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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卷 第 15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4 年 8 月 15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苹果果锈的赤霉素防控技术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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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栖霞苹果园考察随想 

蚱蝉的蜕变过程观察 
病虫防控：安全使用农药的五个黄金守则 
国外追踪：许可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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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果锈的赤霉素防控技术概要 

葫芦岛综合试验站 程存刚 李壮 李敏 厉恩茂 徐锴 

育种与资源利用研究室 丛佩华 康国栋 张彩霞 王强 张利义 

根据果农反应，葫芦岛绥中、兴城等地部分地区果锈较重，葫芦岛综合试验站联合

育种与资源利用研究室专家，到生产一线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果锈较重的品种主要为金

冠、珊夏，部分富士也轻微感锈。以往本地区主要依靠套袋来预防果锈，效果较好。但

由于果锈的发生敏感时期是在落花后开始 20 天以内，这个时期也是防控果锈的最佳时

期。2014 年春季葫芦岛全市降水量为 71.7～96.8 毫米，其中连山、兴城地区比历年同

期偏多 1～2 成，绥中、建昌地区比历年略少近 1 成。但由于降水主要集中在套袋期的

5 月份，因此一定程度上延迟了果锈的防控最佳时期。此外，由于套袋不宜过早，一般

在落花后 20 天开始，因此用套袋来防控果锈并不是最佳的方法。国外防控果锈主要通

过适宜时期喷施赤霉素，效果明显，作为一项成熟技术，在生产中普遍应用。 

    一、苹果果锈概述 

果锈又称水锈，是一种生理性病害，表现为果实表面浮生一层黄褐色木栓化组织，

果锈主要发生在梗洼、萼洼上，严重时则锈点连片，果面粗糙，污染果实的外观，严重

降低果实商品价值。 
欧美等国从 30 年代，我国从 70 年代开展苹果果锈相关研究，把果锈诱发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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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不同品种对果锈敏感性不同，例如“红星”系、“王林”、“澳

洲青苹”等品种基本不感锈；“富士”系、“嘠拉”苹果感锈较轻；“金冠”、“珊夏”、“红

玉”易感果锈，说明是否感锈受内部因素影响。化学药剂喷施不当、环境低温、果面长

期高湿、光照条件不良以及微生物种群等均对果锈的发生产生影响，说明外部因素可以

诱发果锈生成。 
通过喷施高脂膜、二氧化硅、杀菌剂、套袋以及加强营养管理等手段可以在一定程

度缓解果锈发生的程度，但不同年份效果差异较大，并不理想。目前国内外公认的预防

果锈最省工、高效和实用方法是喷施赤霉素。 

    二、赤霉素防控果锈技术介绍 

赤霉素简介 
赤霉素( GAs )是化学结构上彼此非常接近的一类植物激素，迄今为止，已发现 100 

余种，分别命名为 GA1、GA2、GA3…。赤霉素可以提高植物体内生长素的含量，具有

加速细胞的伸长，刺激叶和芽的生长，抑制侧芽休眠的作用。赤霉素在果树上应用广泛，

可提高座果率、诱导无子果实、增大果个、促进果实早熟和打破休眠等。此外，赤霉素

对防控苹果果锈和裂果具有较好的作用。 
预防果锈选用赤霉素种类 
研究结果表明，GA3 对防控果锈几乎没有效果，而 GA4，GA7，GA4+7 均对防控

果锈有较好的效果。其中 GA4 略好于 GA7，GA4 与 GA4+7 之间的效果差异不大。赤

霉素对花芽的形成具有副作用，研究表明，GA7 和 GA4+7 处理苹果树，可减少果树短

枝花芽形成，而 GA4 则无明显效果，使用浓度较高时，差异更明显。因此，有研究人

员建议防治果锈时，选用的商用 GA4+7 中应适当增加 GA4 的量，减少 GA 7 的用量。 
使用时期和次数 
果实不同发育阶段对果锈的敏感性差异明显。果实发育早期，即落花 20 d 以内对果

锈非常敏感，环境条件刺激或田间管理不当，敏感品种很容易感锈。而落花后 30 d，任

何品种对果锈均不敏感，因此防控果锈的关键时期是落花后 20 d 以内。赤霉素对植物生

长作用期大约是 7-15 d，喷施的时间从落花后开始，每隔 7-10 d 喷施一次，连续喷施

3-4 次，并在 1 个月内操作完成。喷施浓度为 10-20 ppm，具体浓度可根据品种的感锈

程度、环境气候条件而调整。品种对果锈极其敏感，气候条件较潮湿，可适当采用较大

浓度。 

三、注意事项 

赤霉素不溶于水，溶于酒精，使用粉剂前应先用少许酒精或高度白酒溶解，然后兑

水稀释到需要浓度即可。用冷水稀释，水温不要超过 50℃，否则将导致赤霉素失去活性。 
赤霉素应在低温、干燥处储藏，水溶液容易失效，要现用现配。赤霉素在中性溶液

中比较稳定，不能与碱性农药混用，以免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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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平均气温达到 23℃以上的天气进行喷施，因为气温低时赤霉素不起作用。 
由于赤霉素生产厂家较多，有效成分含量有差异，使用时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不能

随意增大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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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 

 应美国缅因大学 Glen Koehler 研究员的邀请，7 月 23 日曹克强教授参加了缅因州果

树学会和缅因大学推广中心联合组织的每年一度的夏季培训会，会议在 Hartford 县

Chris Cooper 家的果园进行，Cooper 先生拥有 1000 多亩果园，分散在几个地方，种

有蜜脆、嘎拉和旭等苹果品种。上午 9 点钟会议开始，缅因大学的 Renae Moran 教

授，Glen Koehler 研究员分别做了新建园注意事项和当前苹果病虫害发生及防控技

术的讲座，曹克强教授做了中国苹果生产和病虫害防控现状的报告，来自缅因州的

60 多名果园农场主以及 BASF、DUPONT 公司和果树学会的代表参加了培训。上午

11 点钟是商务会议，与会人员就缅因州针对果农的相关政策以及苹果销售等事宜进

行了讨论。中午，大家在果园吃午餐。下午进行了果园参观、除草剂和疏花疏果试

验观摩以及喷药和采摘机械展。25 日，曹克强教授在 Glen Koehler 研究员的带领下

参观了缅因大学校园和有关实验室。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

了解，为将来的科研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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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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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和表 15-2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高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15-1 可以看出，各地 8 月上中旬的气温较 7 月下旬有所降低，大多数试验

站日最高温度超过 30℃的不足 5 天，其中昭通和盐源试验站近期日最高温度均未超过

30℃，是最凉爽的地方。昌黎、顺平、灵寿、昌平和三门峡五个试验站日最高温度在 30℃
以上的超过 10 天，天气较为炎热。 

表 15-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4 年 8 月上中旬日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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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4 年 8 月上中旬日降水量 

 
 从表 15-2 降水情况来看，近期各个试验站均有降水，多数降水量在 50 mm 以上。

牡丹江、天水、白水和烟台试验站降水量较大，均超过 150 mm，降水最多的白水试验

站降水量达 272 mm。特克斯、银川、昌黎试验站降水量较少，均不足 30 mm，其中银

川试验站降水量最小，仅有 12.5 mm。 
未来 10 天（8 月 14-23 日），西南地区东部降雨量有 50-120 mm，其中华南西部及

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150-180 mm，局部地区可达 200-300 mm；新疆西部、西北地区

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降雨量有 10-40 mm，局部有 50-80 mm。主要天气过程如下：

14-15 日，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16-19 日，西南地区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新疆、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地

区有小到中雨。20-23 日，西北、华北、东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

部大雨。 
（张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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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栖霞苹果园考察随想 

    山西果树研究所 李夏鸣 

2014 年 7 月，应山东栖霞法院邀请，参加了在山东栖霞一桩果树民事案的鉴定工作。

考察了 80 余户果农的果园，有所感想。 
栖霞苹果树多是栽植在砂石土上，不利于肥水保持，应当以施农家肥为主，提高土

壤保肥保水能力。但是，当地农家肥十分缺乏，很多果农都是以化肥为主，使用各种果

树复合肥来保证产量。建议果农优先选择具有缓释作用的复合肥，施肥方式以少量多次

为宜，减少肥料流失。 
多数果园使用化学除草剂乙羧氟草醚、百草枯来控制杂草，也有使用草甘膦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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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果园还是尽可能不要使用除草剂，有条件的果园最好还是使用割草机。这样可以

向土壤补偿有机物，缓解有机肥不足问题。在连续多年使用除草剂的果园看到，树势偏

弱，缺株严重，表层根系根毛少，产量低的现象(图 15-1)。也有一些果农坚持从不使用

除草剂，而是使用割草机，割倒的草覆盖地面，有明显的保墒作用（图 15-2）。 
枝干轮纹病是造成苹果树死亡的主要原因，腐烂病相对较轻，也许是轮纹病对腐烂

病有抑制作用。在栖霞考察看到的果园，枝干轮纹病病株率是 100%，坏死的树皮既影

响叶片制造的养分向根系回流，也影响落叶时叶片养分向树皮内的贮存。春季从萌芽到

落花展叶期消耗大量树体积累营养，如果积累营养不足，就会出现因营养消耗殆尽而死

树的现象（图 15-3）。建议果农加强枝干轮纹病的防治，轮纹病防治应从幼树抓起，坚

持每年春季萌芽前用 10Be 石硫合剂涂刷中心干，夏季涂刷 1:3:20 波尔多浆。 
苹果褐斑病是造成早期落叶、削弱树势的主要病害，应在套袋后立即喷 1:3:200 波

尔多液，根据雨水洗刷情况，多次使用波尔多液。当出现落叶现象后改用戊唑醇或苯醚

甲环唑。 

      
图 15-1 多年使用除草剂的果园缺株现象           图 15-2  自然生草刈割果园覆盖效果 

     
图 15-3 展叶后因贮藏营养消耗殆尽树体死亡                图 15-4 健壮生长的果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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蚱蝉的蜕变过程观察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曹克强 

在美国探亲期间，一天上午 9 点左右，偶然在小路上发现一个爬行的知了猴（蝉的

幼虫），见它很脏就把它踢到了一边。转念出于好奇又把它捡起来放到室内的纱窗上，

想次日让它羽化成知了。记得小时候因家在农村，夏天经常于傍晚在树下挖知了猴，将

它们放到纱窗后，次日早晨就能见到羽化出的蝉了。这个过程发生在夜间或凌晨，因此，

没有见到过完整的羽化过程。没想到这个知了猴刚被放到纱窗 20 分钟就露出了胸部背

板，接下来我就进行了连续地拍摄，把羽化过程记录下来（图 15-5）。通过查阅拍摄时

间，发现整个羽化过程发生的很快，大约 1 个小时就完成了。刚开始出来时蝉的体色为

浅绿色，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变为暗色，翅伸展的也很快。7 个小时后，我将知了放到

了树上，可能是因消耗体力太多，它并没有马上飞开，这也给了我拍成虫照的机会。蚱

蝉是为害包括苹果在内的多种树木的害虫，作为植保工作者理应将它消灭，但是看到它

对新生如此渴望，最后还是放归自然了。 
 

 

20min 21min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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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蚱蝉的蜕变过程（曹克强摄）（图左上角标注的是蜕变过程花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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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使用农药的五个黄金守则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胡同乐 

2014 年 7 月 8 日-13 日，我有幸作为带队教师参加了“农业部先正达科教基金暑期

农村服务暨中澳青年交流项目”。此次项目由来自澳大利亚 5 个大学的 12 名农业类专业

的大学生和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 12 名大学生作为主要人员赴河北饶阳县进行农民安全

用药培训。 
在中澳大学生赴河北饶阳对农民进行培训之前，来自先正达的技术支持主任对同学

们进行了安全用药的培训。培训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安全使用农药的五个黄金守则”，

32min 43min 47min 

53min 55min 7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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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对从事苹果生产并经常使用农药的广大同仁来说很有益处，现简要介绍如下： 
 

 

守则一：时刻小心谨慎 

购买农药后，上锁单独储存；不要更换原包装，严禁用饮料瓶盛装农药。特别是不

要在中午等天气炎热的时间来施药，喷药时要戴遮阳帽，备足饮用水，并做好标记。不

要在大风天喷药，最好选择风力刚好能让药液散开同时又不至于太大使药液漂移的天气

喷药。 

守则二：正确理解农药标签 

农药标签上包含有关该农药的特征特性以及农药使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风险等重要

内容；同时标签上还标明了在使用农药过程中发生突发事故时正确的应对办法。使用前

要理解标签上的象形图并按照要求去做；同时要留意突发事故时正确应对办法以防发生

不测。 

守则三：注意个人卫生 

穿专门的防护服或者工作服，施药后及时清洗，并且注意把平常的衣物和喷药防护

服分开洗。如果喷药过程中药液不慎滴、溅到皮肤上或眼中，马上用清水冲洗，情况严

重的要立刻就医。 

守则四：及时维修器械 

正确选择和校准施药器械，以保证施药剂量。施药后及时清洗药械，一旦发现药械

有滴漏现象，一定要及时维修。平时多注意药械的维护保养，备足配件，以防应急之需。 

守则五：人员加强防护 

施药人员要穿防护衣服：长袖衣裤和防雨鞋；夏季施药时一定要戴上遮阳帽。混配

药液时千万注意要戴上防护面罩和手套。按照农药标签上的要求，在一些情况下喷药时

要戴帽子、防护眼罩和防水围裙等。 
限于篇幅，有关安全使用农药的具体做法和详细内容将在今后的简报中再做介绍。

实际上欧美发达国家对于从事农药销售、使用的人都有严格的法律和法规，要求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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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经过必要的培训和考核并获得相应的资格或许可才能从事农药销售和使用。有关这

方面的情况笔者对美国缅因州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翻译，供大家参考（见本期国外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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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和认证 

（美国缅因州农业、环保和林业部） 

 在一个有知识的使用者手里，农药可以作为重要的工具，带来诸多潜在的益处。但

是，如果农药被不合理地使用，也会造成危险。缅因州法律要求那些使用和销售农药的

人首先要取得许可证。农药监管委员会（BPC）负责给使用者和经销商颁发许可证来确

保农药被合理地使用，并保护缅因州的人和环境。 

谁需要被颁发许可证？ 

一个农药使用者许可证的需求是由其使用的农药类型及应用农药的环境所决定的。 
农药这个词涵盖了一个很大范围的产品。依照定义，农药是任何一种自然或者合成

得到的物质，用来杀死、控制或者抑制不受欢迎的昆虫、杂草、真菌、细菌，哺乳动物

类、鸟类、啮齿动物或者其他的生物体。被认可的用于有机农业的农药产品如果使用目

的同上，那么它们也属于农药。因此，这些物质可能包含杀虫剂、除草剂、杀真菌剂、

灭鼠剂、驱鹿剂、脱叶剂、生长调节剂、卫生洗涤剂和消毒剂。 
BPC 把所有的农药划分成了三类：一般性使用农药，即一般大众都可以使用的产品，

但对某些应用要求有许可证；限制性使用农药，即只能由持有许可证的人使用的农药；

限定性使用农药，即只能由获得了 BPC 特殊允许的持有许可证的应用者使用的农药。 

许可和认证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为了在缅因州获得许可证，申请者必须首先取得认证，是用来证明其精通害虫管理、

农药使用以及安全。这种认证是通过顺利完成考试来取得的。取得认证者一旦支付相关

费用，如需要，也要符合相关保险要求，便可获得许可证。上述认证的保持是通过接受

BPC、缅因州大学合作推广处以及行业和商业组织提供的经认可的继续教育培训来进行

的。认证的持效期有时比许可证的持效期要长，下面将详细说明。 

许可证的类型 

使用农药的目的决定了所需的许可证类型。在缅因州，农药许可证的类型主要有以

下三种类型：农业基本使用者，适用于在农业领域使用农药或者在其他产品生产中只使

用一般性农药；私人使用者，适用于在农业领域或者其他产品生产中使用限制性农药和

限定性农药；商业使用者，适用于任何个体在公共场所（例如高夫球场、野营地、公寓

房间、医院以及私人疗养院等）基于“受雇佣”（面向的服务包括草坪看护、水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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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或霉菌清除）或者是政府的雇员而使用任何农药。BPC 规定了两种水平上的商业使

用者许可证：操作员和技师。 

为何要麻烦地获得一个许可证？ 

在此描述的任何情况下使用农药时需要许可证是有许多合理理由的。 
第一，这是法律！ 
其次，一个许可证代表了一种负责任和有效的方式来使用农药所应具备的知识水

平。更换许可证可以确保农药使用者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作出最好的病虫害防控决策。

认证也意味着可以赢得同行的尊重，并有助于在公众眼中获得一个积极的形象。 
另一方面，未获得许可证的使用者会给他们自己、家人和社会以及生活环境招致许

多危险，这是伦理和法律都不允许的。 
如果农药对你的职业很重要的话，申请认证是显示你确实是专业人士的一个重要方

面。 

保持被认证 

农药使用是一项变化很快的技术。新产品、应用方法、安全标准及规程每年都会更

新。为了农药使用者定期升级知识，BPC 要求要有 3 个小时被认可的继续教育培训来更

新该许可证。BPC 分配并记录那些参加 BPC、缅因州大学合作推广处以及行业和商业组

织所提供的培训课程的学分。参加本州以外其他州的培训会议的学分也被接受。 

（范军印译 胡同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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