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0

w

第 5卷 第 23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5年 12月 16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山东苹果 2015 年主要病害问题及原因分析
苹果化学疏花疏果剂应用技术规范（试行）

基础资料：全国 25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病虫诊断：协作网 QQ群问答
国外追踪：密脆苹果价格上涨，苹果总体销售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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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苹果 2015 年主要病害问题及原因分析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李保华 张振芳 董向丽 王彩霞

蓬莱市大辛店果树站 李寿永

2015 年苹果采收期，作者考查了山东蓬莱、栖霞、招远、沂源、 胶南、乳山等地

的数十个果园，发现霉心病和套袋果实“斑点病” 是 2015年山东苹果生产中较为突出
的问题。

一、为害与症状

2015 年的霉心病是近年来山东苹果产区发病最严重的一年，绝大部分果园的病果率
在 5%-10%之间，个别果园病果率高达 70%以上。在所有品种中，早熟富士（红将军）
发病较重，多数果园的病果率都在 10%左右；所有地区中，沂源发病最重，多数果园的
病果率超过 10%。

2015 年霉心病主要有两种症状，一种为心室黑变型，症状表现为心部腔室组织变黑，
少量果实的病变已突破心室，导致果肉细胞坏死、变褐、干枯，如图 23-1（A）所示。
病果的果形指数低，果实项部（萼部）凹凸不平，与心室内种子对应的部位凸起，与心

室壁对应部位凹陷，外观很容易识别，如图 23-1（C）所示。沂源的早熟富士病果中，
心室黑变型病果较多。另一种为典型的心腐型，症状表现为心部红褐色腐烂，伴有粉红

色霉层，镜检为粉红单端孢。发病严重的果实早期脱落，腐烂组织已扩展到达表皮，果

实外部能见到明显的病斑，而且能见粉红色霉层，镜检为链格孢，如图 23-1（B）所示。
套袋果实“斑点病”是套袋果实上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各种坏死或腐烂“斑”与

“点”的统称。2015 年山东苹果产区套袋果实斑点病属中等偏重发生，一般果园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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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果率在 5%左右，发病严重的果园高达 20%。在所有类型的“斑点病”中，“黑斑型”、
“硬疔型”和“褐斑型”的病斑较为普遍。黑斑型病斑为大型黑色病斑，似黑膏药，直

径多在 1 cm 以上，病斑黑色，表皮破裂处生有黑色霉层，镜检为链格孢，如图 23-2（A）
所示。

图 23-1 苹果霉心病果 图 23-2 套袋果实“斑点病”的三种症状类型

A:心室黑变型症状；B:心腐型症状 A：黑斑型病斑；B：硬疔型病斑

C:外观畸形的霉心病果 C：褐斑型病斑

依据各种表象推测，“黑斑型”病斑应为果实表面腐生的链格孢于 8 月份自果实的
自然裂口侵入，并逐渐生长扩展形成。“硬疔型”病斑多以皮孔为中心，中央浅褐干枯，

外缘深红硬化，病斑圆形，直径 2-10 mm，病斑略凹陷，中央常伴有白色粉状物，病斑
下 1-2 mm 的果肉组织褐色坏死，似蝽蟓叮食幼果后形成的硬斑，如图 23-2（B）所示。
据症状推测，“硬疔型”病斑应于 8月中旬前，由粉红单端孢等弱寄生菌自果实皮孔侵
染所致。病菌侵染后，一方面破坏果肉细胞，造成细胞坏死，另一方面由于幼果细胞的

抗性较强，病菌的为害导致侵染点外围细胞木栓化，木栓化细胞又阻止了病菌的进一步

扩展，同时也抑制了果实的生长，最终表现为“硬疔型”病斑。“褐斑型”病斑为红褐

色、圆形的腐烂斑，病斑表面伴有裂纹，病组织失水后凹陷。保湿后，病斑表面产生稀

疏的粉红色霉层，镜检为核生顶枝孢(Acremonium sclerotigenum)。果实采收后病斑可继
续扩展。“褐斑型”病斑应为 8 月中旬以后，由核生顶枝孢自果实表面的自然裂口侵
染，生长扩展后形成的腐烂斑。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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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2015年 4-10月份设在山东青岛城 二、发病原因分析

阳的气象站监测到的降雨情况

花期阴雨和后期降雨不均是导致 2015年山东
苹果产区果实霉心病和套袋果实斑点病发病重的

主要原因。表 23-1为设在青岛城阳的气象站监测
到的降雨量，具有一定代表性。2015年山东苹果
产区花期前后出现 2 次大范围的降雨，雨量不大，
但对病菌孢子传播与侵染极为有利。这可能是造成

2015年霉心病发病较重的主要原因。
花期和花后，花柱的发育和含水量对病菌的

扩展有重要影响。花柱发育不良，含水量低，难以

阻止病菌进入果心。沂源县燕崖乡一果农在花期追

施碳酸氢胺，造成花器萎蔫，该园于 7月中旬发现
霉心病，7 月下旬调查时，霉心病的病果率高达

70%以上。已有实验表明，花前浇水能明显降低霉心病的发病率。由于受病菌侵染的影
响，果实发育受到影响，幼果期就出现畸形，而且萼筒完全开放，如图 23-1（C）所示。

5 月的降雨与后期“硬疔型”病斑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山东苹果产区 5 月出现 2-3
次降雨，其中 5 月 8日和 11 日两次降雨的间隔时间较短，对病菌在幼果上的定殖非常
有利。果实套袋后，果面上残存的病菌于 7、8 月份从新形成皮孔或皮孔开裂处侵入，
导致皮孔组织坏死。由于幼果细胞代射旺盛，坏死组织外围的果肉细胞很快木栓化，阻

止了病菌的进一步扩展，外观表观为病斑小、凹陷、硬化。细胞坏死过程中溢出汁液，

汁液中的水分蒸发后，留下白色粉状物。本实验室于 6月 19日从果园内采集幼果后，
经 7天保湿，果实上已出现大量圆形黑色坏死斑，经分离鉴定，病斑上的主要病菌为粉
红单端孢。这表明，病菌早已在果实表面定殖，但没有机会进一步扩展致病。蓬莱大辛

店一个果园，喷药分别由夫妻二人完成，丈夫喷药的地块果实发病较轻，而妻子喷药的

地块硬疔型病斑发病较重。

6、7 月份的干旱和 8、9 月份的降雨应是导致套袋果实“斑点病”发病较重的重要
原因。2015 年 6、7 月份，山东苹果整个产区严重干旱，城阳地区降水相对较多，2 个
月的总降雨量也不过 62.8 mm。8 月份全省出现一次较大的降雨，城阳监测到的降雨量
为 68.8 mm。由于前期干旱，果实发育缓慢，表皮蜡质层厚，8 月份遇雨后，果实上形
成了大量自然裂口。8 月份，果实表面腐生菌主要为链格孢菌，链格孢自裂口侵入后，
经过 2 个月的生长扩展，在解袋时形成大型黑斑型病斑。在皮孔内腐生的粉红单端孢
于降雨期间自开裂的皮孔侵入后，形成“硬疔型”病斑。9 月初，苹果产区出现一次范
围较大、时间较长的降雨过程，虽然雨量不大，但也能诱发果实裂口。果实生长后期，

果面上除链格孢外，还有腐生核生枝顶孢等病菌，病菌自裂口侵染后形成大量小型病斑，

主要为“褐斑型”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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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治对策

提高果实抗病性，防止病菌在花柱上定殖是防治霉心病的主要策略。开花前浇足水，

花期喷药是防治霉心病的两项主要措施。花前浇水，可提高花柱的抗病性，阻止病菌向

果心蔓延。在不影响授粉和座果的前提下，防治霉心病药剂喷施越早，防治效果越好。

建议中心花完成授粉 2~3天后，即中心花完全盛开 3-5天后可喷药；药剂主要采用广谱、
温和的杀菌剂，如多抗霉素、代森锰锌、代森锌、甲基硫菌灵、多菌灵等。生防制剂中

的活菌容易在花器上定殖，对花器伤害小，对霉心病效果也较为理想。花受冻，或花期

遇低温和降雨尤其要注意霉心病的防治。

前期以化学防治为主，以降低残存花器和果面的带菌量；后期以肥水管理为主，控

制果实的生长，减少果面的自然裂口，是防套袋果实斑点病的主要策略。落花后套袋前，

喷药 2-3次，药剂以广谱、温和的杀菌剂为主，如代森锰锌、代森锌、甲基硫菌灵、多
菌灵等，重点针对花器和果面用药，尽量压低果面和花器上的带菌量。幼果期避免使用

三唑类杀菌剂，以免影响果实表皮生长，导致生长后期果实表皮开裂。禁止使用药袋，

防止袋上药剂刺激果实表皮，造成果实表皮木栓化，导致后期果实表皮形成裂口。生长

后期主要通过肥水管理控制果实的膨大速度，尽量使果实均匀生长，避免膨大过快，或

忽快忽慢，以避免形成大量自然裂口，尤其注意前期干旱，而后期雨水较多的年份。秋

季不建议施冲果肥，尤其雨水多、湿度大的年份。

清除果园内枯枝、落叶，以及果园周边的枝条、秸秆等杂物，枝干萌芽前喷施杀菌

剂，以降低果园内的菌源数量，也能减少花器和果实带菌量，可以降低霉心病和套袋果

实斑点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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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化学疏花疏果剂应用技术规范（试行）

栽培与机械研究室 薛晓敏 王金政 王贵平 陈汝 聂佩显 韩雪萍

本项技术规范规定了苹果化学疏花疏果剂的有效种类、适宜浓度，施用时期和次数，

施用方法和技术以及注意事项。

一、适宜范围

适于渤海湾、黄土高原、黄河故道等苹果产区应用，适用于生产上主栽品种，但品

种间略有差异。

二、疏除剂种类

1、化学疏花剂：石硫合剂、有机钙制剂、橄榄油等；
2、化学疏果剂：萘乙酸、西维因、萘乙酸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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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疏除剂应用技术

1、化学疏花技术
（1）种类与适宜浓度
石硫合剂：果农熬制的石硫合剂乳油浓度为 0.5-1°Be，商品用 45%晶体石硫合剂浓

度为 150-200 倍；
有机钙制剂：适宜喷施浓度为 150-200倍；
橄榄油：适宜喷施浓度为 30-50 g/L。
（2）适宜喷施时期
盛花初期（即中心花 75%-85%开放）时喷第 1遍，盛花期（即整株树 75%的花开放

时）喷第 2 遍。寒富等腋花芽多的品种可以在盛花末期（即全树 95%以上花朵开放时）
增喷一次。

2、化学疏果技术
（1）种类与适宜浓度
西维因：适宜浓度为 2.0-2.5 g/L；萘乙酸：适宜浓度为 10-20 ppm；
萘乙酸钠：适宜浓度为 30-40 ppm。
（2）适宜喷施时期
西维因在盛花后 10 天（中心果直径 0.6 cm 左右）喷第 1 遍，盛花后 20 天（中心

果直径 0.9-1.1 cm）喷第 2 遍。
萘乙酸和萘乙酸钠在盛花后 15 天（中心果直径 0.8 cm 左右）喷第 1 遍，盛花后

25 天喷第 2 遍。
3、化学疏花+疏果技术
在单独疏花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可采用化学疏花+化学疏果相结合的模式进行。

各种化学疏花疏果制剂的喷施时期和适宜浓度与单独疏花或单独疏果时相同。

四、喷施方法

1、选用雾化性能好的喷雾器，重点对花或幼果部位均匀细致喷雾。
2、喷药量：机械喷雾每亩控制在 50公斤左右，背负式喷雾器每亩控制在 75-100公

斤。

五、适用条件

1、天气条件：适宜在晴天或阴天的天气条件下喷施。
2、温度条件：适宜温度 20-28℃；花期白天温度连续低于 10℃或高于 30℃时，建

议不进行化学疏花。

3、树体条件：适宜树势比较稳定、花果量较大的果园。

六、注意事项

1、首次应用化学疏花疏果时，要进行小规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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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种差异：不同品种对化学疏花疏果剂的敏感程度不同，嘎拉、金帅、王林、美
国八号等品种中心花与边花开放时期间隔较长，较低浓度容易疏除边花，浓度可以适当

调低；而富士系品种中心花与边花开放时期间隔较短，应用浓度要适当调高，同时注意

掌握喷施时期。

3、树势差异：树势较弱时，应适当降低喷施浓度；树势旺时，可适当调高喷施浓度。
4、授粉条件：没有配置专用授粉树或授粉品种的果园，不宜采用化学疏花。
5、药液配制：药液要随配随用，尤其石硫合剂等钙制剂不能与任何其他农药混喷。
6、化学疏花疏果以后，根据坐果情况和预期产量，进行人工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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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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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和表 23-3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表 23-2 全国 25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5 年 12 月上中旬日最低温度

根据表 23-2可以看出，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部分试验站的日最低温度开始降至-5℃
以下，牡丹江、特克斯、营口、庄浪、昌黎和兴城等试验站开始出现-10℃以下的日最
低温度，其中牡丹江试验站出现-20℃以下的日最低气温。其他各个试验站最低温度均
在-10℃以上。5日前后，全国出现降温过程，气温进一步降低。
从表 23-3 降水情况来看，各个试验站降水相对减少，多数试验站近期的累积降雨

量不高于 10 mm，烟台牡丹江试验站降水相对较多，近期累积降水量在 10 m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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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全国 25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5 年 12月上中旬日降水量

预计未来 10天（12月 15-24日），除华北、东北地区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 1-2℃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未来 10天，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
年同期偏多 2-6成，部分地区偏多 1倍以上。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
区大部累积降雪量有 2-5毫米。15-17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有 4～6级风，
气温下降 4～6℃；15日，东北地区中北部有小到中雪。23日前后，还将有冷空气影响
华北、东北等地。

（刘霈霈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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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作网 QQ群问答

苹果病虫害防控协作网 刘霈霈 董燕红

近两周 QQ群的问题中，针对苦痘病、根腐病及冬季管理等问题相对较多，以下是
摘录的一些问题及解答，供大家参考。

问题 1：请问这是什么病？（网友：寻梦）

答：这是套袋果实黑点病。有关这种病害的发生原因

和防控可以参阅本期简报第一篇文章。（协作网）

问题 2：请教关于果园冬灌的问题。（网友：Journry）

答：果园冬灌的时间以果树落叶后到土壤结冻前为冬灌适期。冬灌过早，气温还比

较高，水分蒸发速度快且数量大，不利于蓄水保温，从而降低果树的抗寒能力；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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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偏低，土壤冻结，水分渗不下去，积水冻结，果树根系易遭受冻害。具体的冬灌时

间一般以 5 厘米内平均地温为 5℃，气温 3℃为宜。此时即使夜间气温
降至 0℃以下，发生冻结现象，但白天气温回升后仍可解冻。因此，此
时为果树的最佳冬灌适期。（协作网）

问题 3：根上边长的很多疙瘩，这样的苗子还能用吗？（网友：云
淡风轻）

答：应该是根癌病。不建议您再使用这批苗进行栽种，如果这样的

症状已经发生，不但这几棵苗会越来越严重，还会传染给其他的果树。

（河北农大王树桐）

问题 4：您好，寒富苹果的叶子到现在也没落，是正常现象吗？对来年会不会有影
响？（网友：耐心等待）

答：苹果迟迟不落叶原因有多种。大多数是因为营养生长过旺，跟施氮肥多有关。

秋季果园水份太足，容易引起后期叶片不能正常脱落，最后青干在树上。降温过快也是

可能导致晚落叶的原因之一。秦冠品种具有落叶晚的特点，还有各地环境差异，物候期

的长短也会有所不同。（协作网）

问题 5：绵蚜应当怎么防治？（网友：&痴心追梦&）

答：绵蚜如果不是很严重可以到开春的时候再进行防

治。防治的最佳时间在花芽露红期，枝干有虫处涂抹或整

树喷施毒死蜱，吡虫啉等。如果春季只有个别树发现白色

棉絮状物，可以用毒死蜱稀释 200倍泥浆刷有虫的部位或
灌根处理，不用全园喷药。（协作网）

问题 6：二十年的苹果树严重的根腐病给个处方。（网
友：果莱飘香）

答：我们一般建议多菌灵 500倍灌根（包括健康树），把根系晾晒一下，起垄栽培，
注意排水，避免大水漫灌和病菌在田间的传播。用甲霜恶霉灵和氨基寡糖素灌根，效果

也理想。如果根腐发生严重的话，有时药剂灌根的作用不大，您可以尝试直接用木美土

里菌肥处理，菌肥与生物盾一起用，菌肥用量一般掌握在 1年树龄对应 2斤，大树以 10
斤为宜。（协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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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脆苹果价格上涨，苹果总体销售额下降

根据 Stemilt公司对尼尔森生鲜公司最近发布的零售扫描数据分析，2015年 10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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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喜爱的“密脆”苹果价格上涨，然而与 2014年同期的四周相比，苹果整体销售额
占果品总销售额的比例下降了 0.5个百分点。
人们看到“密脆”和“富士”的价格逐年增长，今年“密脆”的售价比 2014年增

长了 0.5个百分点，平均每磅高出 11美分（约合 0.7元/斤）。Stemilt营销总监Roger Pepperl
表示，由于消费驱动价格不断上升，“密脆”苹果的零售价在 2015生长季中应该会继
续上涨。

10月份是一个观察蜜脆苹果数据的最佳时期，因为随着整个美国苹果的收获，该品
种在美国各地都已上市且前景看好。消费者喜爱这个品种，并持续表明愿意为其独特的

味道和口感支付更高的价格。展望 2015年生长季，为了提振整体苹果销售，零售商必
须在各种苹果展中继续突出密脆，同时也要推销其他主要品种，如嘎拉、富士、蛇果、

金冠、澳洲青苹和粉红佳人等。

嘎拉和蛇果的比例多年来保持稳定，嘎拉份额最大，占全部苹果的 27.3%，蛇果为
11.2%。SweeTango在 2015年 10月的销售中是领先的苹果品种商标，占苹果总销量的
1.8%，继 2015年 9月的成功之后，它在苹果品种商标中依旧保持着最高的零售价格。
随着苹果销售的推进，晚秋和冬季对于整个苹果销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Pepperl

建议零售商在随后的几个月集中在多品种推销上，以提振整体苹果销售。

与以前一样，散装果是促销的重点，而袋装苹果可以给予购买者最大优惠，时常的

促销活动或平时的销售可以提高整体销量。Stemilt有两种大小不同的包装，3磅装适合
儿童鲜食的小苹果和 5磅装可供鲜榨果汁和做苹果泥的苹果，这种方式可以直接促进两
个重要购物人群即家长和有健康意识的消费者的购买。

Pepperl说，新年在即，这是一个推广散装苹果的理想时间，将每天吃苹果作为健
康饮食的一部分。除了散装苹果，Stemilt也正在销售两种袋装苹果，3磅的包装完美匹
配节日期间家庭所需，另一种包装适合新年假期过后人们每日携带为午餐用。此外，鲜

榨苹果使人们在超市中能够买到新鲜果实从而促进健康和保健，并以此促进销售。他补

充说，对于首次采收的果园，其收获的小个头的嘎拉果实在这个季节做成袋装进行促销

是非常理想的。

（王午可 译，胡同乐 校）

来源： http://fruitgrowersnews.com/news/honeycrisp-prices-up-total-apple-dollars-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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