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卷   第 17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2 年 9 月 15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对黑龙江、宁夏综合试验站的苹果采前病虫害调查 

          近期活动 

基础资料：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调查研究: 对 25 个试验站所在地 2011 年和 2012 年 6-8 月份降水情况的分析 

病虫动态：近期苹果园病虫害发生实况 

国外追踪：显而易见——消费者更喜欢新品种 W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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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黑龙江、宁夏综合试验站的苹果采前病虫害调查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陈汉杰 

2012 年 8 月 25~30 日，我们分别到黑龙江省牡丹江试验站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试

验站进行苹果采前病虫害调查，得到了刘延杰和王春良站长及团队成员的全力支持，通

过对果园采前的病虫害进行调查，可对来年制定防控预案提供重要参考。 

在牡丹江果区分别对宁安县和牡丹江郊区一些果园进行了调查，在宁安县温春镇试

验站示范园发现，利用苹果蠹蛾性诱剂加食物诱剂诱捕防治试验取得了明显效果，试验

区中心部位苹果蠹蛾虫果率为 0.1%，边缘部位虫果率为 0.3%，常规防治区一个果园虫

果率为 2%，另一个虫果率为 3.9%，但调查中发现诱捕器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牡丹江果

区主要发生的害虫类群包括食心虫类、叶螨类、介壳虫类、蚜虫类和潜叶蛾类。在果园

病虫害调查中，发现牡丹江果区苹果上以桃小食心虫为主，梨小食心虫为害较轻，但苹

果蠹蛾的扩散压力较大。 

在今年春季调查中，山楂叶螨越冬量大，但 8 月份调查以苹果全爪螨为优势种，苹

果全爪螨在果园发生普遍，对有些果园的叶片形成一定为害，苹果黄蚜也是前期果园的

重点防治对象，介壳虫以康氏粉蚧为优势种，今年对康氏粉蚧的控制效果较好，调查中

很少发现果实受害。苹果园潜叶蛾以银纹潜叶蛾为优势种，在新梢上造成一定为害，果

园也发生少量金纹细蛾。该区果实及叶片病害较少，只在老品种黄太平的叶片上有苹果

黑星病，未发现其它病害，枝干上腐烂病为各个果园的重点防治对象，可能和当地低温

冻害有关。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先到青铜峡市对苹果蠹蛾防控试验点进行了调查，对 3 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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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的低虫口密度果园进行了迷向剂处理+喷药防控试验，从诱蛾监测和虫果率上看，

均未再发现苹果蠹蛾，说明取得了良好的防控效果，处理的诱虫带监测结果待果实采收

后调查，目前仍在继续监测中。在中卫市进行了利用磷化铝熏蒸处理虫果试验和套袋阻

隔苹果蠹蛾试验，其中，利用磷化铝处理虫果试验取得了明确的试验结果，但套袋阻隔

苹果蠹蛾的试验，由于不套袋对照区虫果率很低，难以说明套袋对阻隔苹果蠹蛾的效果，

然而，在一个全套袋的梨园，发现部分套纸袋的梨果受到梨小食心虫的为害，造成部分

落果，由于苹果蠹蛾和梨小食心虫的习性较为相近，由此推断，可能套袋难以完全阻隔

苹果蠹蛾对苹果的为害。调查中发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同果园发生的食心虫优势种不

同，有些果园以桃小食心虫为主，有些果园以梨小食心虫为主，果农普遍对食心虫防控

技术掌握不好，喷药次数少，凭经验喷药，在今年雨水较多的情况下，对梨小食心虫防

控不力，多数果园梨小食心虫为害重于往年。在银川河东生态试验园调查，利用梨小+

桃小迷向剂处理防治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试验区仍然受到梨小食心虫的为害，对

照区梨小食心虫为害较重。宁夏苹果园以食心虫和叶螨为主要防治对象，前期也有蚜虫，

有些果园金纹细蛾也需要防治。介壳虫在有些果园为害严重，以苹果球蚧为优势种。 

通过本次调查，对今年两地的试验结果有了初步的掌握，对两个产区后期发生的病

虫害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为制定明年防控预案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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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国家苹果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曹克强教授参加了

由全国农技中心组织的植物免疫诱导

技术田间应用考察，由海南正业中农

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海岛素氨基

酸寡糖分别在安徽 山、河南信阳、

湖北武汉和潜江进行了试验，试验作

物包括梨、茶、棉花和水稻，考察组

对该产品促进作物生长和提高植物抗

性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对其效果

给予了肯定，另外对下一步试验推广提出了建议。 

 9 月 8 日，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曹克强教授及团队成员王树桐教授赴北

京参加了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组织的“有机生产风险控制技术规范”项目审定

会。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局金发忠副局长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本次审定

的项目包括有机水稻、有机苹果和有机蔬菜 3 个项目，其中有机苹果生产风险控制

技术规范由河北农业大学曹克强教授主持起草，专家组对 3 个项目进行了审议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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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审改稿将于

今年10月完成并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实施。 

 9 月 11 日，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专家曹克强教授、陈汉杰研究员赴

河北昌黎综合试验站，对昌黎果树所

于丽辰研究员从事的苹果黑点病致病

因子的研究项目进行了鉴定，该研究

发现乱跗线螨是苹果黑点病重要的致

病因子，该研究明确了乱跗线螨的植

食习性及生物学特点，提出了通过矿物油浸袋和生长季结合对其他病虫害的防治在

药剂中加入矿物油的防控措施。通过近几年的试验示范，防控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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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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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查询和记录，表 17-1 和表 17-2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高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17-1 可以看出，不同地区 9 月上中旬日最高温度普遍有所降低。大部分试

验站的日最高温度均在 30℃以下，特克斯、兴城、昌黎、顺平、昌平、西安、泰安、胶

州、烟台、民权等试验站出现了气温高于 30℃的天气。从积温角度看，与去年同期相比

积温值均偏高。 

从表 17-2 降水情况来看，近半月各地降雨较为频繁，各试验站均有降雨，降水量

比上半月有所增加。大部分试验站都有 50 mm 以上的降水，其中昌黎、旬邑、白水、

凤翔、西安、盐源等地的降水量超过了 100 mm，凤翔试验站降水量最多，达 173 mm。

烟台降水量最小，仅 1.6 mm。 

预计未来 10 天（9 月 14 日至 23 日），新疆天山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有

10－50 mm 降雨，其中东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50-80 mm、局部 90-110 mm。

未来 10 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我国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接近常年

或略偏高，西南地区东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1-2℃。 

主要天气过程如下，15－16 日，受弱冷空气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河套地区、华北

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阵雨或小雨，其中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

23 日，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

局部有大雨。 

应重点关注的是 14－16 日，黑龙江西北部、甘肃河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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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2 年 9 月上中旬日最高温度 

 

表 17-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2 年 9 月上中旬日降水量 

 

（张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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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25 个试验站所在地 2011 年和 2012 年 6-8 月份降水情况的分析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张瑜  曹克强 

夏季降水与苹果病害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降雨量大、频次高，病

害发生会较重。主要原因在于降水能够帮助病原菌的产孢、传播和侵染。在苹果三大病

害中，早期落叶病属于强流行性病害，降雨多会直接导致病害数量的迅速增加，如果防

治措施不及时的话，会造成大量落叶。腐烂病和轮纹病虽然表面看起来发展不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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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雨季造成的大量侵染会在秋末冬初或来年春季表现出来。 

在对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地逐日气象资料记载的前提下，现将近两年 6-8 月

份各试验站所在地的降雨量和降雨次数进行一下分析，以便对整体的情况有一个了解。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图 17-1），2012 年 6-8 月份除伊犁（特克斯）、平凉（庄浪）、

天水和青岛（胶州）4 个试验站的降水量少于去年，熊岳（营口）、保定（顺平）、昌平、

洛川、宝鸡（凤翔）、泰安、商丘（民权）与去年相对持平外，其他大多数试验站包括

牡丹江、银川、葫芦岛（兴城）、晋中（太谷）、运城（万荣）、石家庄（灵寿）、咸阳（旬

邑）、白水、西安、烟台、三门峡、昭通和川西高原（盐源）的降雨量都多于去年同期。

大部分试验站近两年月均降水量在 100 mm 到 200 mm 之间，昌黎的月均降水量为 227 

mm，是降水最多的试验站；银川，万荣，西安月均降水量不足 50mm，是降水最少的

几个试验站。从 3 个月的降水次数来看，所有的试验站都多于去年同期，因此，从总体

上来看，今年夏季的降雨量普遍多于去年，这种条件更有利于病害的发生和流行。 

 

        牡丹江  特克斯

降水次数 mm 降水量
mm 

     

  

降水量 降水次数 

0 

50 

100 

150 

200 

6

次20 次150 25

2015
100

15
10

10
50

5
5

0 00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6月 7月 8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银川  -              兴城
降水量 降水次数 

mmmm 

0 

50 

100 

15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月

2011 年 2012 年 

0

5

10

15

次 降水次数 次降水量
15300

250

10200

150

5100

50

0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181



 

 182

 

 

 

 

营口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次降水量 降水次数 

太谷  

0

50

100

15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万荣 

0 

50 

10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庄浪  

0

50

100

15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天水   

0 

50 

10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昌黎  

0

100

200

300

400

50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灵寿         

0

50

100

15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顺平         

0 
50 
100 
150 
200 
25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2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183

 

 

 

 

昌平         

0 
50 
100 
150 
200 
25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洛川         

0

50

100

150

20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旬邑         

0 

50 

100 

15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白水         

0

50

100

15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凤翔         

0 
50 

100 
150 

20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西安         

0

50

10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胶州         

0

50

100

150

200

25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泰安      -   

0 
50 
100 
150 
200 
25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烟台         民权

 

 

 

图 17-1 全国 25 个苹果综合试验站 2011 年和 2012 年 6-8 月的降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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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保定地区望都苹果园主要害虫发生趋势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吕兴 王勤英 

近期对保定望都县苹果园虫情调查结果显示，苹果黄蚜在秋梢上发生依然较少，造

不成危害，天敌数量依然很少（图 17-2）。近期苹果全爪螨数量稍有增加，但是其总数

0

50

100

150

20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三门峡         昭通

降水次数 

0 
50 
100 
150 
200 
25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降水量

次 

0

50

100

150

200

6月 7月 8月 6月 7 月 8 月 

2011年 2012 年 

mm

20 
25 

10 
15 

0 
5 

盐源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6 月 7 月 8 月 6 月 7 月 8 月 

2011 年 2012 年 

mm 

0

5

10

15

20

25
次

降水量 降水次数 

 184



 

量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图 17-3）。梨小食心虫第三代成虫数量较大，超过越冬代成虫，

其高峰期已过，因该果园内果实全部套袋，梨小食心虫第四代幼虫会仍然只为害嫩梢（图

17-4）。金纹细蛾的第 4 代成虫持续增加，但数量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今年该果园金纹

细蛾成虫的数量一直很低（图 17-5），其幼虫为害也很轻，累计虫叶率仅为 0.16%。苹

小卷叶蛾除越冬代蛾量较多、有明显的峰值外，第一代成虫数量一直很少，没有明显的

峰值，第二代成虫羽化开始增多（图 17-6），枝条累计卷叶率为 7.6%。该果园桃小食心

虫数量极少，最高虫量单个诱捕器平均诱捕量仅为 1.2 头，雄蛾始见期在 6 月底，高峰

期为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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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2012 年保定望都苹果园苹果害螨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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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2012 年保定望都苹果园金纹细蛾成虫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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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 2012 年保定望都苹果园苹小卷叶蛾成虫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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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4 2012年保定望都梨小食心虫成虫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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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消费者更喜欢新品种 WA 2 

凯特·埃文斯   华盛顿州立大学温纳齐果树研究与推广中心的仁果育种家 

卡罗琳·罗斯    华盛顿州立大学铂尔曼食品科学学院的食品科学家 

在口味测试中，与嘎啦相比消费者更喜欢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新品种 WA 2。 

WA 2 呈明亮的粉红色并有明显的皮孔。在收获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始终保持最佳口

感。 

在 2012 年春季华盛顿州苹果

口味测试中，与嘎啦相比，消费者

明显更喜欢 WA 2。 

用于测试的WA 2是 2011年 10

月 6 日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苹果育种

计划第三阶段在华盛顿昆西收获

的，气调贮存，未经贮前 MCP（译

者注：MCP 为甲基环丙烯，采收后

处理果实可保持果实硬度）处理；

本测试中的嘎啦作为行业对照标

准，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从昆西附

近的果园收获，并且在气调贮存之

前进行 MCP 处理。所有果实在测

试时均处于各自品种的最佳食用条

件。 

消费者从外观、味道/气味和质

地等不同方面比较这两种苹果，并

指出整体上更喜欢哪一种。他们品

尝苹果切片以区别口感，但也用整

个苹果以评价外观。在所有的测试

属性中，与嘎啦相比，消费者更喜                图 17-7 品种喜好 

欢 WA 2（图 17-7）。              图中显示了 2012 年春天进行的口味测试中喜欢 WA 2 

    这次测试于 2012 年 3 月    或和嘎啦消费者的百分数，数据为 120 为消费者的调查结果 

3 日在华盛顿州斯波坎河购物中心进行，由海报招募购物中心周边的消费者。消费者分

别来自不同的种族背景，年龄从 18 到 70，约 38%的被调查者年龄在 35 岁以下。约 60%

的被调查者为女性，大部分的消费者每周最少吃一次或几次苹果，并且在美国西北部长

大。另一次消费者测试是 2 月 23 日在铂尔曼华盛顿州立大学进行的，100 名消费者对不

同苹果不同属性用 7-点法打分（1=非常不喜欢，7=非常喜欢），包括相同数量的 W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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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嘎啦样品。同上，这次测试 WA 

2 果实在整体接受性高于嘎啦并

且更受喜欢，所有属性包括硬度、

脆度和多汁性在统计学上都有显

著差别。（图 17-8） 

在铂尔曼调查的消费者在种

族背景和年龄方面与在斯波坎河

调查时相类似，但 60％是 35 岁以

下，56％是女性。 

上述测试结果与华盛顿果树

研究委员会内部测试的数据相吻

合。WA 2 贮存测试评估正在按照

“Good Fruit Grower”2012 年 6

月版中所描述的那样进行。2012

年 12月 1 日起华盛顿的果农将有

机会为该 WA 2 的第四阶段评估

投票。 

                                  图 17-8 感官特性 

                                消费者采用 7 分等级表示的对 WA 2 或 

                                   和嘎啦的感官特性接受度（1=非常不喜欢，7=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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