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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卷第 14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7 年 7 月 31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新疆伊犁州新源县野苹果林保护现状考察报告 
 近期活动 
调查研究：2016 年苹果产业体系研究进展选登 
基础资料：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国外追踪：生物调节剂（1） 
 追踪火疫病 
************************************  

新疆伊犁州新源县野苹果林保护现状考察报告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曹克强  张金勇  孙广宇  李保华 

2017 年 5 月 15 日和 16 日，我们在伊犁州新源县对当地的野苹果林保护情况进行了

实地考察，对野苹果林目前的情况形成以下几点认识，并对下一步保护措施提出几点建

议。 
一、对新源县林场野苹果林现状的几点认识 
1. 野苹果林大面积枯死的势头仍在蔓延，腐烂病为害蔓延是导致死树的主要原因。

伊犁州林业局野苹果林保护示范区内，大量死亡枝干锯掉后，锯口缺乏药剂保护，残存

活枝由于腐烂病二次侵染造成继续死亡，死树残桩随处可见。放眼望去，野苹果林的景

观主色调已经不是绿色，而是枯死树枝形成的灰色，大树整株死亡比比皆是。 
2. 苹果小吉丁虫已得到有效控制。原来被认为是导致野苹果死树主因的苹果小吉丁

虫经过几年来大力度的飞防和寄生蜂的繁放，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两天考察没有发现一

头活虫。此时正值枝天牛成虫发生高峰期，天牛成虫较为常见，在树干上来回穿梭，剥

查死枝皮下的幼虫，寄生蜂寄生率也很高。该种天牛幼虫似乎只取食死亡的干枝，对活

的枝条没有危害。 
3. 野苹果林围栏取得成效，当地林业部门已经开始实施围栏育林建设。自 2015 年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岗位专家共同出资，在地方配合下建设了 1000 平方米的围栏，取得

了较好的示范效果，林下实生野苹果幼树已经较为常见。而相应的未开展围栏的林下实

生野苹果自然成苗的现象则极为罕见。但在调查中也发现，围栏禁牧后，野苹果林下杂

草丛生、植被繁盛，新生苹果幼苗生存竞争处于劣势。因此新生幼苗生长较为缓慢，而

且部分 3 年生的新生幼树遭受了鼠害困扰，冬季积雪层以上的树干皮层被老鼠啃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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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了腐烂病。当地林业部门建设的围栏面积较大，对牧民放牧造成了影响，所以在调

查中也发现有些围栏被破坏的现象，仍有牛羊进入破坏的围栏内啃食牧草和自然出生的

野苹果树幼苗。如何协调围栏保护和牧民放牧之间的矛盾，还需要深入研究。 
4. 本次考察中发现，去冬今春开始实施的人工移栽育林，低海拔区栽植的苹果砧木

大苗成活率不高，可能是冬前栽植冻害较重所致。而高海拔区苹果小苗成活率相对较高，

可能是春季栽植避免了冻害的发生，栽植坑处植被受到破坏，也使新移栽的苹果树苗暂

时避开了杂草的竞争，保存了长成大树的希望。 
二、对新疆野苹果林保护工作的建议 
1. 加大围栏育林的力度，协调野苹果保护与牧民生活之间的矛盾。在围栏育林的过

程中要留出牧民放牧的一些空间。如果全面实施围栏育林，必然导致牧民的生存空间受

到挤压，影响牧民的生产生活。因此，我们建议根据野苹果林的实际状况，采用分步实

施围栏的方法，每个围栏面积不宜过大，对围栏内的牧草进行人工弋割，既给牲畜提供

了食料，同时也能减少对野苹果苗生长的竞争，杂草减少后还能减轻野果林鼠害发生的

程度。待围栏内实生野苹果长成之后可以拆除围栏，另寻需要保护的区域建设围栏。通

过分步实施，一方面起到了对野苹果树的保护，另一方面减少对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牧民仍有较大范围的放牧空间，就不会破坏围栏。 
2. 大树保护工作重心从防虫转向治病。可将死树锯倒于地面，就地肢解让杂草自然

掩埋，迅速减少空气中腐烂病菌原数量，雨季可进行飞机喷洒杀菌剂进行环境定期消毒，

进一步减少存活树体腐烂病的带菌率。对锯口进行杀菌剂保护处理，避免伤口处新病斑

的发生。对已有病斑进行刮除涂药治疗，保护存活的大树，提高保活成功率。 
3. 人工育林是恢复野苹果林的补充性举措。通过对移栽时期的调整，并加强移栽后

树苗的管护，以保证栽植树苗成活。同时加强对林间杂草的防除以及腐烂病的防治工作。 

图 14-1 围栏内林间的新生野苹果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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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围栏内第二年生的野苹果幼树 

 
图 14-3 围栏内的第三年生野苹果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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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老鼠为害的野苹果幼树            图 14-5 野苹果幼树上的腐烂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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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在山东省泰安市宝

盛大酒店召开。大会一共安排了 12 场大会报告，160 余场分会报告。来自国内外植物病

理学界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共 1600 余人参会。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孙广宇教授和青岛农业大学李保华教授，以及团队成员青岛农业大学

董向丽教授、王彩霞教授，河北农业大学王树桐教授、王亚南副教授等参加了本次学术

年会。 
************************************  

2016 年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研究进展选登 

 高频灌溉施肥和黄腐酸钾配施对矮砧苹果园生长、产量、品质的影响 
矮砧集约果园栽培成功的关键是保证根系生长处于一个良好的土壤水分养分环境，

在陕西千阳研究了灌溉施肥不同施肥频率（每周一次灌溉施肥、每 2 周一次灌溉施肥）

和结合配施黄腐酸钾对矮化苹果园的土壤溶液、新梢汁液养分变化和产量品质的影响，

以期为矮砧苹果园灌溉施肥制度的建立提供科学依据。初步结果表明，每月四次的灌溉

施肥频率下，土壤溶液中的 NO3-N 含量要明显高于每月两次的灌溉施肥频率，最高增

加了 21.15%。新梢汁液中的 NO3-N、NH4-N、P 和 K 含量分别增加 23.42%、14.66%、

15.85%和 23.47%。配施黄腐酸钾后，土壤溶液中的 NO3-N、NH4-N 含量比不配施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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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钾的处理分别要高 27.56%和 16.69%，新梢汁液汇总的 NO3-N、NH4-N、P 和 K 含量

分别增加了 15.18%、23.63%、19.14%和 20.14%。配施了黄腐酸钾以后，果实更容易着

色，色质更深，并且高频灌溉施肥加黄腐酸钾处理分别与高频灌溉灌溉施肥、低频灌溉

施肥、低频灌溉施肥加黄腐酸钾和 CK 处理相比，产量分别提升了 23.7%、36.9%、20.3%
和 74.7%，加施黄腐酸钾并且提高灌溉施肥的频率，可以显著提高果实的品质和单株产

量，减少了土壤溶液中各养分的淋失，值得生产上广泛推广。（张林森） 
 葱树混作减轻苹果连作障碍技术 

经过 4 年研究，提出了一年生矮秆作物与新栽连作幼树混作，即在树盘范围种植作

物减轻苹果连作障碍的技术，其要点包括（以混作葱为例）：连作幼树定植当年的 10
月上旬，去掉覆膜，于幼树中心干周围 30cm 范围内撒播葱种，即幼树生长在葱里面，

种子用量为 3-5g/株，连种 3 年，第二、三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在春、夏、秋播种，

为减少种葱引起与幼树的水肥矛盾，可视情况增加两次滴灌，并在葱生长期间与树盘范

围撒施 100-150g/株复合肥。试验结果表明，在苹果树周边种植大葱能够明显抑制土传

病害的发生，显著减轻了重茬病对苹果树的不良影响。（毛志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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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查询和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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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7 年 7 月中下旬日最高温度 

 

根据表 14-1 可以看出，近期气温和 2017 年 7 月上旬气温相比变化不大，除昭通和

盐源试验站外，其余试验站均出现了 30℃以上的日最高气温。其中最高气温出现在西安

试验站的 7 月 23 日以及万荣试验站、西安试验站和兴城试验站的 7 月 24 日，温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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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与去年同期相比，温度相差无几。 
表 14-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7 年 7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从表 14-2 降水情况来看，盐源试验站降水日数较多，一直处于阴雨天气。各试验

站所在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雨天气，泰安、牡丹江和昌黎试验站在 7 月中下旬降雨

量相对较多。与去年同期相比，降水量差异不大。 
预计未来 10 天（29 日-8 月 7 日），受台风“纳沙”和“海棠”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

大部地区累积雨量有 40～70 毫米，部分地区 100～200 毫米。此外，西北地区东南部、

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及西南地区等地有 20～50 毫米降雨，局地可达 70 毫米以上；上述

大部地区累积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4 成，局地偏多 1 倍以上。30 日起，我国高温范

围明显减小，强度减弱并趋于结束。5 日前后，华北东部及东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或暴雨。 
（刘霈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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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调节剂（1） 
喷施各种生物调节剂可以使苹果树发生不同类型的反应。这些反应会随树和水果的

不同发育阶段以及化学物质和环境条件而变化。因此，在应用生物调节剂产品之前，应

该知道它如何影响树木和作物，以及其重要的副作用是什么。 
应用生物调节剂的有效程度取决于树体吸收的多少以及树体的生长状况。诸如凉爽

天气，缓慢干燥的条件和好的叶片等因素通常会导致增加植物调节剂的吸收并可能增强

反应。施用生物调节剂后遇到高温可能增强反应或促进损伤。虽然不好的叶子能减少吸

收，但是弱树通常会对生物调节剂有过敏反应。以浓缩形式应用生物调节剂会增加生物

调节剂在喷雾水中的浓度；高浓度的生物调节剂可能会对树木或果实造成伤害。以此类

似，除非另有说明，添加表面活性剂可导致果树对植物调节剂更大的吸收和可能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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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何生物调节剂都要确保喷雾完全覆盖冠层。生物调节剂在树中不易传导，因此任

何生物调节剂的作用效果仅在施用产品部位发生。对任何生物调节剂来说，均匀覆盖喷

雾可大大提高其良性反应的可能性。 
苹果化学疏花疏果 
化学疏花疏果是使用腐蚀性物质或激素型生物调节剂来调节坐果的数量和位置，具

有三个目标：1）减少青果的手工疏除量；2）提高果个儿和质量；3）增加下一季节的

花量，并抑制大小年结果。成功的化学疏花疏果通常需要在花期和花后使用几种不同化

学品的组合。疏花疏果的有效性取决于许多因素：品种、品系和砧木、树体状况、趋近

授粉的程度、天气、化学品、施用方法、时间和覆盖均匀度。因此，疏花疏果是以小区

为单元，并相应调整使用的材料，以及时间和浓度。不要使用高于标签的浓度。 
注意：NAD（Amid-Thin W 萘乙酰胺）、NAA（萘乙酸）和西维因（Sevin）的有

效性与春天温度有关。在凉爽的春天，当果实的生长缓慢时，水果的大小是比开花后多

少天更好的用药时间指南。NAD（Amid-Thin W）、NAA 在低于 10℃时都不起作用。

避免在低于 21℃的温度下使用西维因。如果使用了则可导致种子败育，无法疏除和结小

果的后果。延迟应用到预测的最大白天温度时在喷施，可能会在应用后五天内达到这些

标准。 
为避免过度疏除，春天霜冻后应用要非常小心。霜冻使叶子吸收更多的疏除剂。避

免对下部和内部的枝条使用过量的疏除剂，因为它们的活力较低，更容易疏除。要将大

部分疏除剂直接喷到顶部三分之二的冠层处。 
疏花 
使用腐蚀性或变干性的化合物来除去边花。这些化学品往往是酸或盐；作用机理是

灼伤柱头和花粉，防止授粉和受精。在华盛顿唯一登记可用的疏花剂是 Wilthin。 
Wilthin：WILTHIN 可以每季使用一次，并且应该与 Regulaid 或其他合适的表面活

性剂混合以增强其覆盖率。在全覆盖喷雾（400 加仑每英亩）中，每 100 加仑喷雾液体

要用 3 品脱的 WILTHIN，或在每英亩 200 加仑喷雾溶液中使用 3~4 夸脱。不超过 100
加仑 3 品脱或每英亩 6 夸脱的用量。每 100 加仑 3 品脱通常是最佳的，但其结果可能取

决于开花的均匀性、树的大小、树的活力和开花密度。为了使花朵充分湿润，经稀释的

疏花剂要足量喷施，但不要下滴。根据树的大小，目标花的润湿情况，通常是每英亩用

150~250 加仑的液量。施用 WILTHIN 的最佳时机是当 80％中心花已授粉（最早推荐的

时间）直到 90％的花开放（最新推荐的时间）。WILTHIN 不应在树体最早开花的一面

落花开始后应用，否则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果实痕迹或疏花疏果不到位。推荐 WILTHIN
在蛇果、翠玉、布瑞本（新西兰）、瑞光和金冠（美）苹果中使用。 

疏果 
NAD（Amid-Thin W）：用于蛇果以外的其他品种。应用在蛇果上可引起异常的小

（侏儒）果。可在盛花后 3~14 天与表面活性剂（润湿剂）一起使用。没有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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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要更高浓度的 NAD。当开花后天气凉爽，要延迟应用，直到最大果直径为 2~3
毫米，并且预测喷雾后温度高于 10℃，最好是在 18℃以上时应用。 

为了增加疏除量，在单次喷雾中结合使用 NDA 和西维因效果大于单独使用。 
NAA(萘乙酸) ：在盛花期 15~25 天后应用 NAA 和表面活性剂（润湿剂）。如果没

有表面活性剂，就要使用较高浓度的 NAA。在冷凉的春天，可适当延迟施用，直到最

大果实的直径为 10-15 mm，并且预测在接下来的 5 天内白天温度可能升至 10℃以上时

使用。 
西维因 
西维因是一种杀虫剂，在盛花后 10-25 天后或果实直径达到 3-20 mm 喷施具有化学

疏果作用。施用的剂量、喷施时期、使用的方法取决于品种、坐果、所需的疏果程度、

果园或附近是否有蜜蜂存在以及对螨的潜在影响。 
因为西维因有效期可维持到盛花后 25 天，所以它可以用来处理用其他产品未达到

疏果效果的果树。 
注意：当开花后天气变凉爽时，要延迟西维因的应用，直到最大的果实直径达到

10-15 mm，并且预测喷施后的温度为 21℃以上时使用。除非在施用后 5 天内白天温度

升高到 21℃以上，否则疏果效果很差并产生小的无籽果实。在低温潮湿条件下使用西维

因会造成果锈。有霜冻或冻害存在时可能会导致果实畸形。 
早期可将西维因与 NAD 或 NAA 混合使用，混合使用比这些药剂单独使用效果好。

花后 5 至 10 天混合使用西维因和 NAD，其效果要优于当最大的果实直径为 3-5mm 时

单独使用西维因。如果白天温度高于 32℃，则可能导致过量疏果。 
注意：西维因 l（Sevin WP）对蜜蜂有剧毒。用 Sevin XLR Plus 或 Sevin 4F 对蜜蜂

危害较小。如果有花，应在蜜蜂不觅食时使用。如果使用西维因，一定要除去地面覆盖

植物上的花。 
西维因对捕食螨以及取食的锈螨是高毒性的，在没有广泛使用西维因的果园危害最

大，因为几乎没有抗性存在。为了减轻对捕食螨的伤害，可以直接通过向树顶喷药、避

开树干或低位的树枝、在早期使用、以及限制每个季节的施用次数来实现。 
乙烯利 
乙烯利与 NAD 混合使用会增加当季疏果量以及下一年的花量。 
注意：花后 3 周内使用乙烯利在蛇果上会降低果实花萼端的发育从而影响水果的形

状。 
6-苄氨基嘌呤 (6-BA) 
6-BA 是合成的细胞分裂素，目前市场上普遍销售的为 Accel，它的配方含有低浓度

的 GA4+7。它已被用作一种化学疏果剂，在嘎啦、帝王、瑞光、富士和蛇果上使用可增

大果个。然而，在华盛顿的生长条件下，对蛇果和富士的果实大小及疏果效果并不一致。

在华盛顿，在目前施用剂量情况下，Accel 与西维因混合使用要比单独使用 Accel 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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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好，尤其对蛇果和富士更是这样。Accel 与 NAA 混合使用特别是在蛇果上会产生很

多小果。 
为了增加果个，制造商的建议是在谢花后到果实直径在 10-12 mm 之间喷施 Accel。

建议喷施浓度为每英亩 10-15 克活性成分，喷布 1-2 次，间隔 5-10 天。为了疏果和增大

果个，在谢花至果实直径 10-12 mm 之间喷施 1-2 次 Accel，每次喷施浓度为每英亩 20-30
克活性成分。Accel 和西维因混合使用会加大疏果效果。当喷施时或用后几天温度大于

16℃时能获得最佳疏除效果。最适温度在 21℃和 27℃之间。最好在缓慢干燥条件下喷

施 Accel，以增强吸收效果。 
为了确保全面覆盖，使用气流式喷雾器。喷雾体积为 100 至 200 加仑/英亩，适合大

多数果园株行距。为了达到疏果的目的，建议每次至少使用 25 ppm 的 Accel。对大多数

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说，建议稀释喷雾。 
品种间的疏果差异 
金冠，卡蜜欧和富士是比较难疏的品种。调整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的收成也是一

个困难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季节里有高比例短枝花芽和腋芽开花，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隔

年结果现象。开花少或经历严重霜冻后，下一年会大量开花。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并保持每年的生产，通常需要一系列喷雾。如果可以的话，开

始可用疏花剂，当落花 80%或果实直径在 3-5 mm，可以将西维因与萘乙酰胺混合使用。

果实直径在 10-15 mm 时，第三次喷雾 NAA 和西维因会造成大量疏果。如果期望大量

疏果和增加来年的花量，可以将乙烯利、萘乙酰胺、西维因混合使用。 
短枝型蛇果 
短枝型红星通常比非短枝型红星更难以疏果。在一个季节里如果有大量短枝花芽开

花，要想达到足够的疏果量，可以先使用疏花剂，然后再喷西维因或萘乙酸，或者当果

实直径在 10-15 mm 时，将萘乙酸与西维因混合使用。注意谢花后喷施 Sevin XLR 对

Bisbee，首红和 Vallee Spur 水果品种可能会引起果实损坏和变形。 
译自《Crop protection guide for tree fruits in Washington》 

（路瑶、董燕红译，曹克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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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火疫病 
 

【美国】Shannon Dininny 

 
研究人员致力于识别抗火疫病性的 DNA 标记，以加强育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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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研究生 Jamie Coggins 和技术员 Bonnie Schonberg 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

Orlando 试验园进行试验，测量了火疫病对苹果树的影响。 

去年夏天，一组研究人员带着剪刀穿过华盛顿州中北部的苹果园，做了一件不可思

议的事：他们在 1600 棵苹果树上接种了火疫病菌。当然，他们的目标不是消灭一个果

园。相反，他们试图找出不同苹果品种的抗火疫病的基因，并最终利用这些抗病基因的

信息开发出新的抗火疫病品种。 
长期以来，梨种植者早已知道由病原细菌欧文氏菌（Erwinia amylovora）引起的火

疫病带来的挑战。随着新种植（感病）品种的发展，火疫病已经成为苹果种植者的重大

威胁。 
火疫病研究的负责人，华盛顿州立大学苹果育种学家 Kate Evans 说：“当我们种植

红元帅（蛇果）时，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红元帅是抗火疫病的。但当种植者开始大

量种植的其他品种（感病品种），火疫病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扩大基因分型 

全国各地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建立不同作物品种的基因型信息。这是 RosBREED
项目内容，其目的是通过识别理想果实品质的 DNA 标记来提高和加快育种过程。

RosBREED 2 项目旨在通过添加抗病分子标记来最大化地提高第一个项目的产出。 



 

 195 

 
技术人员和学生在韦纳奇的哥伦比亚试验园分析苹果品种对火疫病的抗性。 

例如，埃文斯和她的团队已经收集了该试验果园 1600 棵树(350 种栽培品种)的基因

和果实品质的信息。但是，如果她能确定这些果树对火疫病的抗性，她就能从这些树中

得到新的信息。 
她说：“首先，我们也许能够鉴定出我们以前所不掌握的新的抗性资源。目前测试

的这些树主要代表正常的鲜食苹果种质资源，而不是果实比较小的野苹果（或海棠），

其中一些是抗火疫病的。如果我们能够鉴定出一些具有一定抗性水平的种质资源，并在

育种计划中使用，那就太棒了。” 
另一个潜在的收获：由于研究人员已经拥有这些树的基因型信息，他们也许能够识

别出与其抗火疫病相关连锁的 DNA 标记，这样可以使用 DNA 筛选来预测育种项目中

的哪些果树是对火疫病有抗性的。 
综合起来，新发现的抗性基因和 DNA 标记的将使研究人员能够积累多重抗性基因，

从而提高抗性的持久性和育种项目的效率。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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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纳奇的哥伦比亚观察园中受到火疫病的影响，一滴菌脓从苹果树上渗出 

埃文斯和她的团队不能给她的原始研究果园接种火疫病菌，因为风险太高，可能会

把原始的种质资源毁掉。取而代之的是，她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种植园来进行这项接种试

验。 
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农业部 Kearneysville 试验站植物病理学家 Jay Norelli 说：

“对于许多病害，如苹果黑星病，这种病害的发生通常是广泛而均匀的，这类病害不会

导致死树。而火疫病则不然，这种病害发生是随机分散，除非对果树进行人工接种，否

则不容易得到可靠的抗病性数据。” 
Norelli 领导了 RosBREED 项目的病害研究，并与 Evans 在这一试验中合作，他一

直致力于研究果树抗病的潜在基础和开发针对包括火疫病在内的特定病害的新型控制

策略。因此，把剪刀放到树上（进行火疫病接种）。到目前为止，这些树在研究的第一

年就表现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Evans 笑着说，“我们在树上的接种很成功，通过观察症状，知道你的接种没有问题，

但我们确实也看到一些树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Evans 说，这一结果为第一年提供了大

量数据，她打算明年继续这项工作。她说：“做这样的研究仅有一年的数据是不够的，

它的信息不够丰富。“明年有一些树就不用再研究了，但对于那些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

的树来说，我们真的需要重复这个接种过程，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确信的数据，能够用于

后面的研究。” 

靶向性 

美国农业部的植物病理学家 Jay Norelli 领导了 RosBREED 项目的病害研究工作，他

一直致力于研究果树抗病性的潜在基础和开发针对包括火疫病在内的特定病害的新型

控制策略。 
具体来说，他和其他一些人针对的是一些特定的品种，他们知道这些品种是抗火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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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并且具有良好的果实质量，包括 Splendor，一个在美国没有种植的新西兰品种，

由于储藏问题，从未真正进入过商业市场。“它的味道很好，而且已经被用于许多育种

项目中。”他说。 
在 RosBREED 项目之外，华盛顿州立大学的 Norelli 和 Kate Evans 也已经确定了一

些野苹果 Malus sieversii（现有苹果栽培种的原始祖先）个体，它们具有很强的对火疫

病抗性。 
他说：“我们正在努力通过杂交来进行遗传分析，这将在育种项目中引入更高的抗

性水平，但因为它涉及到繁育新品种，而不是鉴定现有品种的抗性，所以将会花费更长

的时间。即使从优良的品种开始，比如 Splendor，培育果树的新品种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被这个行业所接受，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来源：http://www.goodfruit.com/tracking-fire-blight/ 

（路遥译，王树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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