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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卷 第 14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5年 7月 30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部分矮砧密植苹果叶片出现焦枯现象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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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虫诊断：协作网 QQ群问答
国外追踪：果树的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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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矮砧密植苹果叶片出现焦枯现象的原因分析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曹克强 李云皓

保定综合试验站 徐继忠

近日，不断有果农反映矮砧密植苹果树出现叶片焦枯现象，7月 28日，我们赴保定
唐县唐河西村进行了现场考察。崔建军家租种了近百亩山地果园，树龄为 3年，主栽品
种为红富士，王林为授粉品种。考察结果显示叶片焦枯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王林叶片焦

枯较为普遍且程度较重；二是干叶多出现在树的中部或偏上部位，不少直接长在中心干

上，也有一些是在侧枝上，距剪口普遍较近；三是叶片上出现的枯斑不规则，多沿外缘

向中心发展，直至整个叶片干枯，有些叶片表现失绿，在叶片上出现大小不一的焦枯斑

（图 14-1）。据他介绍去年就有这种情况，今年更加严重，他担心如此发展下去树会死
亡，因此，特别想搞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实际上对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多次遇到过，只是发生的程度不是很严重。在富士

苹果上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图 14-2），主要发生在 5年树龄以下的幼树上。分析其原因，
主要与肥水管理有关，通过查阅文献，结合对的症状观察，初步认为缺钾可能是导致这

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

查阅国外文献得知，对苹果树来说，7月中旬至 8月中旬中部枝段叶片干物质中钾
的含量在 1.5-1.8%为正常，如果含量低于 0.75%就会出现可见的症状，最主要的表现是
叶焦，起初叶片会失绿，逐渐形成水渍状区域，最后表现叶片坏死。焦枯是从叶缘向中

心发展。当叶片钾含量在 1%时，叶片不会出现可见症状，但是果实会偏小，着色不正
常，红色果表现为灰褐。钾含量在 1%及以下时，树的生长不正常，侧枝的直径偏小、
枝长偏短、干物质下降。水分不足或干旱会导致叶片和果实钾含量的快速下降，安装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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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系统的果园比安装喷灌系统的果园缺钾现象表现的会更加明显。

图 14-1 在王林品种上出现的叶片缺钾症状

图 14-2 在富士品种上出现的由缺钾引起的叶片焦枯症状

文献的报道与我们所观察的症状非常贴近，之所以多发生在剪口周边的枝段与局部

水分和养分不足有关。2015年 6月-7月中旬，唐县的天气一直干旱，这种气候可能加
重了缺钾的程度，虽然进入 7月下旬降雨增多，但是叶片焦枯的症状已经形成。因此，
为了阻止病情的发展，建议果园近期喷磷酸二氢钾 2-3次，在秋季要增施有机肥。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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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表现，我们还将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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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

 7月 2日上午，国家苹果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专家曹克强教授在辽宁

兴城中国农科院果树所对来自巴

基斯坦、苏丹、孟加拉、蒙古等 7
个国家参加发展中国家果树生产

技术培训班的 21名代表，作了中
国苹果产业及病虫发生和防控概

况的学术报告，在课间和课后，

代表们就感兴趣的问题与曹教授

进行了讨论。果树所病害研究室周宗山研究员主持了会议。

 7月 14日曹克强教授赴陕西彬县，于次日考察了河北冠龙公司利用克菌丹防控苹果
树腐烂病田间试验，对其杀菌和促进伤口愈合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图 14-3）。15日
上午对参加现场观摩的 600余名果农，介绍了苹果树腐烂病最新防控技术。会后，
考察了旬邑部分发生疫腐病严重的果园（图 14-4）。下午还考察了海升集团在彬县
的苹果种植基地。16日与岗位专家陈汉杰研究员、孙广宇教授等在西安海升集团公
司对 90余名基地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

图 14-3 克菌丹对腐烂病的防控作用 图 14-4 苹果疫腐病病果症状

 7月 22-24日，岗位专家曹克强教授、国立耘教授及团队成员王树桐教授等在海口市
参加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年会，听取了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了解了一年来植物病

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与同行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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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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和表 14-2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高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14-1可以看出。各苹果产区 7月中下旬日最高温度差异较大。昭通和盐源

试验站较为凉爽，日最高温度均在 30℃以下。特克斯、银川、万荣、天水、灵寿、白水、
凤翔、西安、泰安、民权和三门峡试验站日最高温度较高，近期均有 10天以上超过了
30℃，其中三门峡试验站在本月 14、25、26和 28日均出现 37℃的高温天气，需及时补
水降温，预防日灼。

表 14-1 全国 25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5 年 7 月中下旬日最高温度

表 14-2 全国 25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5 年 7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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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4-2降水情况来看， 7月中下旬各个试验站均有降水，但近期累积降水量差
异较大。累积降水超过 100 mm的试验站有营口、昌黎、顺平和昌平，其中昌平试验站
降水最多，达到 268.7 mm，银川、天水、白水、凤翔和胶州试验站降水较少，均不足
10 mm，其中胶州试验站降水最少，仅 1.1 mm。
预计未来 10天（7月 31日-8月 9日），我国降雨区主要位于东北地区、华北、黄

淮、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中西部，累积降雨量有 40-80 mm，其中东北地区中南部、
华北东部、云南、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100-180 mm，云南东南部局地有 200-400
mm；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5成，局地偏多 1倍以上。未来 10天，受
副热带高压影响，江淮、四川盆地东部等地将多 35℃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日最高
气温可达 37-39℃，高温日数可达 5-9天。
主要天气过程如下：7月 31日，华北东部、山东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自西向东

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期间，云南东部有持续强降水，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上

述地区伴有短时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月 1-3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
淮、东北地区有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云南、

贵州南部及四川盆地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4-6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

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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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苹果锈果病、干腐病、生理病害，以及苹果蠹蛾、叶
蝉、天牛等问题相对较多，以下是摘录的一些问题及解答，供大家参考。

问题 1：请问果树发芽后又死亡，是干腐病吗？用什么药进行
防治？（网友：张晓峰、恆钰）

答：是干腐病。春季萌芽前刮除病斑，涂药保护，忌冬季刮除

病斑，现在可刮治和涂药保护，可选甲硫萘乙酸、菌清等药剂。预

防干腐病的发生可在雨季到来之前选用轮纹终结者 1号对树干进行
涂刷。（协作网）

问题 2：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树干流水？（网友：撒向大
地都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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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多种原因都可能导致树体流水。病理因素如腐烂病、轮纹病等；生理因素如受

到某种伤害，或者树皮开裂等。（协作网）

问题 3：苹果蠹蛾怎么防治？（网友：confidant）

答：防治该虫的关键是抓住防治适期，即从卵孵化后到钻果之前的时间。苹果蠹蛾

是钻蛀性害虫，幼虫一旦钻到果内就不好治了，一定要利用苹果蠹蛾性诱剂诱捕器做好

虫情监测，在诱蛾高峰期喷施触杀性强的药剂（如有机磷类、菊酯类、氯虫苯甲酰胺等），

苹果蠹蛾的防治技术请看--苹果蠹蛾防控信息网 http://www.codlingmoth.net，上面专门有
防治技术栏目。（河北农大王勤英）

问题 4：各位老师，这是什么病？（网友：神救救我吧、海波果蔬）

答：苹果锈果病。如果病害已经在果园发生，要和健康树分开修剪，或用修剪工具

消毒液对工具消毒后再修剪下一棵。有试验表明根施木美土里菌肥有强壮树势并减轻锈

果病的作用。建园时，避免与梨树混栽。发病太严重则建议锯掉病树，避免刨树引致相

邻树发病。(协作网)

问题 5：请教各位，这种嫩叶有些失绿是怎么了？（网友：灵台何向、海波果蔬、
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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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小绿叶蝉刺吸引起的症状。小绿叶蝉为杂食性害虫，可以刺吸包括苹果在内

的多种植物叶片。(协作网)

问题 6：老师，看看这个果子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叶子表现是褐斑病的症状。（网
友：我の劫难）

答：图片不是很清楚，疑似黑星病。最近雨水多，土壤粘重、排水不良、盐碱过重、

果园管理粗放、伤口不及时保护等均易导致病害发生。防治方法： 在雨季要注意喷施

杀菌剂，如氟硅唑、克菌丹等。（河北农大王树桐）

问题 7：这是天牛危害的吗？（网友：含笑飞雪）

答：这是桑天牛新的产卵痕，里面有卵或小幼虫，还没有蛀入木质部，7月份经常
检查，发现新鲜产卵痕用一个牙签及时把碎木里面的卵或幼虫挑出来，一旦幼虫钻到木

质部对树影响就大了。（河北农大王勤英）

问题 8：请问苹果裂果有办法防治吗？（网友：龙猫）

答：裂果主要是水分供应不匀，或天气干湿变化过大造成的，您要注意水分管理，

尤其遇有天气干湿变化过大，及时浇水或追肥，防止裂果。（协作网）

问题 9：苹果树叶是怎么回事？（网友：淡静、刀客、沐雨栉风、沈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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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缺钾造成的。症状表现为：叶片常向上卷曲，较重时，叶缘失绿部分变褐枯

焦，严重时整叶枯焦，不易脱落。（协作网）

问题 10：果园喷药，是雨前好，还是雨后好？(微信公众平台：柳宏恩 )

答: 雨前喷药好一些。叶片正反两面喷均匀了，就可有效杀灭病菌，大大降低园内
病菌基数。雨后园内湿度虽大，病菌易侵染，但由于病菌基数少，其繁殖速度也大大减

慢。当然如果降雨持续时间很长，一连几天，则雨后也要进行适当补喷。（协作网）

问题 11：这是什么病害?怎么防治？（网友：寒梅傲雪、耐心等待）

答：苹果水心病。苹果水心病的防治宜从增钙降钾、改善钾钙比着手。叶面喷钙肥

是减少苹果水心病的有效措施。一般于 6月上旬苹果套袋前喷氨基酸钙 400倍液或硝酸
钙 300倍液。摘除纸袋时喷洒氨基酸钙 400倍液加硼砂 300倍液，以减少水心病的发生。
（协作网）

问题 12：这是什么虫？（网友：含笑飞雪）

答：这是果蝇，常见于樱桃、桑葚、葡萄、杨梅、蓝莓、树莓、

草莓等果实柔软的水果上，果蝇喜欢在这些果实上产卵，特别是有

伤口或腐烂的果实，产卵两天后果实上会有小白蛆出现。我们买回

家的水果放置几天后稍有腐烂就会吸引大量的果蝇来产卵。因此，

有人买来水果后放在盐水内浸泡一会儿经常会发现有小白蛆出现。

像苹果、梨等没有伤口的果实不会有果蝇危害。（河北农大王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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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树的施肥

C.E. Swift

介绍

果树合理施肥可以保证果树的连续生长和结实，春天萌芽期或萌芽之前合理修剪加

上氮肥的施用能够帮助果树保持高产的状态。我们应根据土壤测试分析结果来合理使用

肥料。

氮的用量应根据前一个季节新梢生长量或依据土壤分析结果来确定。当生长量比表

14-3推荐的值小会导致结果枝和果实产量减少。

表 14-3 年生长量

年生长量的鉴定

每年的果树生长量可以通过新梢生长过程中顶端萌芽时残留的芽鳞环疤痕来判断。

在每棵树选择几个部位检查去年的年增长量，使用年平均增长量来判断氮施用与否和施

用量。

根据年生长量施用氮

核果类果树（如桃子、樱桃、李子和油桃）可按每厘米主干直径（高出地面 2.5厘

非结果树 上一年的年生长量

苹果 30 - 91 厘米

梨

桃 &油桃

酸樱桃

李子 & 甜樱桃

结果树

非短枝型苹果 15 - 45 厘米

短枝型苹果 15- 25厘米

梨 30-40 厘米

桃 & 油桃 30-45 厘米

酸樱桃 ~ 20 厘米

李子 & 甜樱桃 ~ 2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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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处测量）0.057千克氮来施用。如果果树年增长量处于表 14-3推荐的低值范围可以施
用这个量。去年的增长量介于中间范围，可施用较少的化肥。施用过多的氮会导致树叶

和树木过度生长，影响果实的生产。对于仁果类果树（苹果和梨），氮最大施用量为每

厘米主干直径施用 0.046千克氮。其它判断标准与核果类果树相同。
注意记录每年氮的施用量和果树生长量，这样的记录能够给氮肥施用提供一个有价

值的指导从而达到理想效果。

根据土壤分析施用氮

在土壤分析的前提下，推荐的氮肥施用量如表 14-4所示。

表 14-4 根据土壤分析推荐氮肥需要量

土壤测试值

NO-3N ppm

当有机物百分比是以下数值时每 100平方米氮肥的施用量（千克）

0-0.5 0.6-1.0 1.1-1.5 1.6-2.0 2.1-2.5 2.6+

0.0-3.0 2.0 1.9 1.7 1.5 1.4 1.0

3.1-6.0 1.9 1.8 1.6 1.4 1.2 0.9

6.1-9.0 1.8 1.6 1.5 1.3 1.1 0.8

9.1-12.0 1.7 1.5 1.4 1.2 1.0 0.7

12.1-15.0 1.6 1.4 1.2 1.1 0.9 0.5

注:以上数值只是针对苹果和梨。桃、油桃、杏、李子则每 100平方米面积增施 0.1
千克氮肥，樱桃每 1000平方米面积增施 0.2千克。

施肥量的计算

肥料产品包含一定数量的营养（以重量百分比计量），显示在产品标签上如 15-1-1。
第一个数字（15）是氮的重量百分比，第二个数字是磷（P2O5）的重量百分比，第三是

钾（K2O）的重量百分比。例如，硫酸铵（21-0-0）含有 21%的氮，血粉包含 12%~13%
的氮。所需化肥产品的量是以所需营养的千克数除以产品中营养的百分比。例如，如果

你需要在一定的面积上施用 0.2千克的氮，使用的产品含有 15%的氮，我们就将 0.2除
以 15% ，结果为 1.33千克，因此，需要 1.33千克的该产品来达到施用 0.2千克的氮。

修剪和过度灌溉

每年修剪量相同将导致刺激相同数量的生长。如果树修剪较重，少用氮肥，可避免

树势增长过快。灌溉过多或过频繁，会刺激果树生长，而且诱发果树产生根腐病，与果

树种植在草皮地类似。建议去除基部周围的草，使用薄薄的一层覆盖物，应用覆盖物之

前，使用草甘膦产品、园艺醋或脂肪酸产品如“Scythe”除草。强烈推荐果园远离草坪植
物，这样可以根据树木的需求浇水和施肥，而不是根据草坪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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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年生长环-苹果 图 14-6 年生长环-梨 图 14-7 年生长环-杏

图 14-8 年生长环-樱桃 图 14-9 年生长环-桃 图 14-10 年生长环-意大利梅

图 14-11 年生长环- 圣罗莎李子 图 14-12 密脆苹果上的苦痘病

钙

苹果上的苦痘病（图 14-12）是树体缺钙的表现。直径小于 10 mm的褐色病斑出现
在果面上，表皮下区域变暗、变软，这些斑点在收获或冷藏期间出现。树龄小、结果少

的果树与灌溉、施肥过度的果树更容易受害。可喷钙进行防治，将 1-2千克氯化钙加到
454升水中（见资料 no.7.615 The Preparation of Small Spray Quantities of Pesticides.）。
首次喷洒大约在 6月中旬，第二次在 7月中旬，第三次在 8月中旬。不受此病影响的树
不需要治疗。

铁

铁缺失的症状一般导致枝条末端叶片黄化或叶脉深绿而叶片失绿症状，叶片边缘枯

死（叶烧）明显，铁缺乏导致减产，而且果实着色不正常，口感平淡。建议按照表 14-6
的比例使用螯合铁，来缓解缺铁问题，避免过度灌溉，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http://www.ext.colostate.edu/pubs/garden/076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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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土壤中施用锌所达到的补锌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建议在萌芽前喷施。然而，在施用

“园艺或休眠油”之前或之后三天内施用（苹果 5天）可能引起损害，应该避免。除了杏
以外，在秋季施用锌，1汤匙硫酸锌加 4.5升的水，彻底喷洒覆盖树，直到树干有液滴
流下。

表 14-5 根据提取方法确定磷肥施用量

磷的水平

ppm

（百万分之一）

AB-DTPA
法

ppm

Bray-1 &
Mehlich-II 法

ppm

Mehlich
-lll法

ppm

Olsen 法

ppm

P2O的施用量
千克/100米 2

低到很低 0-7 0-12 <10 0-9 1.7

中 7.1-13 13-25 11-31 10-16 1.4

高 13-22 26-50 32-56 16-31 1.1

充足 <23 >50.1 >56.1 >31.1 0

注:磷的提取方法可能在土壤测试结果中有指示。如没有，请联系实验室确定提取方法。

表 14-6 土壤测试结果和推荐值

钾 ppm
K2O的施用量
千克/100米 2

AB-DTPA 法提取
的 Fe含量

ppm

螯合铁*
(西奎斯特林 138-Fe)
千克/100米 2

0-60 0.9 1.8 -2.0 1.7

61-20 0.4 2.0-4.5 0.8

121-200 0 2.0-4.5 0

201 + 0

注: 西奎斯特林 138-Fe是 6%的铁。其他螯合铁产物在高 pH值土壤中可能无效。

其他营养

除了如上所述氮、锌的应用，其他营养物质的应用要基于土壤分析的结果。如果从

4-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 6-7月叶面喷施微量元素能给本季弥补缺失，Miracle-Gro或类
似的水溶性肥料可以用于此治疗。阅读并遵循肥料容器上的标签说明。

施肥方法

氮和其它营养元素（除了锌）能够撒施或灌施，或者灌溉前开沟施用，不要在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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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直接施用以免组织损伤，均匀撒施肥料不要在树下堆积以免造成损害。如果选用合适

的肥料也可以选择叶部施用。

来源：http://www.ext.colostate.edu/pubs/garden/07612.html

（吕运霞译，王亚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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