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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卷   第 4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3 年 2 月 26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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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进展：2012 年研究工作进展（Ⅲ）-- 病虫害药剂防控 

病虫诊断：银纹细蛾的为害状 

国外追踪：苹果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 

新西兰宣布苹果预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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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 

2 月 20 日，河北曲阳县李献峰副县长和河北绿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刘少辉总经理来

到河北农业大学，与岗位专家孙建设教授、曹克强教授及团队成员邵建柱教授进行了座

谈，几位专家对政府支持企业扩建苹果园区的想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孙教授基于对中央

1 号文件精神的理解，畅谈了我国目前苹果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增强了地方领

导和企业通过发展果业致富一方百姓的信心。大家在一起还就果园省力化、信息化管理

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准备在 2013 年在果园病虫害远程监控指导服务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科技服务的质量，扩大技术服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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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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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和表 4-2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 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4-1 可以看出，不同地区 2 月中下旬日 低温度差异较大。牡丹江试验站日

低温度基本在-20℃左右，是全国 冷的地区。其他各个试验站温度均大幅回升，大

部分试验站 低温度均在 0℃以上或接近 0℃。昭通和盐源试验站仍是温度 高的地方，

低温度基本高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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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3 年 2 月中下旬日 低温度 

 

表 4-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3 年 2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从表 4-2 降水情况来看，各个试验站均较为干旱，与去年同期相比，降水量和次数

均偏少。仅特克斯、昌平、烟台、和昭通试验站出现了降水，降水量均在 5 mm 以下。

针对今春干旱的情况，解冻后要注意及时补水。 

未来 10 天，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部分地区。主要天气

过程如下：26 日，吉林、黑龙江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吉林中东部局地有大雪。2 月 28

日-3 月 2 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 6-10℃，部分地区气温下

降幅度可达 12-16℃；内蒙东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风力可达 7-8 级；南疆盆地、甘

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局地有沙尘天气。东北地区有中到大雪，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

黑龙江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雪（10-18 mm），华北有小雨雪，各地要及时做好防冻

工作。 

（张瑜�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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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研究工作进展（Ⅲ）-- 病虫害药剂防控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1） 2012 年在对苹果轮纹病的药剂防治试验中发现，腐植酸+多•戊和脱皮剂两

种处理可以显著抑制病斑数目的增加，代森胺对表皮层的抑菌作用较好。2012 年春季，

在 2011 年防治试验的基础上，对保定试验站顺平县南神南村 1500 亩 6 年生矮砧密植富

士果园的苹果枝干轮纹病又进行了地毯式防治。此次安排学生 12 名，在南神南村驻点

一周，对该村的果园枝干轮纹病进行了逐园逐树的查看与刮治，同时对个别腐烂病病斑

也进行了刮治，所用药剂为 “菌清”膏剂。通过调查显示，该村果园的枝干轮纹病控

制情况良好。 

（2） 针对粉红单端孢菌和链格孢菌这两种霉心病的主要病原进行了 12 种药剂的

室内抑菌试验，结果表明，对粉红单端孢菌抑制效果好的药剂有 80%多菌灵 1500 倍、

25%戊唑醇 3000 倍、25%丙环唑 3000 倍、50%异菌脲 1000 倍、15%三唑酮 1500 倍。

对链格孢菌抑制效果好的药剂有 50%异菌脲 1000 倍、10%多氧霉素 2000 倍、10%苯醚

甲环唑 4000 倍、25%戊唑醇 3000 倍、50%硫悬浮剂 400 倍。对两种病菌室内抑制效果

都好的药剂是异菌脲和戊唑醇。 

（3） 2012 年在宁夏、牡丹江、郑州安排食心虫性信息素防治试验果园 6 个，面积

345 亩。通过 3 年连续试验观察，利用苹果蠹蛾性诱剂迷向+喷药的技术措施，在不使

用迷向剂的情况下监测，已经确认这 3 个果园的苹果蠹蛾被彻底铲除。这说明，当新侵

入苹果蠹蛾在上年越冬代诱蛾量低于 10 头时，使用迷向剂+喷药的措施，通过 1~2 年防

治可以铲除苹果蠹蛾；如果虫口密度较高，需要连续 3～4 年有可能铲除苹果蠹蛾。2012

年新安排性诱剂迷向防治苹果蠹蛾试验 3 个果园 180 亩，其中 2 个低密度果园，通过监

测，没有诱到苹果蠹蛾成虫，采收期调查，也没有发现蛀果，铲除效果需要 2013 年越

冬代进一步监测。膏体迷向剂处理 1 个高密度果园，防治效果不佳，采收期苹果蠹蛾为

害率为 2.3%，通过比较试验，认为苹果蠹蛾胶条迷向剂效果明显好于膏体迷向剂。在

牡丹江安排苹果蠹蛾性诱剂+食物诱捕防治试验 80 亩，试验区中心在采收期调查蛀果率

为 0.1%，比常规防治对照区减少 97%。在宁夏银川河东园艺场安排桃小食心虫和梨小

食心虫膏体复合迷向剂试验，防治面积 80 亩，通过设置不同迷向剂悬挂高度和不同监

测诱捕器高度对比试验，平均树高 5 米的成龄果园，迷向剂悬挂高度在 3 米以上明显好

于 2 米的效果，和常规防治对照区相比，平均诱蛾减退率为 94.8%，采收期果实为害率

下降 86.5%。 

（4） 在室内通过菌丝生长抑制和孢子萌发法测定了咪鲜胺、吡唑醚菌酯、甲基硫

菌灵等 9 种药剂对叶枯炭疽菌的抑菌效果，发现咪鲜胺(EC50=0.4147 mg/L)、吡唑醚菌

酯(EC50=1.7592 mg/L)、苯醚甲环唑(EC50=2.804 mg/L)等药剂对叶枯炭疽菌在离体条件下

的生长和孢子萌发有较好的抑制效果。但田间的试验表明，咪鲜胺和代森锰锌交替使用



 

 26

确能推迟炭疽叶枯病的发病，但也不能有效控制叶枯病的流行。防治炭疽叶枯病应以保

护叶片不受病原菌侵染为主，在降雨前保证叶面上粘附一层杀菌剂，才能保证叶片不受

病原菌的侵染。波尔多液粘附性强、持效期长，应是防治炭疽叶枯病 有效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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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纹细蛾的为害状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刘丽 

从 2008 年开始，中国病虫害防控信息网设立“专家门诊”栏目，期间共解答果农

病虫害疑难问题约 5000 人次。受到用户的普遍欢迎。从本期开始，将节选“专家门诊”

栏目具代表性的病虫害疑难问题刊登于此处，希望能对果农病虫害的诊断起到指导、借

鉴作用。 

陕西咸阳果农提问：请问附图中是何种病害，如何防治？�

 
 

 

 

 

 

 

 

 

 

 

专家解答：图上症状是由银纹细蛾的幼虫蛀食叶肉导致，该虫发生不是很重，一般

不需要专门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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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 

（选自《新英格兰果树管理指南》2012 版）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从《新英格兰果树管理指南》中陆续选编一些素材作为国外

追踪内容。新英格兰是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区域。新英格

兰地区包括美国的六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德

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该区域也是美国果树的主要种植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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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简介 

《新英格兰果树管理指南》的宗旨是帮助果农针对自己果园的特点和需求制定 佳

的管理办法。这份指南是以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作为理论依据，通过多种方法将有

害生物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 

“综合”这个词是指各项管理措施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尽可能考虑到整个果园管理

的各个方面，既考虑病虫害当前的为害，还要考虑其潜在的威胁。“综合”也意指通过

多种防治方法的组合来强化它们的防治效果。“有害生物”是指昆虫、螨类、杂草、病

害和某些脊椎动物，如鹿和田鼠等。 

IPM 是将所有可行的预防和防治有害生物发生发展的方法有机结合成一个综合管

理计划，而并非单纯的指如何消灭有害生物。IPM 的目标是在满足经济、环境和社会目

标的前提下，实施正确的决策。 

2.1 IPM 的实施 

IPM 是结合所有有效的管理方式，创建一个经济、有效并可持续的管理计划，是通

过使用多种预防措施，成功抑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田间试验表明，果园卫生和越冬

场所的治理是预防和防治多种有害生物的第一道防线。 

使用 IPM 方法需要对有害生物的危害进行准确的识别和风险评估。在这份指南的后

面列出了在新英格兰可以提供的昆虫和病害诊断、土壤化验和植物材料分析的服务机

构。对有害生物生物学、生态学和其他因素的掌握（如气候和天敌对害虫的影响），将

有助于选择正确的防治策略。 

IPM 方法强调，要将有害生物种群控制在经济损害水平以下，通过使用农药和其他

控制手段将有害生物群体控制在一个阈值范围，而不是将它们彻底消灭。过多的防治将

加大预算成本并对果园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害虫而言，保留一部分天敌昆虫对害虫的后

续防治是相当重要的。 

1.3 IPM 组分 

1.3.1 监测 

监测是指观察、识别和监测害虫种群数量。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的应用可确

定某些害虫的虫口密度，由此来对比防治阀值，并确定 佳防治时机。对于病害、杂草、

昆虫等有害生物，监测叶片、果实和地表是必要的手段。对整个生长季的监测是评估果

园病害、害虫和杂草情况 有效的方式。要根据监测结果，定时进行药剂防治。本指南

将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办法”中列出针对每种果树的病虫害监测方法。 

1.3.2 有害生物模型和预测 

以气候为基础的有害生物发展模型可用于一些有害生物的监测，从而进行预防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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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佳的防治时机。日 高、 低气温和降水记录并结合防治历是有害生物发展模型的

重要依据。特定地点的天气数据可从一些公司的网站下载。 

有一种被称为果园雷达的在线气象数据传输工具，是一个 IPM 气象模型。其数据可

在PRONewEngland.org网站下载。病虫害爆发的潜在信息也可通过Cooperative Extension

的通讯及区域咨询人员处获得。 

另一个在线工具是网络与天气（简称NEWA）。新英格兰地区将天气数据用于有害

生物的预测预警。访问 http://newa.nysaes.cornell.edu网站可获悉当地实时的天气信息和每日

有害生物基础预测信息。 

1.3.3 防治阈值 

有害生物阀值是一个估算的种群密度数值，当因有害生物侵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超

过预防/控制成本时，适当的防治措施就显得必要并合理了。通过对有害生物种群密度以

及因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田间调查，已经确定了一些有害生物的防治阀值。对于其他一

些有害生物，“ 佳猜测”阀值被广泛应用。通过比较病虫害监测阈值，果农已经在不

影响作物品质和产量的前提下，减少了多达 50%的农药使用。可通过早期的监测及有害

生物的风险评估来降低药害。在本指南中，“建议防治阀值”是根据对果园的实时观察

做出防治决策的有害生物群体密度。一般情况下，在采取防治措施时，需要果农对自己

的果园充分了解并对果园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作出判断前，对果园

管理知识的了解和对果园防治历的记录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1.3.4 防治方法 

控制有害生物的防治方法包括农业、生物和物理以及在必要情况下的化学防治。为

了减少对社会、环境、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影响，在其他防治措施不足以控制有害生物发

生的情况下，可使用农药进行化学防治。本指南中列出了一些使用方便并相对便宜的非

化学药品供果农参考，这样可大大减少农药使用量和作物产量损失。采取适当的预防措

施与后期的药剂防治相比，其成本要小的多。 

1.3.5 记录 

对果园有害生物的监测、治疗以及生长季末产量损失评估等的全年档案，对今后每

年防治决策的选择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纸质的档案记载要比单凭记忆更完整准确，而且

方便查阅。完整的有害生物管理档案可以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农药使用

量，从而使产品更符合质监部门以及消费者的需求，还为您将来的计划安排提供有利的

依据。果实收获后，总结整个生长季的有害生物管理档案，可以帮你纠正错误的管理办

法并从中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 

1.4 IPM 策略 

http://newa.nysaes.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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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园时、休眠期和生长季的各项管理措施，都会对果园的有害生物发生情况产生影

响，下面列出了一些重要的有害生物管理方法。 

1.4.1 抗病品种 

市场上有不少接穗品种对苹果黑星病和其他病害具有抗性，选择砧木时必须要考虑

其园艺性状，耐受土壤条件和其抗低温能力，同时也要兼顾其抗火疫病和疫霉病的程度。 

1.4.2 农业防治法 

在果树种植前，要考虑有害生物的危害，选择适合的地块。例如，地势低洼，持续

有雾和露水的天气都加大了真菌性病害的侵染风险。建园时要选择排灌和空气流通较好

的地块。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砍除果园临近的野生灌木或林木，以保证空气流通正常。

果园四周植被较密集的话，会阻碍阳光和空气流通，加大果园内空气湿度，从而增加病

菌的繁殖侵染机率。 

要尽可能的创造不适合有害生物侵染的条件。早春通过剪枝去除病枝病果，消灭病

虫害的越冬场所，如枯树、枯枝、溃疡组织、僵果以及果园附近的一些病虫害越冬寄主。 

特别是新建果园，很容易受到脊椎动物的为害，可以采用围栏或丝网进行阻拦预防。 

可以通过果园精细化管理、浇水施肥以及地表生草来调节果园的生态环境和保证果

树的营养和健康生长。同时应该避免因浇水过多、干旱造成生理病害，或环境因素，如

温度骤变及冬季低温造成的果树损伤。 

1.4.3 生物防治 

保护天敌昆虫。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杀虫、杀螨、杀菌及除草剂。同时要选择

对寄生蜂、授粉昆虫和其他有益生物负面影响 小的化学药剂。要综合考虑有益生物对

果园管理的作用，条件允许时可释放捕食螨。 

1.4.3 化学防治 

只有在综合衡量了果园监测信息、经济阀值、模型预警、果园防治历及其他一些信

息后，觉得必须要用化学药剂时方可使用。 

选择化学药剂时要考虑喷雾器械喷头的雾化程度及施药者的安全；需要配备安全装

备并考虑作物的安全间隔期、抗药性以及对环境和天敌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各方面

条件均符合后方可使用。 

在使用农药时，要采用农药标注的推荐用量、核准喷雾器械、选择 佳的喷雾环境、

校准行进速度及雾滴大小，以保证作物表面能被保护性药剂雾滴均匀覆盖，或局部内吸

性药剂的吸收。 

要确定喷雾技术对靶标有害生物的 大及 小影响，以及在天气允许条件下的 佳

密布范围。在风速超过 16 km／h 时避免施药，以防药剂漂移到其他非目标作物上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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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害；在空气完全不流通的情况下，也要避免施药，以免发生雾滴反向逆转的风险。在

高温高湿条件下要避免施药，以免造成药害。对新的桶混组合要先在几棵树进行小的测

试后方可大面积施用。 

                                                  （刘丽译，曹克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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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宣布苹果预期产量 

摘自（GOOD FRUIT GROWER / WEB 2013） 

新西兰 Pipfruit 公司宣布，今年新西兰预计收获苹果 1700 万箱。这一产量与去年持

平，但是新品种所占的份额在增加。 

据 Pipfruit 公司首席执行官 Alan Pollard 宣称，新西兰第一大苹果品种布瑞本

（Braeburn）的市场份额持续下降，因为种植者更愿意种植那些有吸引力的新品种，尤

其对亚洲消费者更有吸引力的品种。布瑞本预计产量将由 2005 年的 800 万箱下降到今

年的 340 万箱。 

Pollard 介绍说，今年新西兰苹果种植区的生产状况很好，出口商收到了来自亚洲、

欧洲和北美洲的询价。更多的苹果出口到了亚洲和中东，这一地区的出口份额占据了

2012 年度新西兰苹果出口的 40%，而前一年这一地区占的出口份额为 33%。出口到欧

洲的苹果苹果数量较少。 

2013 年预计霍克湾种植区将提供新西兰 61%的苹果产量，尼尔森种植区将提供 31%

的产量，另外 4%来自于中奥塔哥，其余则来自于其他种植区如怀卡托、吉斯伯恩和怀

拉拉帕。 

（张凤巧� 译，王树桐�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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