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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卷   第 8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4 年 4 月 29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苹果霉心病防治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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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虫防控：腐烂病发生在主干基部该怎么办 

国外追踪：控制沙果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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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霉心病防治新对策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孙广宇 

苹果在生长后期、采收期果实心室出现霉变、腐烂等症状，在我国一般将这种病害

统称“苹果霉心病”，在国外通常称为“苹果霉心与心腐病”。 

苹果霉心病发生广泛，在世界各苹果产区几乎均有发生。在我国，陕西、山东、河

南、山西、辽宁、四川、甘肃、北京等省市均有该病害发生危害。据我们近几年在陕西

洛川、白水等地大量调查，病果率 7.9%-36.6%，平均病果率达 20.1%。 

 

对于霉心病，国外开展了大量药剂防治研究，研究表明苯莱特、克菌丹、多果宁、 

异菌脲、代森锰锌等杀菌剂效果不佳，其它一些农药，如多抗霉素、甲氧基丙烯酸酯类、

肟菌酯具等有一定防效，但防治效果不稳定，在年度间、果园间差异较大。 

为了明确该病害防治效果不佳的原因，我们从霉心病病原构成、病原菌的侵染时期、

药剂对不同病原的效果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结果。 

笔者将苹果霉心病症状分为三种类型：褐变型、霉心型（图 8-1）和心腐型（图 8-2）。

      

图 8-1 苹果霉心病                图 8-2 苹果心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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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变型和霉心型由多种链格孢和枝孢引起；心腐型可由粉红聚端孢、附球孢、镰孢菌、

青霉菌和茎点霉引起。霉心型和心腐型经常混合发生。 

对富士苹果果实及花发育的不同发育时期进行病原菌的分离，发现不同病原菌的侵

染时期存在显著差别。例如，链格孢在刚形成的花芽（上年 11 月份）中分离率为 90%，

以后在开绽期、花序伸出期、花序分离期、露瓣期、开花期、终花期等时期中一直保持

60%左右的分离率，幼果期的分离率在 13%−40%之间；枝状枝孢在寄主的休眠末期（2−3

月份）开始能够分出（3.3%），在终花期之前分离比率有一定提高（33.3%），终花期后

20 天的幼果中分离比率大幅增加，达 80%；粉红聚端孢从 6 月份（终花期后 40 天）开

始在幼果中可以分离得到，分离率 3.3%，一个月后（终花期后 70 天）分离率大幅提高，

达到 43.3%。 

这些结果表明苹果霉心病的病原可以从萼孔侵入果实，也可以通过花芽、花直接侵

染果实。 

对目前生产上常用的 3 种苹果霉心病防治杀菌剂多抗霉素、农抗 120 和噻霉酮对霉

心病 8 种优势病原进行抑制活性测定，发现 3%多抗霉素 WP 对供试的 5 种病原菌（链

格孢、树状链格孢、细极链格孢、枝孢和粉红聚端孢）的抑制效果较好，抑制率均达 90%

以上，对供试的 3 种病原菌（细极枝孢、镰刀菌和团聚茎点霉）的抑制效果不佳。1.5%

噻霉酮 EW 对 4 种病原菌（链格孢、树状链格孢、枝孢和粉红聚端孢）的抑制效果较明

显，抑制率均可达 90%以上，而对 4 种病原菌（细极链格孢、细极枝孢、镰刀菌和团聚

茎点霉）的抑制效果一般或不佳。4%农抗 120AS 仅对粉红聚端孢表现出较高的抑制活

性（抑制率为 94.2%），对其他真菌的效果一般或不佳。说明目前生产上常用的农药多

抗霉素、噻霉酮和农抗 120 对苹果霉心病部分病原菌效果好，但对其余部分的病原菌效

果较差或者没有效果。这一结果部分解释了生产上苹果霉心病防治效果不好的原因。 

苹果霉心病由多种病原混合引起，不同的病原在不同时期通过直接侵染或者萼筒进

入果实心室，而且不同病原菌对不同药剂的耐受力不同，目前使用的杀菌剂仅对多种病

原的部分菌种有效，导致霉心病防治效果不佳。 

苹果霉心病的防治必需注意以下问题：1）苹果霉心病由多种病原混合引起，在防

治中必须针对多种病原实施；2）在农药使用上，需要选用对多种病原具有广谱药剂，

如果单一药剂不能覆盖多种病原，则需要几种药剂混合使用；3）病原菌侵染的时期持

续很长，从前一年花芽就开始侵染，对于萼筒开放的品种果实发育的整个生长期都存在

侵入的潜在威胁，因此要考虑增加施用农药的次数及选择防治的最佳时期、或者采用具

有可持续效果的生物菌剂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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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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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22 日下午，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同志在河北农业大学主要领导的陪同

下参观了国家现代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防控研究室的“苹果病虫害远程监控中

心”，曹克强教授和孙建设教授接待了此次参观。首先，曹克强教授介绍了苹果生产

上主要病虫害的发生危害情况、本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并介绍了“苹果病虫

害防控信息网”和“全国苹果病虫害防控协作网”建设和运行情况，随后展示了通

过高清摄像进行苹果病虫害远程诊断的途径和实际效果。然后，孙建设教授展示了

通过高清摄像进行苹果树体管理远程指导的方法和实际效果。在此期间，杜玉波副

部长和学校主要领导们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并多次对相关环节和实际应用等问题

与两位专家进行了交流。参观结束时，杜玉波副部长和学校主要领导对“苹果病虫

害远程监控中心”和河北农业大学苹果产业技术研究大团队的各项工作给予了高度

评价。 

 

 
 

 4 月 23 日，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孙建设教授和曹克强教授应邯郸市林业

局邀请，赴邯郸县进行了苹果园春季管理技术培训，孙建设教授介绍了“我国苹果

产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曹克强教授介绍了“苹果主要病害的发生规律及防控”； 

随后两位专家集体回答了果农提出的多个问题，100 多名市县技术干部和果农大户

参加了培训。讲课结束后两位专家还赴林宗合作社果园进行了现场技术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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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病发生在主干基部该怎么办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曹克强   王树桐   王雪静   苏律 

发生在主干基部的腐烂病对树体危害较大，根基出问题搞不好会直接导致整个树的

死亡。遇到这种情况，刮治病斑和对树干涂药是必须的，刮治方法和使用药剂的种类在

我们网站的病害防控方案中都有介绍。近年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后期的腐烂病斑都有病

菌在组织内扩散的现象，因此，虽然表面的病斑已经过刮治，但是还要防范以后病斑的

复发。裸露的疮面因散失水份会使树势下降，极易导致病斑的复发，因此，建议在刮治 

 

 

（

图 8-4  发生在主干基部的腐烂病，已经培了一部分

土，仍有部分病斑裸露在外 

图 8-3 果农对发生在主干基部的腐烂病 

正在进行刮治 

图 8-5 对基部带有腐烂病斑的主干采用的特殊培土方式（源自陈陵江幻灯片） 



 

 81 

图 8-3）和涂药以后，对树体基部进行培土掩埋，将裸露的疮面完全埋在土下(图 8-4 )。

掩埋时要培足够宽和厚的土，以免冬季在树干基部发生冻害。 

在陕西有些果园对基部带有腐烂病的果树采用了一些特殊的培土方式（图 8-5），我

们认为这种方式对恢复树势和避免病斑复发会有好处，但是由于对这种方式的冬季防冻

效果尚不明确，这里仅作介绍。以后主干基部长出幼枝，可通过桥接增强树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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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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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和表 8-2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8-1 可以看出，各地气温继续回升，除牡丹江试和特克斯验站外，其他各试

验站的未出现低于0℃的日最低温度。16日前后大部分试验站经历了一个小幅降温过程，

持续 3-5 天后气温回升。 

表 8-2 显示，近期大部分试验站均有降水，除烟台试验站降水量达到 101 mm 外，

其他试验站降水量均不大，大部分未超过 50 mm，与去年同期相比降水量偏少。  

表 8-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4 年 4 月中下旬日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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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4 年 4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预计未来 10 天（4 月 29 日-5 月 8 日），主要降雨区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总降雨量一

般有 40-80 mm。东北、华北北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有 8-15 mm，其中东北局地有 20-40 

mm。未来 10 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1℃左右，其中东北、华北东部

等地的局部地区气温偏低 2-3℃。主要天气过程如下：4 月 29 日-5 月 2 日，受冷空气影

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将有 4-6 级偏北风，并伴有 4-8℃降温，其中华北北部、东

北等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 10℃以上；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的

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以及

东北有小到中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和华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华南局部

有暴雨。5 月 3-6 日，西南地区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 

（张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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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沙果病害 

【美国】Melissa Hansen 

沙果病害防控应从果园内修剪而开始 

当中国重新对美国苹果开放市场时，防控苹果园中授粉沙果树的病害有可能成为中

国新出口协议的一部分。 

佩斯国（一个化工企业及服务供应商）的 Richard (Yong-Ki) Kim 博士说到，控制

这些导致市场关闭的病害需要在收获前和收获后双管齐下的系统方法。 

Kim 是一位前华盛顿州立大学采后病理学家，他从去年开始领导着一项为期三年的

研究项目，研究果园内和储藏室内的苹果病害传染，以便提供防控决策。 

由于中国连续几年在美国进口的蛇果苹果中发现了各种腐烂，在 2012 年 8 月对美

国关闭了市场。蛇果和金冠是中国仅有的允许从美国进口的苹果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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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检测出的三种真菌

病害包括靶心病(Neofabraea sp.)

和两种沙果上的溃疡型病害，球

壳 孢 腐 烂 病 (Sphaeropsis 

pyriputrescens) 和苹果果腐病

(Phacidiopycnis 

washingtonensis)。 

“重新打开中国市场对华

盛顿苹果来说事关重大，这会影

响将来所有苹果品种的进入（中

国市场），而不仅仅是蛇果和金

冠。”西北园艺局科学事物副总

裁 Mike Willett 博士说道，“自

从 2012 年 8 月以来我们就失去

了重要的市场份额。”  

使美国苹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是一项巨额交易，Willett 说道，“对蛇果和金冠果园

来说沙果病害并非不可控制。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数年内所有的品种都拥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权利。” 

当几年之前中国开始检测苹果

腐烂时，满洲沙果和病害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被很好地认知，他指出：“当

我们调查采访那些在检测中受影响

的果园时，我们意识到在沙果树管理

过程中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 

满洲沙果，在太平洋西北部果园

中被广泛的用作授粉树，而它们对果

腐病菌和球壳孢腐烂病菌高度感病，

也是导致苹果染病的主要来源。但还

没有发现能够替代满洲沙果的有效

品种。 

Willett 说：“我们发现对沙果树

管理的缺失导致了严重的苹果腐烂，

大多数种植者只有在开花时节才管

理满洲沙果，而在一年内的其余时间

都忽略了这些树。” 

华盛顿水果研究委员会研究助理 Tom Auvil 说：“这些病害的病原菌在僵果和枝干

图 8-6 满洲沙果上的一个枝条显出溃疡病的症状 

图 8-7 使用电锯修剪这棵授粉沙果树，很迅速地便移 

去了表现溃疡的木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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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越冬，留在树上和果园地面上的僵果可以产生大量的孢子，从而造成大量的侵染。” 

修剪研究 

如果沙果树没有被修剪，悬挂的和倒下的木头都会逐渐腐烂并成为主要侵染源。然

后就完美的在你的果园里

促进了病害的循环。 

在包括下一年度的这

个三年的研究项目中，有

三项目标： 

1. 得出关于在果园

内修剪沙果效果的实际应

用报告作为采后腐烂综合

有害生物管理项目的一部

分。 

2. 了解修剪了沙果

树之后的苹果果实被果腐

病菌和球壳孢腐烂病菌侵

染的情况。 

3. 评估修剪沙果树对

储存期内两种腐烂病的影

响。 

2013 年已从乔治和皇家

（George and Royal）市的三个

蛇果果园收集了数据，这些果园曾经有果腐病和球壳孢腐烂病发生史，其中一个果园使

用了高架喷头灌溉，另外两个使用的是滴管灌溉。 

Auvil 正在统筹该项目的修剪部分，其中包括三种处理方案：不修剪、使用电锯修

剪和精细的修剪。精细修剪包括使用电锯和修枝剪去除所有的患病枝条，尤其是带有果

实的下垂枝条。尽管使用电锯修剪之后的沙果树看起来相当细长，但其到七月份又会重

新长出健康枝条。 

该项目在整个生长季也监测了与沙果树相邻的苹果的果实侵染情况。此外，对储藏

苹果也进行采后长达九个月的每月腐烂评估检测。在元帅系和富士果园内开展的前期研

究表明，在整个五月到十一月期间，染病沙果树是苹果果腐病和球壳孢腐烂病的一个主

要侵染源。对这两种病害来说，九月是侵染的最高峰，高达 90%的沙果树受感染。而即

使是在生长季的五月初，某些果园中也有超过 10%的沙果树受感染。 

虽然项目的结果是初步的，因为储存中苹果腐烂发生情况的数据还在收集之中，

Kim 说精细修剪（使用电锯和剪枝剪移去带有典型特征的病枝）大大降低了受邻近沙果

树感染的商品果的数量。在这三个果园中，精细修剪果园染病商品果降低到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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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当不进行修剪时，高达 25%的商品果会受到侵染。只使用电锯处理的结果是，

使用高架喷头灌溉的果园有 10%的果实受侵染，而两个使用滴管灌溉的果园只有 5%的

果实受侵染。 

采前类杀菌剂 

研究表明采收前施用杀菌剂

对控制两种沙果病害有帮助。

Kim 推荐在采收前喷施精粹（啶

酰菌胺，唑菌胺酯），托布津（甲

基硫菌灵）或者福美锌。 

三大采后杀菌剂噻苯咪唑

（噻菌灵）、适乐时（咯菌腈）和

施佳乐（嘧霉胺），其中施佳乐控

制球壳孢腐烂病最有效，能够完

全控制。同样这三种杀菌剂也可

以控制果腐病，其中适乐时和施

佳乐对其有完全的控制作用。 

“采后处理是控制这两种病

害最有效的方法”，Kim 说道。

尽管业界一直使用采后杀菌剂数年，但该病害仍然出现在了货架上。 

为什么这两种病害这么难控制？ 

Kim 说，孢子可以在枝干上萌发，也可以通过气孔，裂口或者皮孔侵入果实组织。

一旦病害进入果实内部，杀菌剂就会失去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消除所有的孢子。 

 

（范军印译，王树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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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一棵带病的满洲沙果，上一个季节留下的病僵果和 

这个季节的新沙果一同出现的情形(Courtesy Tom Auvil 摄) 


	（张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