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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苹果病虫害套袋后管理建议

青岛农业大学 李保华 张振芳 董向丽

烟台苹果于 6 月初套袋后，北方苹果产区进入 6、7、8 月份雨

季。雨季的高温、高湿条件，不但适宜苹果生长发育，也有利于各

种有害生物的生长繁殖。进入雨季后，褐斑病、轮纹病、炭疽病、

腐烂病等苹果主要病害开始大量产孢，并随雨水传播侵染，9 月份随

气温下降后逐渐减缓。苹果上的多数害虫，如红蜘蛛、金纹细蛾、

桃小食心虫、各种食叶毛虫等主要害虫从 6月份进入为害盛期，9 月

份随气温下降，种群数量逐渐降低。

苹果套袋后，果实已处于纸袋的保护中，很少能直接触化学药

剂。叶片抗逆性相对较强，对化学药剂的敏感性降低，扩大了药剂

种类的选择范围。6、7、8 月份，果园内存在大量天敌生物，这对化

学药剂的专化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杀虫和杀螨剂。7、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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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频繁的降雨，限制了喷药时间，而且对药剂的粘附性和持效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烟台苹果产区病虫发生规律和果农管理习惯提出如下管理

建议，仅供烟台苹果产区及其他类似产区病虫防治参考。

一、需控制的病虫害一、需控制的病虫害一、需控制的病虫害一、需控制的病虫害

1111、病害：、病害：、病害：、病害：苹果套袋后需控制的病害主要包括褐斑病、轮纹病、

炭疽病、腐烂病、斑点落叶病、果实黑点病等。

褐斑病是 8、9 月份导致苹果早期大量落叶的主要病害，也是套

袋后重点防治的叶部病害。6月份褐斑病菌仍以初侵染为主，7 月份

病菌大量繁殖并迅速积累。病菌初侵染期和累积期是防治褐斑病的

关键时期。8月份，当病原菌数量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再遇雨，病菌可

大量侵染，导致苹果早期落叶。保护加治疗是目前防治褐斑病的主

要策略。褐斑病发病严重果园，根据降雨和发病情况，分别于 6、7、

8 月份各喷 1-2 次杀菌剂，将 7月初、8 月初和 9 月初病叶率分别控

制在 1%、2%和 5%以下。

轮纹病在苹果套袋后主要危害枝干，导致粗皮和干腐症状，严

重削弱树势，导致枝条和树体死亡。6、7、8 月的雨季是轮纹病菌的

侵染高峰期，也是防治枝干轮纹病的关键时期。于 6 月份在枝干上

涂波尔多浆，或于 6、7、8 月份各向枝干上喷一次高浓度的波尔多

液，以护枝干不受轮纹病菌侵染，连续实施 2-3 年后，能彻底清除

果园内的轮纹病菌，为苹果的脱袋栽培打下良好基础。

炭疽病是典的高温高湿病害。炭疽病菌在嘎啦、金冠、秦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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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叶片上引起叶枯病，称为“炭疽叶枯病”，在果实上引起果实

炭疽病。炭疽病菌主在苹果枝条等部位越冬，6 月份随气温升高，越

冬病菌遇雨后大量产孢，进行初侵染，3-10 天后发病，并产生大量

分生孢子进行多次再侵，8月份导致苹果大量落叶。6 月份的初侵期

和 7 月份的初发期是防治炭疽病的关键时期。及时摘除初侵染的病

叶、病果减少侵染菌源，定期喷施粘附性强、耐雨水冲涮的杀菌剂

药剂，保护叶果不受病菌侵染是目前防治炭疽病的主要措施。

对于腐烂病的流行规律目前虽然不是十分清楚。然而，苹果腐

烂病发病 20 天后，病斑就开始产生并释放孢子。3、4月份新发病斑，

自 5 月份开始产孢，6、7、8、9 月份的降雨能促进腐烂病斑大量产

孢、传播与侵染。苹果套后，绝不能忽视腐烂病的防治。

斑点落叶是红星、印度等品种上的主要病害，5 月和 8 月份的新

梢旺长期也是斑点落叶病的发病高峰期。斑点落叶病发病严重的果

园，于新梢旺长期，需定期喷药保护叶片不受侵染。

黑点病是套袋果实上的重要病害，目前主要是通过肥水管理控

制其为害。

2222、、、、虫害虫害虫害虫害：：：：苹果套袋后需控制的虫害主要包括螨类、桃小食心虫、

梨小食心虫、金纹细蛾、苹果绵蚜、苹小卷叶蛾、康氏粉蚧、食叶

毛虫等。

6 月份是山楂红叶螨、二斑叶螨和苹果全爪螨种群数量迅速增长

期，也是防止螨类为害的关键时期，建议喷施持效期稍长的杀螨剂。

7 月份螨类为害达高峰期，当有螨叶超过 2%，且有扩展为害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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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喷药防治。

桃小食心虫主要蛀食果实，烟台产区每年发生 1-2 代，以老熟

幼虫在根际 0-15cm 深的土壤内越冬。越冬幼虫于 6 月份地面湿润后

出蛰到达地面，选择湿润的土块或瓦片下化蛹，蛹期 12-15 天，于 6

月下旬越冬代成虫羽化，产卵于苹果的萼洼或梗洼处，卵期 6-8 天，

幼虫孵化后，爬行 1-2 小时，蛀入果内为害，在果内历期 25 天，落

地入土越冬或化蛹，蛹期 12 天。一代幼虫于 8月中下旬至 9月上旬，

孵化产卵，为害红富士、小国光等晚熟品种，9-10 月份老熟幼虫脱

果入土越冬。6 月份雨后或浇水后地面撒施辛硫磷消灭出蛰幼虫，成

虫产卵高峰期喷药消灭初孵幼虫是目前防治桃小食心虫的主要措

施。

梨小食心虫的食性很杂，能为害桃、梨、苹果等多种果树，是

近年来烟台果产区为害较为严重的害虫。梨小食心虫在烟台果产区

每年发生 4 代，以老熟幼虫在桃树、梨树等树干的树皮裂缝、老翘

皮内或嫁接口处越冬，翌春 4 月份化蛹，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羽化，

产卵于桃、樱桃等新梢上。第 1、2、3 代幼虫主要蛀食桃、梨的新

梢。第 3 代成虫于 8 月中下旬羽化，产卵于梨、苹果果实上或核果

类果树的新梢上。第 4 代幼虫于 8-9 月蛀食未套袋梨和苹果果实，

啃食套袋果的果柄和果皮，钻透塑膜袋蛀食果皮。距桃园、梨园较

近的苹果园应采用综合措施，防止第 4 代梨小食心虫为害果实。

金纹细蛾自苹果套袋后在烟台产区还能发生 4 代，其幼虫分别

于 6 月上中旬、7月上中旬发生、8 月上中旬和 9 月中下旬孵化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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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成虫产卵高峰期喷施杀虫剂，以消灭初孵幼虫；用性诱剂迷

向或诱杀成虫，减少雌虫的有效产卵量是目前防治金纹细蛾的主要

措施。

苹果绵蚜的种群数量自 6 月下旬再度回升，至 7 月中旬形成全

年的第二个为害高峰期。此后，受高温和日光蜂的控制，种群数量

维持在较低的水平。9 月份天气转凉后，绵蚜的种群数量再度攀升，

到 10 月上旬形成全年的第三个为害高峰。受害严重的果园，在绵蚜

种群数量迅速增长期需用药控制其为害。

苹小卷叶蛾自苹果套袋后还能发生 3 代，幼虫分别于 6 月中旬

至 7 月上旬、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和 9 月上中旬为害新梢，啃食未套

袋果的果皮。幼虫卵化高峰期喷药；糖醋液诱杀成虫是控制苹小食

心虫为害的主要措施。

康氏粉蚧能进入套袋果实的果袋内为害果实。7 月上中旬和 8 月

中下旬分别康氏粉蚧 1、2 代若虫发生盛期。康氏粉蚧为害严重的果

园需在若虫孵化高峰期喷药控制其种群数量，防止其钻袋为害。

近年来，烟台产区的部分果园中梨园蚧、草履蚧为害严重，受

害严重的果园需注意防治。

食叶毛虫主要指以取食苹果叶片为主的夜蛾科害虫，包括苹果

舟形毛虫、各种刺蛾、毒蛾等。卵孵化高峰期至 1-2 龄幼虫期喷施

杀虫剂能有效控制食叶毛虫的为害。

二、病虫管理措施及其作用二、病虫管理措施及其作用二、病虫管理措施及其作用二、病虫管理措施及其作用

自苹果套袋至采收，依据病虫的发生程度用药 3-6 次。具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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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次数、时间和药剂种类主要根据病虫害种类、为害程度、降雨

时间、苹果生长发育期确定。

1111．．．．6666 月份防治：月份防治：月份防治：月份防治：6 月份重点针对褐斑病、轮纹病、红蜘蛛、银

纹细蛾等用药，同时考虑炭疽病、腐烂病、苹果绵蚜、苹小卷叶蛾、

桃小食心虫等。6 月份用药 1-2 次。

6 月份,红蜘蛛、苹果绵蚜的种群数量迅速增长；金纹细蛾和苹

小卷叶蛾分别处于二代幼虫和一代幼虫的为害期；桃小食心虫大量

出蛰，成虫开始产卵。

6 月中旬前后，我国北方地区有一个持续降雨期，此次降雨为褐

斑病、轮纹病、炭疽病、腐烂病、斑点落叶病等病菌的侵染提供了

有利的环境条件，能导致大量病菌侵染。

6 月上中旬持续降雨来临前，果园内需全面喷布一次粘附性强，

耐雨水冲涮的保护性杀菌剂。根据红蜘蛛等害虫的为害情况，考虑

混加杀虫剂和(或)杀螨剂。若 6 月上中旬降雨次数多、降雨持续时

间长，且雨前没有喷施杀菌剂，需在 6月中下旬喷施内吸性杀菌剂，

铲除在雨中已侵入寄主组织内的病菌。同时根据虫害情况，混加相

应的杀虫或杀螨剂。若 6 月份红蜘蛛、金纹细蛾等为害严重，应重

点针对虫害用药，若用药前降雨较多，需混加内吸治疗剂，若前期

降雨少，考虑混加保护性杀菌剂。未套袋果园或桃小食心虫为害严

重的果园，阴雨后地面撒施辛硫磷。

2222、、、、7777月份防治月份防治月份防治月份防治：：：：7 月份重点针对褐斑病、轮纹病、炭疽叶枯病、

红蜘蛛、银纹细蛾、桃小食心虫等用药，同时兼治苹果小卷叶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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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粉蚧、食叶毛虫等。

7 月份温度高、降雨多，非常有利于轮纹病、褐斑病、炭疽叶枯

病、腐烂病等病菌的侵染。7 月份同时也是红蜘蛛、金纹细蛾、绵蚜

等害虫的为害盛期。7 月份是控制果园内病虫中后期为害的重要时

期。

7 月上中旬重点针对虫害用药，并根据前期降雨情况，混加保护

性或内吸性杀菌剂。7 月中下旬雨季来临前，重点针对病害喷施一次

粘附性强耐雨水冲涮的保护性杀菌剂，并根据虫害情况，混加相应

的杀虫剂或杀螨剂。未套袋果园或桃小食心虫为害严重的果园，7 月

上中旬的卵孵化高峰期，结合其他病虫害的防治喷药防治桃小食心

虫。

3333、、、、8888、、、、9999月份防治月份防治月份防治月份防治：：：：8 月份重点针对褐斑病、轮纹病、炭疽叶枯

病、梨小食心虫、食叶毛虫等，同时考虑斑点落叶病、苹果绵蚜、

康氏粉蚧等。8、9 月用药 1-2 次。

8 月份是北方地区全年降雨最多的一个月份，也是褐斑病、轮纹

病、炭疽叶枯病等病菌侵染高峰期。8 月份天气转凉后，梨小食心虫、

食叶毛虫进入为害盛期，苹果绵蚜的种群数量再度攀升。8 月份果实

的迅速膨大期，避免冲施促使果实迅速膨大的肥料，否则会导致果

实膨大过速，加重“黑点病”的为害。

8 月上旬重点针对各种虫害用药，中旬则重点针对各种病害，喷

施粘附性较强的保护性杀菌剂。8月下旬至 9 月上旬，若梨小食心虫、

食叶毛虫、褐斑病等病虫害仍有严重为害的趋势，需考虑用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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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疽叶枯病发病严重的果园，需于 9 月上旬再喷施一次波尔多液。

4444、、、、轮纹病的防治轮纹病的防治轮纹病的防治轮纹病的防治：：：：对于幼树园，尤其是新建果园，于 6 中下旬

全树枝干涂波尔多浆。波尔多浆的持效期至少能维持到 8 底，除能

防止轮纹病菌在雨季侵染枝干外，还能杀死病斑上产生的病菌孢子。

对于无法涂干的果园，分别于 6、7、8 月份各向枝干上喷布一次高

浓度的波尔多液，防止病菌在雨季侵染枝干。

5555、农业防治措施：、农业防治措施：、农业防治措施：、农业防治措施：6-8 月份，结合夏剪及时疏除旺长梢，增加

果园内通风透光条件，及时摘除病果、虫果，剪除枯枝、死枝，刮

除腐烂病斑，以减少果园内的病源和虫源。

三、用药原则与推荐药剂三、用药原则与推荐药剂三、用药原则与推荐药剂三、用药原则与推荐药剂

1111、用药原则：、用药原则：、用药原则：、用药原则： 苹果套袋后，选择药剂以广谱长效为主，药剂

安全性退位第二。杀菌剂宜选用粘附性强、耐雨水冲刷和持效期长

药剂。杀虫剂宜选专化性强、毒性低、对天敌生物的杀伤轻的药剂。

雨前以喷施保护性杀菌剂为主，雨后以喷施内吸治疗性杀菌剂为主；

保护性杀菌剂和内吸治疗性杀菌剂应交替使用，以提高化学防治的

效果，减少内吸性杀菌剂的用量。同一种内吸性杀菌剂的年用药次

数最多不能超过 3 次。

2222、、、、喷药需注意的问题喷药需注意的问题喷药需注意的问题喷药需注意的问题：：：：喷药过程，要求机械压力适中，雾化程

度良好，定期更换新的喷片，喷洒均匀周到，提倡机械喷药。

特别强调的是每次喷施杀菌剂一定要保证枝条、枝干和主干着

药，以防治腐烂病和枝干轮纹病。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

等主要采用大型机械喷药，药液能均匀喷布到树体的各个部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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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效的控制了枝干病害的发生。我国果农喷药一般不喷枝干，从

而导致枝干病害日趋严重。

目前，生产上出现了一种脉冲动力喷雾机。脉冲动力喷雾机具

省工、省水、雾化效果好、喷药速度快等优点，特别适合阴雨期间

应急性喷药。使用脉冲动力喷雾机喷施保护性杀菌剂时，喷雾量一

定足够大，保证叶、果和枝干表面都均匀着药。

3333、、、、波尔多液的特性与应用波尔多液的特性与应用波尔多液的特性与应用波尔多液的特性与应用：：：：波尔多液的粘附性强，耐雨水冲涮，

具有其他有机杀菌剂不可替代其作用，尤其在雨季。波尔多液的常

用配比为 CuSO4:CaO:H2O=1:2-3:180-300。6 月份降雨较少时，可降

低浓度，用 1:3:300 的配比；降雨较频繁时适当提高浓度。防治枝

干 病 害 时 ， 宜 用 高 浓 度 波 尔 多 液 ， 配 比 为

CuSO4:CaO:H2O=1:2-3:80-100，以延长其持效期。涂树干用波尔多浆，

配比为 CuSO4:CaO:H2O=1:3:15-30，再加 0.5%植物油、动物油或豆粉，

以增加药液的耐雨水冲刷能力。

四、供参考的方案四、供参考的方案四、供参考的方案四、供参考的方案

1、6 月中下旬雨期来临前，果园内全面喷施一遍波尔多液

(CuSO4:CaO:H2O=1:2-3:240-300)。

若套袋后雨水特别多，且雨前未喷布保护性杀菌剂，雨后需喷

施 43%戊唑醇(好力克) EC 4000 倍，或 25%丙环唑 3000 倍，或 40%

氟硅唑(福星)EC6000 倍。

当红蜘蛛等害虫为害严重，需重点针对害虫喷施 25%灭幼脲

SC1500 倍,或 20%虫酰肼(米满)SC1000 倍；杀螨剂用 20%三唑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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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2000 倍,或 1.8%阿维菌素 4000 倍。根据前期降雨情况，混加 43%

戊唑醇(好力克) EC 4000 倍,或 25%丙环唑 3000 倍，或 75%代森锰锌

WG800 倍液,或 70%丙森锌 WP800 倍。

2、7 月上旬，杀菌剂可选用 43%戊唑醇(好力克) EC 4000 倍；

杀虫可混加 25%灭幼脲 SC1500 倍，或 20%虫酰肼(米满)SC1000 倍；

杀螨剂混加 20%三唑锡 WP2000 倍，或 1.8%阿维菌素 4000 倍。如苹

果绵蚜为害严重可混加 25%吡虫啉 WP5000 倍。

3、7 月中下旬，喷施波尔多液(CuSO4:CaO:H2O=1:2-3:200-240)。

4、8 月上旬，杀菌剂可选用 25%丙环唑 3000 倍或 43%戊唑醇(好

力克) EC 4000 倍或 40%氟硅唑(福星)EC6000 倍。杀虫剂可混加 20%

杀铃脲 SC6000 倍或 20%虫酰肼(米满)SC1000 倍。

5 、 8 月 中 下 旬 ， 杀 菌 剂 以 波 尔 多 液 为 主 ， 配 比 为

CuSO4:CaO:H2O=1:2-3:200-240，虫害严重时混加 30%桃小灵(氰戊菊

酯＋马拉硫磷)EC1000 倍。

6、9 月上中旬，杀菌剂可选用 10%苯醚甲环唑(世高)WG2500 倍

或 40%氟硅唑(福星)EC6000 倍或 70%甲基硫菌灵 WP800 倍，杀虫剂可

混加 4.5%高效氯氰菊酯 EC1000 倍。炭疽叶枯病为害严重的果园，需

于 9 月份果实采收后再喷布一遍波尔多液。

报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发送：各苹果主产省农业厅、各功能研究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站长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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