可选用丙环唑、氟硅唑、甲基硫菌灵、代森

锰锌（大生）等。按照这种措施连搞两年，可以彻底清除轮纹病的危害；如果今年不抓

紧防控，两年以后一旦病瘤上升至侧枝（或小枝），则很难有回天之术。  

                                 （曹克强 王树桐 李保华撰文；李保华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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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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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最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不同地域 5 月中下旬日最低温度差异较以前有所减小，虽然都

已经稳定通过 0℃，但是给人的感觉今年春末夏初气温较低，而且温度变化幅度较大，

尤其在 5 月 8-10 日和 20-21 日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温天气，给东北地区的花和幼果造成

了不小的伤害。 

从表 2降水情况来看，入夏以来，继 5月 8-10 日大部分果区出现降水后，5月 20-21

日在黄土高原地区又经历了一个降雨过程。这两次降雨对缓解旱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然，也为早期落叶病的病原菌从落叶传染到树上叶创造了条件。一般来讲，5 月下旬如

果出现 5毫米以上的降水，基本上就满足了早期落叶病菌侵染的条件。 

从物候期来看，除牡丹江仍处于花期外，其他地区都已进入幼果期，陕西、河南等

不少果区的果农已经开始了套袋。 

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大部分地区、新疆西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

地总降雨量一般有 15－30 毫米，其中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 40

－80 毫米。北方地区大部主要为晴到多云天气；29 日前后，部分地区有阵性降雨。内

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多有降雨天气，大部地区总降雨量 15-30 毫米，吉林和黑龙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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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部分地区可达 50 毫米左右；主要降雨时段出现在 28 日至 6月 1日。 

表 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5 月中下旬日最低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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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邹庆甲、仇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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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苹果病虫害发生实况 

近半月来，全国苹果主产区的 15 个综合试验站通过“中国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网”

上传了病虫害观测数据，由表 3可以看出，各地普遍发生的仍然是苹果黄蚜，发生程度

比 5月上中旬又有了发展。其中，石家庄、西安、三门峡、商丘和昌平试验站，黄蚜的

被害梢率达到 40%以上，其他地点相对较低。仅次于黄蚜的是山楂叶螨和卷叶蛾，约 50%

的观测点发现这两种害虫，5月 13 日宁夏和河北昌黎的山楂红蜘蛛虫叶率分别达到 17%

和 14%，其他地点在上报时间段的虫叶率均在 10%以下。白粉病和金纹细蛾在一些地点

有发生，发生普遍程度相对较低。二斑叶螨和绵蚜仅在四川凉山和山东泰安有报道。 

斑点落叶病和褐斑病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两种病害，二者流行性强，一旦发生，其危

害程度远高于上述病虫害。虽然各试验站还没有报道，但是，5 月中旬已经在河北农业

大学及青岛农业大学试验果园发现少量的斑点落叶病病叶，这些病叶的出现是 5 月 10

号前后降雨时病菌侵染的结果。在此，特别提醒各试验站植保负责人要注意观察，6 月

份一旦发现有病叶，要结合天气情况进行喷药防治。 

表 3 近期 15 个综合试验站各种病虫害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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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果园病虫害防控要点 

当前，除少数果园已经套袋以外，绝大多数苹果产区正处于套袋前的幼果阶段，这

个阶段的防控重点主要是针对果实轮纹病，生产上一般掌握在套袋之前喷三遍药，从落

花后 10 天开始，用药间隔期为 7-10 天。在此我们建议，喷药次数的多少主要根据果园

的菌量和天气条件来判断，渤海湾区域轮纹病普遍很重，雨水的多少是决定用药的关键

因素。总体原则是雨多多喷，雨少少喷，没有雨可以不喷。此期喷药要兼顾枝干。黄土

高原苹果产区也要格外关注轮纹病的防控（见本期简报首页）。 

幼果期是补钙的重要时段，具体方法参见上期信息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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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一些苹果产区花腐和幼果期腐烂比较严重 

李保华  曹克强 

5 月 23 日，刘延杰、卜海东报道，东北寒地综合试验站基地永吉县苹果园花腐病十

分严重。目前虽然是初花期，发病率已达 10%，最严重的果园发病率已达 30%以上，这

种情况在产区少见，一般都是盛花期发病较多，初花期发病的较少。初步分析可能是进

入 5月份当地连续低温多雨造成。建议对果园喷施多抗霉素、朴海因或苯醚甲环唑等药

剂，一方面可以控制花腐，另外也能减少霉心病菌对果实的侵染。 

5 月 20 日，熊岳综合试验站刘志研究员反映，在盖县的一些果园幼果上出现病害，

见下图。一般认为，引进果实腐烂的病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苹果褐腐病，另一种是苹

果的疫腐病。从图片上的症状来看，苹果疫腐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褐斑病症状发展很

快。如果果实腐烂到这样的程度，花萼和果柄也应该腐烂，且在表面出现灰白色霉层。

根据营口市的天气判断，在

5月9日曾出现18毫米的降

水，并伴有低温，这就为疫

霉菌的侵染创造了条件。 

对于已发病和已受侵染

的果实，现在已没有办法防

治，任何药剂都不可能治好。

现在防治的目的，主要是尽

量避免发病果实大量产孢侵

染新的果实，保护未受侵染

的果实不再受侵染。 

建议喷施一些防治疫霉

或霜霉病的药剂，如含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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膦铝、烯酰吗啉、霜脲氰、甲霜灵等有效成份的药剂。 

注意，能使疫腐病菌严重发病的条件，也能使如霉心病、锈病、褐斑病等病害发病，

在本次喷药中需要兼治这些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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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伊宁、宁夏、西安、河北望都苹果病虫害发生和防控建议 

5 月 7 日，苹果病虫害防控研究室岗位专家陈汉杰研究员和团队成员张金勇副研究

员到新疆伊宁开展科研工作，6 天里安排了苹果蠹蛾的药剂试验，进行了蠹蛾成虫发生

量监测，药剂喷洒和喷药后 5 天的调查。 

试验期间对伊宁县示范园及附近生产果园进行了病虫害调查。发现（1）冻害是制约

当地苹果生产的主要问题，调查的几个果园，腐烂病总体上发生较重，在示范园 4-6 年

生的结果树上，主枝发生腐烂病较为普遍，在树干基部主枝分叉处为害很严重。在多数

情况下，大树在树干背阴面出现腐烂病，主要是先发生冻害，然后感染腐烂病，和内地

出现在树干西南面冻害有差异。预防冻害是减少腐烂病的重要措施，建议在秋季越冬前

树干上进行防护，利用裹草把、旧布片等防冻。树干及分叉处涂黄腐酸钾等预防。（2）

经过调查，认为该区域绿盲蝽为害幼果严重，必须进行预防。小飞象数量多，但为害果

实数量有限，在生理落果前为害少量果实，不会对产量造成大的影响。（3）介壳虫发生

普遍，是以后防治的重点对象之一。注意果园周围林木上害虫扩散到果园为害，如食叶

性毛虫、叶蝉等。 

5月 14日到银川调查了病

虫害发生防治情况：调查发

现：（1）示范园前期叶螨发生

较多，进行防治后，目前得到

了控制。当前示范园发生的叶

螨主要是果苔螨，果园叶螨天

敌数量较多，优势天敌为小黑

瓢虫。（2）果园发生介壳虫比

较普遍，主要种类为粉蚧，球

蚧，矢尖蚧，其中粉蚧为优势

种。（3）发生一种树粉蝶，其

它地方很少见。（4）病害主要

是腐烂病，锈病。（5）根据病虫

害发生情况，建议前期要控制介壳虫。在不套袋果园，重点是防治桃小食心虫和叶螨。 

绿盲蝽若虫为害初期流胶（陈汉杰摄） 

5 月 15 日又到乾县示范点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1）果园当前主要发生的害虫是

苹小卷叶蛾。叶螨经过防治后，数量减少，此外，发生了轻度的锈病。（2）建议套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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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预防病害，防治 1 次苹小卷叶蛾，套袋以后以预防落叶病为主，注意监测叶螨，可

通过释放天敌控制叶螨。 

 

 

 
为害后随果实生长形成畸形，为害处变枯斑（陈汉杰摄） 

 

河北农业大学王勤英教授等近期对保定望都苹果园虫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此

时正值苹果绣线菊蚜（黄蚜）发生高峰，而大多数蚜虫天敌还在麦田取食麦蚜，苹果树

上天敌数量较少，应注意防治。可选用阿维菌素、吡虫啉或啶虫脒等药剂。未套袋的果

园禁用乳油制剂。小麦已进入腊熟期的地区，大量天敌从棉田迁移到果园内，注意树上

蚜虫天敌数量，尽量避免使用杀虫剂。 

性诱剂诱捕器对几种鳞翅目害虫的监测结果表明，目前该点金纹细蛾的第一代成虫

已进入盛发期，梨小食心虫成虫数量还很少，第一代成虫期还未出现；此外，苹小卷叶

蛾的成虫也开始出现，桃小食心虫成虫还没有出现，红蜘蛛也还未发现(见下页图)。 

 

 

 

 

 

 

 

 

 

专家门诊 

问：左面的图片是什么

虫子？ 

答：该虫是草履蚧的雄

虫，草履蚧通过刺吸取食，

主要危害树干，雌虫没有翅。

右图（选自史继东博客）是

雌雄虫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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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保定望都县苹果园梨小食心虫成虫发生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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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保定望都县苹果园金纹细蛾成虫发生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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