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卷   第 6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2 年 3 月 30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昌黎综合试验站技术培训会顺利召开 

近期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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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病虫害防控要点  

国外追踪：赤眼蜂将会是茶翅蝽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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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黎综合试验站技术培训会顺利召开 

2012 年 3 月 24

日，由昌黎综合试

验站主办的技术培

训会在昌黎果树研

究所召开。国家苹

果产业技术体系病

虫害防控研究室团

队成员，河北农业

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王树桐教授作了题

为“苹果主要病害

的发生规律及防控

技术”的报告。通

过大量最新的试验数据和照片，使

与会代表在了解腐烂病、轮纹病和

早期落叶病三大病害的发生特点和

规律的基础上，明确了病害防治技

术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为开展病害

的正确防治提供了理论支持。之后，

昌黎果树所赵同生老师、张新生老

师分别就苹果产业技术体系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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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地区苹果郁闭园改造技术规范”和“渤海湾苹果产区果园起垄生草土壤管理制

度技术规范”进行了讲解。 

培训结束后，与会代表又参观了昌黎果树所苹果示范园和乐亭县郁闭园改造示范

园。通过对两个示范园的参观和相关老师的介绍，使大家对矮砧密植园的栽培和修剪技

术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于郁闭园改造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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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的工作情况 

 2012 年 3 月 14 日，病虫防控研究室岗位专家曹克

强教授与团队成员胡同乐教授带领 7 名研究生赴

保定综合试验站顺平县南神南苹果生产基地进行

调研，对 2011 年春季进行的枝干轮纹病防治效果

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总体治疗效果良好，同

时也发现，一些树的主干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病瘤，

这些病瘤为 2011 年春季刮治时处于潜伏状态的病

菌所致，2012 年 4 月份，将对这些新出现的病瘤

再次进行地毯式排查和治疗，力求通过两年的连续

防控，将枝干轮纹病控制在经济允许水平。考察同

时，对果农张勇军的果园进行了苹果锈果病病树的

治疗试验。该园为矮砧密植园，树龄 6 年，品种为

富士。据园主反映有一些树在 2011 年

结果期表现为花脸症状，本次治疗试

验共选取了 25 株病树，采用根施“木

美土里”（4kg/株）进行治疗。具体方

法为：先在所选树周围开一个园形沟

（10-15cm 深），而后将“木美土里”

均匀撒施在沟中，最后再覆土填平。

在处理之前对于所选择的25株“病树”

和同园的“健树”分别剪取小枝条带

回实验室进行锈果类病毒和病毒检测。在苹果近成熟期将进行治疗效果的评价。（照

片为所施肥料和处理过程） 

 3 月 17～21 日，岗位专家李夏鸣一行 3 人前往泰安站考察，在李林光站长带领下，

前往肥城新建试验站参观，该试验站建站 3 年，已初具规模。在位于肥城的山东省

果树研究所试验场，选择了一片 7 亩地的 16 年生富士园作为专家试验园，建议立即

增施农家肥、清洁落叶埋入土中，对剪锯口涂抹药剂保护，萌芽前喷施那宁 2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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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考察

了蒙阴县山

区果树示范

县，县果业

局领导全程

陪同介绍果

树 发 展 情

况，考察中

看到，生产

中最大的栽

培管理问题是农家肥不足，田间看到

果农施肥多以复合化肥为主，少数果

农施羊粪掺复合肥。枝干轮纹病极其

严重，部分果农对主干粗皮进行了刮

治。针对上述问题，建议果园间作产

草量大的麦类作物，增加土壤有机物

质含量，萌芽前在刮治轮纹病瘤基础

上喷施 5Be 石硫合剂。 

 3 月 22 日，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孙建设教授、刘俊峰教授

和曹克强教授到保定唐县东唐梅

村，参加了由唐县县委李书记组织

召开的现场会，中心议题是创建 200

亩标准化苹果示范园，以此带动当

地经济、生态、旅游的发展，提高

农民的收入。孙教授对果园的建设

提出了要求，在随后的座谈中，几

位教授对建园的具体技术问题又与

杨县长、赵局长等领导进行了深入

交流，并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3 月 22 日，应陕西省渭南试验站梅立新站长邀请，岗位专家陈汉杰研究员、李夏鸣

研究员、梅立新研究员在蒲城县罕井镇中山村参加由该镇“四方果业合作社”组织

的果树技术培训会。参会果农 90 余人，县果业局领导到场并讲话，陈汉杰研究员作

了果树害虫防治讲座，李夏鸣研究员作了苹果三大病害防控讲座，梅立新研究员作

了矮化栽培讲座。与会果农听讲认真，反响热烈，会议举办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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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3～25日李夏鸣研究员等一行人对晋中试验站确定的示范县山西省吉县进行了

考察。吉县是国家确定的苹果优质生产生态适宜区，吉县苹果不仅在山西省有名，

在全国也小有名气。该县属典型黄土旱垣地，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海拔 1000 m 左右，果树面积 35 万亩，果业是该县的主导产业。目前该县果树面临

两大问题：1、老树更新。许多 20 年生以上果树由于腐烂病和土壤瘠薄等因素面临

更新，急需再植障碍克服技术；2、土壤有机基质含量逐年下降，导致腐烂病严重，

果树寿命缩短。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县果业局通过体系试验站联络体系岗位专家

毛志泉教授前来指导再植果园建设，克服再植障碍；针对土壤有机质持续下降，导

致腐烂病发生严重问题，建议提倡果园生草，增施稀土微肥，辅以药剂防控的综合

防治措施。考察中发现该县富硒果品生产园苹果树腐烂病发生很轻，可能与稀土微

肥的使用有关，有待进一步调研分析。 

 3 月 30 日，应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保定综合试验站站长徐继忠教授的邀请，岗位

专家、沈阳农业大学的吕德国教授和杜国栋教授来到顺平县南神南村，分别就果园

生草和土壤管理等内容，对当地技术干部和果农 60 余人进行了培训，曹克强教授就

苹果树轮纹病的防控技术作了讲解，并对近期的防控工作进行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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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通过中国天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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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中下旬的最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从表 1 来看，气温呈缓慢上升趋势，大多数果区的日最低气温基本已经达到 0℃以

上，且气温波动较小；仅东北果区的温度仍保持在 0℃以下，并且其温度波动较大。从

5℃以上有效积温来看，西北地区（西安除外）、华北山西地区、西南地区比去年同期有

所升高；华北京冀地区（除昌黎）、黄淮地区和山东半岛有效积温比去年降低。从各地

了解的物候期来看，有效积温的高低与物候的早晚吻合性较好。其中太谷、庄浪和天水

的有效积温比去年同期分别高出 20、30 和 40℃以上，树体也由去年的休眠变为今年的

萌动。 

表 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2 年 3 月中下旬日最低温度 

 

 

 

    从表 2 降水情况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各地区普遍迎来降水，其中降水量较大的

有天水、昌平、泰安、三门峡、盐源，均超过 10 mm，但是银川降水不足 1 mm，其它

各地区的降水量较为适中，可以缓解干旱状况。另一方面，特克斯、天水、西安、胶州、

三门峡、昭通连日的降水为腐烂病孢子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应做好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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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2 年 3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预计未来 10 天（3 月 30 日－4 月 8 日），南方地区以过程性降雨为主，主要降雨时

段在 3 月 30 日及 4 月 5－6 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华南等地降水量有 10－40 

mm；新疆北部、西北地区、华北北部、东北、黄淮、西藏等地有 1－8 毫米降水，其中

黄淮南部局地 10-15 mm，东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量有 15－25 

mm。新疆、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青藏高原西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3℃，

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气温偏低 1-2℃，我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同期。 

主要天气过程如下：3 月 30 日，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有小到中雪，其中黑龙江东

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雪；中东部大部地区有 5－6 级偏北风，并伴有 6－8℃降温，局地

降温 10℃以上；东部海区、南海北部有 7－8 级，阵风 9 级的偏北风。4 月 1－3 日，受

另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 4－6℃降温，其

中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部、江淮东部等地降温幅度有 8－10℃；内蒙古西部、

西北地区东部的局部地区有沙尘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

淮及其以南大部有小到中雨，新疆西部、吉林东部、辽宁大部、华北中北部有小到中雪

（雨），其中吉林、辽宁的局部地区有大雪；华北、东北有 4－6 级偏北风。4 月 5－6

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青藏高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江南、

华南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大雨。 

 

（仇微、段豪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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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病虫害防控要点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曹克强 

随着气温的回升，各种病虫害开始

活动为害，当前最突出的当属腐烂病。

我们发现在 3 月 18 日，华北地区普降雨

夹雪。在各种条件下，一些枯枝型病斑

的孢子角释放了孢子。肉眼很难看清，

但是在显微镜下可见到发亮的孢子角

（图 6-1）。由于春季修剪后的伤口还未

完全愈合，此时对腐烂病的防控还要抓

紧。除对病疤进行刮治外，还要在芽萌

动前对树体的枝干进行清园保护。具体

方法参见病虫害防控信息简报第 2 卷第 3 期。                              图 6-1              

 当前，也是枝干轮纹病防治的一个关键时期。国立耘教授等研究表明，以前所谓

的干腐病实际上就是轮纹病。我们在实际观察中也发现“干腐病”和轮纹病症状的联系

（如图 6-2）。上部症状是所谓的“干腐病”，症状上的小黑点为病菌的分生孢子器，遇

雨释放孢子后，会传染下部枝干引起典型的病瘤症状，病瘤进一步发展会导致粗皮。 

关于枝干轮纹病的防治，我们建议是轻刮病瘤。将突出于表皮的

病瘤组织刮除，然后进行涂药。为何要刮除病瘤？我们发现病原菌的

分生孢子器主要着生于病瘤的外围及病瘤外翘皮的边缘。采用刮除病

瘤的物理方法即可减少大量病原菌的来源（图 6-3、6-4、6-5、6-6 和

6-7 显示的是同一个病瘤上的分生孢子器在不同层次的着生状况；图

6-8、6-9、6-10 和 6-11 显示的是干腐型轮纹病枝分生孢子器、分生孢

子器的放大、从分生孢子器内剥离出的分生孢子团以及将分生孢子团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分生孢子）。另外，将病瘤去除后，也有利于药

剂的渗透(图 6-12、6-13)。在刮病瘤时，我们建议刮到图中的左二图

最好，如果深刮皮至木质部再涂药，有可能会对树体造成伤害，或导

致树体因不能传到营养而死亡。刮下的病瘤一定要就地埋好，以免雨

后造成对树干基部的侵染。刮完病瘤后要涂抹杀菌剂。我们 2011 年春

季在保定顺平县对 1500 亩果园发病树的病瘤进行了轻刮，然后涂抹了

菌清。今年再观察，只要是刮治的地方，病害没有扩展。但是值得提

出的是刮治办法再好，也必须要连续搞两年。因为病原菌在树体内部

有很长的潜伏期。去年春季刮治病瘤时还有很多病菌处于潜伏状态，

这些潜伏的病菌在去年重新表现出病瘤（图 6-14，注：下部病瘤经 2011

年春季刮治后已经形成翘皮，2012 年春季可以看到去年下半年至今上         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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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又出现的新病瘤）。当年生的病瘤一般不产生分生孢子，因此，不具有传染性。去年

形成的新病瘤未造成传染。今年春季再将这些病瘤处理一次，有望铲除绝大部分枝干轮

纹病。以上办法适合于初发阶段的轮纹病。                     

渤海湾地区的新植果园、矮砧密植园以

及陕西、甘肃处于始发阶段的乔砧园都适合采

用刮治的办法。陕西和甘肃两地的枝干轮纹病

已经开始发生，遗憾的是很多果农对此还没有

认识。今年 3 月我们在淳化县培训时问起轮纹

病，很多人说没有见过。实际上在周边果园已

经有不少树出现病瘤，只是处于初期阶段。去

年在陕西的扶风、旬邑、甘肃的礼县以及今年

在陕西的礼泉都发现轮纹病。因此，要特别注意轮纹病的防控。  图 6-3                          

对于渤海湾产区的乔砧树，由于周身表现粗皮，小枝也分布有病瘤，很难再进行彻

底的铲除，主要因为发病位置太多，不可能刮干净。另外，也不能再使用涂抹剂，这样

成本很高。可以参考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简报第 2 卷第 4 期对轮纹病的喷药防控方案。 

观察发现，很多二斑叶螨深藏于勾缝或破裂病瘤下方（图 6-15），蚜卵分布在病瘤

之间（图 6-16），因此，在花芽萌动期应注意对叶螨和蚜虫的防治。    

                                                                           

 

 

 

 

 

 

 

 

图 6-4                                             图 6-5 

 

 

 

 

 

 

 

 

 

                                            图 6-6                                            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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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8                                             图 6-9 

                                                                                

 

 

 

 

 

 

 

 

                                      图 6-10                                          图 6-11 

 

 

 

 

 

 

 

 

 

                                     图 6-12                                            图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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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14                                        图 6-15 

  

 

 

 

 

 

 

 

 

 

图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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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眼蜂将会是茶翅蝽的终结者 

[美] Matt Milkovich  

莱特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 2012 年纽约果蔬展览会的演讲者。1

月份，他向纽约的农户讲述了一个恐怖的故事。 

这个恐怖故事的主角是茶翅蝽，它是外来物种，是可以取食任何作物的贪婪杀手，

并且看上去不是它危害的。 

莱特在西佛吉尼亚州农业研究局的阿巴拉契亚水果研究站工作，研究昆虫行为与生

态。他说茶翅蝽对于中大西洋地区的水果、蔬菜、和其他作物有很大的危害，以至于这

些年该项目的焦点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在寻找对付茶翅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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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翅蝽是外来物种，来自于中国、日本、韩国，大约 1996 年传入美国（也许从中

国的东北地区）。2003 年，美国农业研究局的研究员在黑格斯敦第一次在 Hagerstown 发

现茶翅蝽，2004 年，在西佛吉尼亚州得到确认。2008 年，他们开始报道在苹果上出现

的症状和季节末导致的伤害，但是他们起初没有意识到这是茶翅蝽造成的。 

2009 年和 2010 年，在中大西洋地区的一些州，茶翅蝽迅速扩展了它的寄主植物范

围。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和新泽西等州的农户承受了

巨大的的损失。他说：“茶翅蝽已经危害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但是初始危害地区依

然为危害中心”。 

阿巴拉契亚站的昆虫学家特雷西说：“茶翅蝽以多于 300 种植物为食，包括木本水

果、浆果、蔬菜和观赏植

物等”。 

“我们能种植哪种植

物，茶翅蝽就可以吃掉

它”，莱特说。莱特列出了

其它事实来说明茶翅蝽是

一种在大西洋中部地区具

有破坏性的、难以防控的

昆虫。茶翅蝽在该地区每

年繁殖两代，使得它可以

在整个生长季都可以危

害。1 龄后茶翅蝽的每个龄

期，若虫都以寄主植物为

食。无论是在谷仓、车库、

柴堆还是死树和倒下的树干这些自然屏障中，大多数茶翅蝽都可以越冬。它们经常隐藏

在树

都对茶翅蝽无效，因为茶翅蝽有回避行为，它

是茶翅蝽在美国没有天敌”，莱特说。 

杀死

基础。然而，

随着

将包括生物防治。同时，这个长期的解决方法是要找到茶翅蝽的捕

食者

冠上，这个地方是农药不可能喷到的地方。 

大多数标注可以防治本土椿象的农药

可以躲避农药喷射和其他的防治措施。 

   “最糟糕的

这个凶手 

农业研究局对茶翅蝽的研究是一个国家努力防治入侵害虫的一部分。遍布全国的科

学家在尽可能快地研究防治措施。现在，茶翅蝽的防治大多以化学防治为

研究的深入，他们期望可以把栽培、生物和诱杀的方法结合起来。 

莱特说：“短期目标是研究出怎样杀死茶翅蝽。中期目标是研究出何时何地杀死它。

也许长期的解决方法

或者寄生者”。 

在纽瓦克市农业研究局的检疫实验室，昆虫学家金（Kim Hoelmer）在评测一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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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

个研究团队把

这些

成，所以每个卵块能够产生 28 只新赤眼

蜂。

来的

只

攻击

造成危害”。一些本土的椿象是害虫，但其他的是有

益的

态、行为、生理几个方面看，它们都与寄主紧密联系，不可能在其他的寄主中

存活

生蜂很小（成蜂的长度是 1.3 mm），不可能叮咬人或动物。 

纽约

蝽幼虫进入 2 龄期，它们开始以作物为食，不像是过去农户杀死本

土椿

者相信在纽约州茶翅蝽

只有一代。然而，可能在局部地区出现两代，这取决于季节。 

洲的微小的黄蜂（赤眼蜂），属于沟卵蜂。这

金的团队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发现了这种赤

眼蜂。他们收集了活着的茶翅蝽的卵块，并且把

他们带到了特拉华州农业研究局实验室。赤眼蜂

从大多数的卵块中出现了，所以这

个赤眼蜂是袭击茶翅蝽卵的寄生蜂。 

赤眼蜂作为试验研究对象。 

他已经发现雌赤眼蜂搜寻寄主植物叶片表

面，是为了寻找茶翅蝽的卵。当它们发现卵块的

时候，就把自己的寄生卵产在每个茶翅蝽的卵中。

当赤眼蜂的卵孵化后，它们完全依靠消耗茶翅蝽

的卵变成成蜂。因为茶翅蝽的每个卵块一般由 28

颗卵组

 

这个研究已经进行了两年，金希望可以在未

1 到 2 年内田间释放赤眼蜂。 

然而，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严格管

理着外来物种的引入。金必须证明这种赤眼蜂

茶翅蝽，将不会对其他物种造成伤害。 

金说：“赤眼蜂只是茶翅蝽的天敌，不会伤害其他种类的昆虫、动物或是植物。唯

一的潜在风险是对其他种类的椿象

，因为它们可以捕食害虫。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旦寄生蜂被引入，当茶翅蝽的种群数减少到很低的水平的时候，

它们也许会迁居到其他的寄主，或者会叮咬人类和动物。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赤

眼蜂从生

。 

总之，由于寄

州的茶翅蝽 

茶翅蝽在纽约州的侵害没有像在中大西洋地区那样大。 

然而，在康奈尔大学进修的彼得（Peter Jentsch）说：“这个入侵害虫给这个州带来

了挑战”。一旦茶翅

象那么简单。 

茶翅蝽成虫聚集在越冬场所或是农产品中。由于这点，调查

 56



 

 57

奈尔由个人创建了一个工作组，在寻找监测和治理茶翅蝽的方法”。 

在春季，茶翅蝽

迁移到树木或是农产

品中。去年，他们直

接迁移到美味的寄主

树木中，但是没有对

农产品造成多大危

害。彼得不明白为什

么农作物没有受到损

害。也许因为茶翅蝽

种群数不够多，或者

是因为季节条件不适

宜。 

彼 得 说 ，“ 在

2008 年哈德森山谷

中发现了茶翅蝽标

本。在山谷的南部，它们的数量在逐渐增加。到 2010 年，它们蔓延到这个州的大部分

地区。在康

                                                      （仇微译，王树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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