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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3 年 9 月 17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生物菌剂防控苹果树腐烂病的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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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门诊: 一种苹果顶梢枯死现象的原因分析 

病虫防控：9 月上中旬保定望都县苹果园主要害虫发生动态 

国外追踪：为采收和采后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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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菌剂防控苹果树腐烂病的试验初报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张瑜  胡清玉 

笔者于 2013 年 3 月和 8 月两次赴新疆阿克苏地区，进行了用木美土里生物菌肥和生

物盾菌剂防控苹果树腐烂病的试验，现将初步试验结果汇总如下： 

阿克苏位于新疆南部，北倚天山，南邻塔里木盆地，更兼处于塔里木河上游，因水

得名，维吾尔语意为“白水城”。此地属暖温带干旱气候区，气候宜人、光照充足、无

霜期长、地势平坦、水源丰富，加上适合苹果生长的沙性壤土，具有生产优质苹果的自

然条件。由于昼夜温差大，苹果白天积累的糖分来不及在夜间转化，使苹果的果核部糖

分积累呈透明状，形成了“冰糖心”苹果（图 17-1），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图 17-1 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左），适合苹果生长的沙壤土（中）和用于果园灌溉的水渠（右） 

尽管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与内地陕西、山东等苹果产区相比，果园生产管理明显

滞后。调查所到果园，基本以家庭经营为主，栽培面积均不大；果园苗木多是十几年前

从山东等内地省份引进，经过多年的市场淘汰和自然选择，目前主栽品种多为烟富 6 号、

长富 2 号等富士系列品种，有少量金帅、新红星、嘎拉等作为授粉树。种植模式大多是

多行乔化密植，矮化砧木在生产上应用很少，果树修剪随意或根本不修剪，园相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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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体大小差异大，缺株现象较重。有机肥的施用普遍不足，多数果园没有秋施肥的习惯。

面对频发的灾害性天气，如花期沙尘、花期低温、冰雹、采收期冻害、早霜等，缺乏有

效的防范措施和应对手段。由低温冻害引发的腐烂病一直困扰着农一师五团、红旗坡农

场等苹果生产基地。此次走访的果园全部有腐烂病的发生，发病严重的 20 年以上树龄

果园病株率在 90%以上，随处可见纵贯全树的腐烂病斑（图 17-2），可谓触目惊心。 

 

 

 

 

 

 

 

图 17-2 低温冻害导致树皮开裂（左），纵贯全树的腐烂病疤（中），及乔化密植果树（右） 

试验情况 

2013 年 3 月下旬，我们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利用木美土里生物菌肥和果树生物盾对

苹果树腐烂病进行了防控试验。腐烂病试验主要在阿克苏农一师五团下属的一连、二连、

四连、园林一队和园林二队进行，共计 40 余个果园。施用方式是距果树主干 1.2-1.5 m

挖深度 40 cm 的环形沟，沟内均匀施入木美土里菌肥，再浇上指定配比和用量的生物盾

液体，覆土后立即浇水。腐烂病疤先按照我们的腐烂病防治规程刮治，涂布生物盾稀释

液后，再用木美土里菌肥和土按 1:30 的比例制成的药泥保湿，外覆塑料膜。每个果园选

择 10-20 棵树不等，按树龄和发病情况施用的肥料剂量也不同，详见表 17-1。 

8 月 25-31 日，我们再次到新疆进行了回访调查。此时阿克苏地区苹果园内的早熟

品种如嘎拉，信浓红等都已经成熟，主栽的富士品种大都处于果实上色期。试验果园是

在我们进行施肥技术示范后，由农民自己操作完成，由于果农的执行能力相差较大，果

园的树龄、树势和腐烂病的发病情况差异也很大，经查访，防治方式大体归为以下四种

类型： 

A 严格按照我们的技术指导进行病斑刮治，对病斑涂生物盾，并糊药泥加塑料包裹； 

B 在腐烂病皮处划交叉十字斜纹，涂生物盾，药泥包裹； 

C 不刮治，直接涂生物盾，用药泥包裹； 

D 不刮治，直接涂生物盾，不包裹。 

由于试验果园较多，行程很紧，部分园主没联系上，取得有效调查数据的果园仅 20

户，为了方便量化统计，用目测和回访的方式对以下 3 个方面进行评价，满分为 10 分： 

a． 腐烂病斑未扩展的树占调查树的比率，1-25%为 1 分；26-50%为 2 分；51-75%

为,3 分；76-100%为 4 分。 

b． 愈伤组织的形成：未形成愈伤组织为 0 分，形成愈伤组织纵向宽度平均在 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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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为 1 分，大于 2 cm 为 2 分。 

c． 由果农对树势进行评价，与去年相比叶片大小，浓绿程度，数量，枝条生长、挂

果情况，综合情况不如去年为 0 分，与去年相似为 1 分，比去年略好为 2 分，比

去年好为 3 分，整体状况很好为 4 分。 

表 17-1 木美土里防治腐烂病试验用量、防治方式和防治效果 

防治效果 

果园地点 园主姓名 
试验树

（棵） 
树龄（年） 

每棵树沟施木 

美土里（公斤） 
腐烂病刮治方式 生物盾用量 

a b c
总

计

五团六连 尹国民 20 6 3 A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4 2 3 9

五团六连 马成荣 20 6 3 A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4 2 2 8

五团六连 李永强 20 11 5 A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2 2 1 5

五团六连 秦继合 10 11 5 B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2 2 2 6

五团六连 任刚 10 11 5 D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4 2 4 10

五团六连 敬明清 20 12 5.5 B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1 1 0 2

五团六连 蔡江苹 20 13 6 D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3 1 2 6

五团四连 蒋志国 20 28 14 B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2 2 2 6

五团一连 廖小红 10 11 5 C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2 2 2 6

五团一连 倪春红 10 11 5 C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4 2 3 9

五团一连 周晓东 10 11 5 C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4 2 2 8

五团一连 张青蓉 10 11 5 D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3 1 2 6

五团一连 王向东 20 23 10 A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0 1 0 1

园林二队 陈学芬 20 7 3 B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1 0 0 1

园林二队 屈素凤 20 9 4 D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4 2 3 9

园林二队 陶雷生 10 13 6 B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3 1 2 6

园林二队 何玉萍 10 13 6 B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4 2 4 10

园林一队 周珊珊 10 9 4 B 200 倍液灌根，10 倍液刮治 3 2 3 8

园林一队 秦平均 10 11 5 B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3 1 2 6

园林一队 徐祖峰 200 21 10 D 200 倍液灌根，60 倍液刮治 4 2 4 10

从表 17-1 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果园的腐烂病树在施用了木美土里生物菌肥并涂抹生

物盾后都呈现出一定的防控效果，在所试验的 20 个果园中，综合评价在 6 分及以上的

果园占了 16 个，为总数的 80%。13 个果园的腐烂病病斑不扩展率在 75%以上，为总数

的 65%。腐烂病病斑愈合情况良好，病斑越小，愈伤情况越好（图 17-3），一些较大的

病斑，也有不错的表现（图 17-4）。更有一些腐烂病发生极为严重，在主干基部几乎绕

颈的树，也显示出良好的长势，被果农称为“枯树逢春”（图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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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严格按照技术指导进行刮治的较小病斑愈合良好，未见病斑扩展 

 

图 17-4 愈伤较好的大病斑，新皮生长宽度在 4 cm 以上，有的伤口基本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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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2013 年 3 月因腐烂病严重准备刨树（左）施用木美土里后当年 8 月果农自称“枯树逢春”（右） 

试验中有个别防治效果不好的果园，如王向东家的苹果园（图 17-6），树龄 23 年，

腐烂病发生严重，严格按照操作规程防治后，20 棵树全部出现老叶从叶尖开始干枯，萎

蔫，几乎每棵试验树都有发病较为严重的腐烂病枝枯死，有 3 棵树整树死亡。而园内其

他未做木美土里试验的树木长势良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我们感觉是因为果树树龄

较大，腐烂病发生太严重，刮皮治疗反而对果树的伤害更大，许多基部直径 10 cm 的病

枝，刮皮后仅剩周长不到 3 cm 的好皮，再加上处理时气温较低，这对果树的愈伤都是

非常不利的。 

 
图 17-6 2013 年 3 月底刮治（左）2013 年 8 月部分树干枯死，老叶叶缘焦枯（右） 

刮治方式对治疗效果的影响也很大，敬明清和陈学芬家的果园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图 17-7），这两家的果树树龄都不大，分别为 12 年和 7 年。果园腐烂病的病疤虽然没

有扩展，可树势较差，叶片发黄偏小。调查发现他们在处理病疤时采用的都是在腐烂病

皮处划交叉十字斜纹，可由于划伤较深，均深达木质部，破坏了维管束，严重影响了营

养的传输。相当于人为造成了很多伤口，这对果树的生长无疑是不利的。 

通过此次试验，能够看出木美土里生物菌肥和生物盾对腐烂病的防治有较好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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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鉴于所试验的果树在树龄、生长势、病斑面积和管理措施方面各不相同，除了土

施木美土里外，究竟刮治、割治、涂泥、包膜等哪种方法更好并且省工，还没有得到一

致的结论，需要今后做更为细致的试验研究。 

 

图 17-7 腐烂病斑划伤切割较深（左）树体上部枝干萎缩，叶片小少，果实少（右） 

调查中还发现，用敷泥包膜法进行防治的树体，不少出现了青苔或霉层（图 17-8），

这对果树的愈伤和生长是否有不利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图 17-8 去掉泥巴后树皮上长了青苔（左）或霉层（右） 

 
附：生物菌剂对病毒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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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的试验园主要在温宿红旗坡农场和温宿核桃林场，五团的苹果园中也有少量

涉及，共计 30 余户。相对于腐烂病，阿克苏地区苹果病毒病的发病率不是很高，零散

分布在各个果园，具体表现有花叶、花脸果和皱缩果，修剪和嫁接仍然是病毒病传播的

主要途径。如红旗坡农场的李宪成家，为了授粉方便，在果园的每棵果树上都嫁接了同

一棵金冠树的枝条作为授粉枝，而此树恰恰带有病毒，不到 3 年时间，整个果园的树全

感染了病毒病，并且发病症状一年比一年重。在杜金鸣和刘大庆等人的苹果园中发现，

虽然没有类似的嫁接，但临近病毒病树的果树，也发现病毒病症状，可能是通过土壤中

的根

况也大为缓解（图

17-10）。但对花脸果的效果还不太明显，有待于进一步试验验证。 

际接触进行了传染。 

回访中发现，没有施用木美土里的苹果树花叶和花脸病严重（图 17-9），所有施用

木美土里的果树，病毒病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对花叶和皱缩果的表现较为明显。

李宪成家的果园基本上看不到花叶，果实表面平滑，皱缩果的情

 
图 17-9 未施木美土里的果树花叶和花脸病严重 

 

图 17-10 施用木美土里后，花叶消失，果面平滑，花脸病症有所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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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动 

 8 月 25-30 日，第十届国际植物病理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 80 多个

国家的 2000 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以“植物病理学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为主

题”，强调了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通过国际会议的平台，与会代表交流了

近年来在植物病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促进了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的植物病理学者

之间的合作。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的岗位专家曹克强教授、国

立耘教授、李保华教授、孙广宇教授以及十余名团队成员参加了大会，中国农业大

学国立耘教授还主持了果树病害专题的学术报告会。 

 

*********

验站日最高温度均不超过

)、万荣

(1.5 mm)、白水(1.5 mm)、烟台(0.7mm)。目前多数地区的苹果进入生产后期，降水减少

对病害的发生是不利的，但也不要放松警惕，应密切关注园内病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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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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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和表 17-3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高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17-2 可以看出，9 月上中旬不同地域的气温均有所降低，牡丹江、兴城、营

口、庄浪、天水、昌黎、顺平、洛川、旬邑、白水、凤翔、胶州、烟台、昭通和盐源试

30℃，其他试验站近两周内均有日最高温度在 30℃以上的天

气，其中西安和三门峡试验站气温相对较高，分别有 5 天和 7 天日最高温度超过 30℃。 

从表 17-3 降水情况来看，近期各试验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雨，但累积降雨量均

不大。降水最多的五个试验站为盐源(76.8 mm)、昭通(69 mm)、庄浪(60.9 mm)、昌平(59.6 

mm)、天水(38.8 mm)，降水最少的五个试验站为太谷(3.5 mm)、三门峡(2.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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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3 年 9 月上中旬日最高温度 

 

表 17-3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3 年 9 月上中旬日降水量 

 

预计未来 10 天（9 月 15-24 日），北方地区冷空气活动较频繁，气温多起伏；南方

地区气温变化相对较平稳。新疆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地区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低 1-2℃；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华南及云南大部、黑龙江北

部降雨量有 25-50 mm，部分地区有 60-120 mm，其中华南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降雨量可

达 200 mm 以上；上述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3-6 成，局地偏多 1-2 倍。另

外，新疆北部多阴雨天气；黄淮、江淮、江南北部雨水稀少。主要天气过程如下：16-18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四川盆地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

雨。19 日、23 日前后，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西北部的局地

（张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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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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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苹果顶梢枯死现象的原因分析 

园主怀疑可能是一种地上部传染性病害。

干

17-17），发现病树的树根已

经变黑（图 17-18），经对取回的病组织进行分离培养，得到青霉、轮枝菌、毛霉、曲

霉等真菌，没有分离出细菌。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胡同乐  王树桐   曹克强 

今年 8 月份，河北曲阳一果园出现个别苹果树树顶枯死现象，且这些树相互临近，

2013 年 8 月 17 日，笔者到该果园进行实地调

研，该果园为一新建果园，发生枯死现象的树是 2012 年定植，品种为富士。 

调查发现，该果园（面积 80 余亩）东南角的两排树发生了树顶枯死现象，具体症

状：中心干延长枝（树顶）枯死（图 17-11）；最初是从最顶部的生长点处新叶开始枯死

（图 17-13），然后向下发展，叶片和枝条都枯死，有些蔓延至今年春剪时的中心干剪

口处不再向下发展（图 17-12），然而，9 月初再次观察，发现树体从上至下继续干枯，

有些侧枝也出现干枯（图 17-14），笔者调查时正值刚下过雨，田间湿度比较高，但枯

死的枝干非常 燥，没有菌脓出现，不像是细菌性病害，通过剖开病树的韧皮部，发现

表面健康的部分实际上内部木质部已经变黑（图 17-15），而健康植株的木质部为正常

的青绿色（图 17-16），对严重发病的树挖开观察根部（图

 
图 17-11 苹果树树顶（中心干延长枝）枯死          图 17-12 枯死枝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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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3 苹果树树顶嫩叶枯死            图 17-14 侧枝表现出枯死  

 
   

图 17-15 病树树干木质部表现为褐色      图 17-16 健株中心干木质部为青绿色  

 

图 17-17 病树被锯断，内部木质部变黑       图 17-18 病树的根稀少、须根变黑  

 

因此，根据田间症状以及室内的分离培养试验，初步判断这种顶梢枯死可能是前期

降雨较大，这些树受到雨水的浸泡，而表现出根部受损，导致地上部枯死。后经多菌灵

灌根处理，目前该果园的病情没有进一步发展，除几棵严重发病的树被刨除外，其他树

的病情均已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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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上中旬保定望都苹果园主要害虫发生趋势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吕兴 王勤英 

进入 9月份以后，早熟苹果品种陆续摘除纸袋或塑料袋，以便给果实着色，部分品

种开始采摘，各种害虫也陆续进入最后一个世代。至 9 月 11 日，金纹细蛾第 4 代成虫

进入发生盛期，诱捕虫量连续 3周递增（图 17-19），但是，今年园内叶片被害率一直非

常低，无需防治。梨小食心虫第 3代成虫发生盛期已过，这一代成虫诱捕量大（图 17-20），

田间随处可见被害嫩梢，但是对套袋果树影响不大。苹小卷叶蛾成虫诱捕量增多，连续

2周维持在较高水平，此期是第 2代成虫发生盛期（图 17-21）。苹果黄蚜蚜梢率稍有波

动，但蚜量依然很少（图 17-22），无需防治。苹果全爪螨百叶活动螨数虽然超过百头（图

17-23）、卵叶率再次超过 50%，但是并没有达到经济阈值，不需要防治。这个阶段果园

不再喷施杀虫剂，树干光滑的苹果园，9 月份可以在树干上绑草绳、瓦楞纸等诱集的梨

小食心虫、苹小卷叶蛾的越冬幼虫以及山楂叶螨、二斑叶螨越冬雌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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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9 2013 年 9 月金纹细蛾成虫发生动态       图 17-20 2013 年 9 月梨小食心虫成虫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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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1 2013 年 9 月苹小卷叶蛾成虫发生动态   图 17-22  2013 年 9 月苹果黄蚜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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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3  2013 年 9 月苹果全爪螨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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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采收和采后做准备 

Kari Peter博士，宾夕法尼亚州水果研究与推广中心植物病理学家 

发表时间：2013 年 8 月 23 

从左至右分别为苹果青霉病、苹果灰霉病和存储箱中的病残果——这种情况应该避

免出现。                                   

    随着收获季节的临近，减少果实采后腐

烂的综合管理技术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即使收获后运离果园，苹果果实仍然容

易感病，如果你的苹果是供给食品加工厂或

者是新鲜市场，这一点尤为重要。 

由 Penicillium expansum 引起的青霉病

（图 17-24 左）是仁果类果实储藏期间发生

的最重要的采后病害，Botrytis cinerea 引

起的灰霉病（图 17-24 中）是第二重要的仁

果采后病害。青霉病和灰霉病都需要伤口

才能致病，而且在生长季通常不是问题。

在储藏期造成问题的病害还有白腐病（轮纹病）、黑腐病和苦腐病（炭疽病），不同于青

霉病和灰霉病，这些病害在收获前也可以发生，这些病原真菌的孢子落在采收前树上的

果实后，在储藏过程中会发病。放入储藏库时，这些无症状（其实已被侵染）的果实表

面是干净的，然而，当再把它们从库中拿出来时却是另一番景象。目前没有抗病品种，

所有的苹果品种都对这些病害表现感病。 

图 17-24 果实储存中容易发生的病害 

收获前的化学防治是可行的，可以减少储藏期病害（青霉病和灰霉病），也可以防治

在储藏期显症的生长季病害（苦腐病、白腐病、黑腐病）。为了确保你的苹果在储藏时

不毁于病害，可用化学药剂 Pristine 和 Merivon 来防治采后病害。如果可能的话，在

最后一次果园喷药时，用上这两种化学药剂中的一种。 

最大限度地减少本生长季果实的采后腐烂 

当你的果园该收获时，牢记一些减少果实采后腐烂的综合管理技术： 

　 带伤口的果实易感染青霉病和灰霉病。当收获时，采摘和从袋子转移到箱子中时应

该小心操作，避免碰伤或划伤果实。 

　 果实越成熟、越容易在储藏时感病，因此，应该在适当的成熟度时采收水果。 

　 在储藏时引起腐烂的病原体来源于植物和土壤中的病残体（图 17-24 右）。 

　 温暖条件适宜病原体的繁殖，果实采收后应保持冷凉，如，将果箱保存于阴凉处。 

　 如果果实要运送到食品加工厂，尽量减少采收和运输之间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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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减少下个生长季果实的采后腐烂 

虽然这个生长季还没有结束，但为下一个生长季提前做些准备应该是很好的。 

　 保持田园卫生。 

　 剪除腐烂病枝和枯死枝梢等病原物易越冬的场所。 

　 通过营养管理提高果品质量，比如喷钙。 

　 防控可作为病害传播的介体昆虫。 

　 通过修剪增加空气流动性，使将来喷药的穿透性更好、且干燥更快。 

　 确保良好的喷药覆盖度。 

 

（刘钰娇译，胡同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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