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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卷   第 6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4 年 3 月 31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双百”实践活动果园春季管理技术讲座在烟台举行 

近期活动 

病虫防控：从苹果树腐烂病的角度谈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控 

2014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果园害虫发生动态及防治策略 

调查研究：苹果壁蜂授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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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马林可防治苹果冻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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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百”实践活动果园春季管理技术讲座在烟台举行 

烟台综合试验站   姜中武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曹克强 

2014 年 3 月 18 日，应烟台农科院的邀请，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曹克强

教授，在烟台农科院参加了“双百”实践活动果园春季管理技术讲座，来自栖霞、牟平、

莱阳等地的综合试验站基地示范县的农民技术员 400 余人参加了技术培训，体系岗位专

家曹克强教授主讲了“苹果三大病害的发生规律及防控”，烟台综合试验站姜中武站长

主讲了“苹果脱毒苗的繁育及春季果园管理”，学员们认真听讲，仔细记录，课后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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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多个所关切的问题，烟台电视台对专家进行了采访和专题报道，培训活动取得良好

效果。 

烟台果树主编张洪胜研究员主持了会议，果树所李元军所长以及研究所多名技术人

员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后，曹克强教授在姜站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农科院的苗圃和

试验田，就轮纹病的防控问题进行了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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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 

 3 月 19 日，曹克强教授来到山东荣成，考察了

华峰果品公司的果园基地，对枝干轮纹病的发

生情况进行了调研，提出了防控病害的技术方

案。返回保定后，于 3 月 23 日又赴清苑县温仁

村，考察了当地矮砧密植果园的病害发生情况，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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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苹果树腐烂病的角度谈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控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曹克强  王晓燕  王树桐  胡同乐  赵花荣  刘丽 

陕西眉县果业局 屈学农 赵英杰 

2013 年 2 月份，在我们公益性行业专项“果树腐烂病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的年终

总结会上，陕西果业局的陈陵江总农艺师作为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陈总一方面

肯定了课题组 2012 年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希望我们将猕猴桃溃疡病也纳入研究的范围。

陈总的话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的项目任务书中仅含有苹果、梨和柑橘三个树种，

图 6-1 猕猴桃溃疡病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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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果树树种，是广大消费者非常喜爱的果品，在增加果农的收

入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在陈总的协助下，2013 年我们与眉县果业局建立了联系，开始着手对猕猴桃溃疡病

进行调查研究。查阅文献我们了解到，猕猴桃溃疡病在我国四川、安徽、湖南等地都有

发生，陕西自 1991 年在长安太乙宫首次发现该病以来，其发生面积逐年扩大，现已蔓

延到户县、周至、眉县、蓝田、灞桥等猕猴桃的产区。危害十分严重，给果农造成巨大

的经济损失（图 6-1）。该病在新西兰、智利等地也发生十分严重，给当地经济造成了重

大损失。 

 

 

 

 

 

 

 

 

 

 

 

 

 

 

 

 

 

 

 

 

 

 

 

 

 

图 6-2 猕猴桃溃疡病在组织内的扩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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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3 猕猴桃溃疡病多与剪口有关       

首先我们对采自户县的样本进行了分离，通过近一年的工作，借助生理生化和分子

生物学技术手段，获得了溃疡病的致病细菌，在此基础上，通过平板法，筛选出等离子

化油、中生菌素及农用

链霉素均对病菌具有

良好的抑制作用。除此

以外，我们还多次赴现

场调查猕猴桃溃疡病

的田间发生情况及果

农对病害的防控情况，

通过田间目测和解剖

观察，我们发现猕猴桃

溃疡病与苹果树腐烂病

有非常高的相似性。借

助于对苹果树腐烂病的

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了解猕猴桃溃疡

病的发生规律，在溃疡 图 6-4 对剪锯口涂药保护（上图涂药均匀，下图覆盖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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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防控上有望实现新的突破。 

苹果树腐烂病和猕猴桃溃疡病分别是由病原真菌和病原细菌引起，但是二者形体都

很小；都可以借助风雨和工具携带进行传播；可以从伤口、皮孔、叶痕等部位侵入寄主。

从田间来看，发病高峰期都在 3～4 月份；树势越弱都导致发病速率加快；二种病害都

可以通过刮治进行治疗，但是后续的复发率均高达 40%以上。2012 年我们研究发现苹

果树腐烂病在寄主组织可以扩散，具有一定的系统侵染性，不再是一个仅限于局部组织

发生的病害。2014 年我们通过解剖观察，猕猴桃溃疡病内部扩展现象更加普遍（图 6-2），

由于细菌形体更微小，病原在组织内的扩展比腐烂病更快。有很多表面已经形成愈伤组

织的病斑，实际上木质部深层的细菌仍处于存活状态，所以十分容易导致旧病复发或在

患病主干形成的新枝条上周身发病。在对苹果树腐烂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 60～80%的

腐烂病发生在剪锯口，因此加强剪锯口的保护可以极大地提高对腐烂病的防控效果。在

对猕猴桃溃疡病的解剖中，我们发现，几乎我们所见到的每一个病斑，通过溯源都可以

追溯到剪锯口（图 6-3），由此看来，冬剪造成的伤口是枝干溃疡病发生的导火索，因此，

我们推断加强剪锯口保护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溃疡病的发生。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果农在冬剪时都没有对剪口涂药的习惯，个别果农可

能在修剪完以后，对果园喷一遍杀菌剂，我们认为果园喷药不足以对伤口形成有效的保

护。在对苹果树腐烂病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证实，修剪工具可以有效地传播腐烂病，在

11 月至 1 月份最冷的季节进行修剪，腐烂病的传播效率可高达 60～100%，2～3 月份修

剪，传病效率会大幅下降。对于猕猴桃溃疡病，我们尚未进行类似的试验，根据与苹果

树腐烂病相似的原理，我们推断冬季的修剪工具应该也能传播溃疡病。3 月份是猕猴桃

的伤流期，对猕猴桃的修剪一般集中在 12 月份，12 月份和后继的 1 月份是一年中最冷

的月份，这个时段的伤口最不容易愈合。因此，在剪锯口发生溃疡病的的几率会非常大。 

在对腐烂病的研究中

已经证实，新鲜的伤口最

容易被侵染，因此，我们

提出在对猕猴桃的冬剪

后，马上对每一个剪口进

行仔细的涂药保护（图

6-4），这样会在很大的程

度上避免溃疡病的发生。

注意涂药一定要均匀，否

则，断口依然会有病菌的

侵染并造成后期的发病。 

对于已经发生的溃疡

病，只能延用刮治病斑的
图 6-5 苹果树腐烂病裸露的疮面（左），覆膜后可看到水分散失（中）及涂抹

腐轮 4 号并覆膜后（右）水分散失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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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办法，以往的研究已经提出很多有效药剂，这里不再赘述。 

2013 年我们在新疆的试验表明，土施木美土里菌肥并对病斑进行涂菌泥混合物保

护，对于恢复树势和促进腐烂病愈伤组织的形成有良好的作用。另外，根据 2013 年的

观察，苹果树腐烂病已经形成愈伤组织的疮面依然有大量水分散失（图 6-5），最终还会

导致树体衰弱和病斑复发，因此，我们专门研制了腐轮 4 号涂抹剂对疮面和正常树皮进

行保护。虽然腐轮 4 号不能完全阻止水分散失，但是，它减缓的水分散失的速度。除此

之外，树体涂抹腐轮 4 号以后，经多日的测定，在 11 月份下午 2-3 点阳光直射时，涂

层的温度能比正常树皮低 6-10 度，这样就减小了树体向阳面的昼夜温差，减缓了冻害

的发生。因此，为了强壮树势和减少溃疡病的复发，建议对树体多施有机肥加菌肥（如

木美土里），另外可对裸露的溃疡病疮面涂勃生肥（内含等离子化油）或对主干和裸露

的疮面涂腐轮 4 号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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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果园害虫发生动态及防治策略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王勤英 

在即将到来的 4 月份，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苹果树也将由萌芽期陆续进入展叶期和

花序分离期，同时果园内各种隐蔽越冬的害虫也陆续出蛰上树开始取食为害，越冬蚜虫

卵和苹果红蜘蛛的卵也开始孵化。此时树叶还没有完全展开，新梢也刚开始生长，树体

非常通透，害虫虫态整齐，是全年害虫防治的最佳时期，各地果农应根据上年果园内害

虫发生情况，同时检查此阶段树芽叶上害虫的种类和数量，抓住花序分离至露红这段时

间进行喷药防治。具体药剂种类根据害虫发生的种类而定，如果红蜘蛛严重，此时可以

喷施四螨嗪、螺螨酯、唑螨酯、阿维菌素等药剂；如果上年苹果绵蚜严重，此时可以喷

施乐斯本乳油，上一年苹小卷叶蛾发生严重的果园，此时可以喷施乐斯本、氯虫苯甲酰

胺、阿维菌素、灭多威等药剂。切记不要盲目用药，用药不当（错过用药适期、过多使

用广谱性杀虫剂等）不仅不能有效地控制害虫，反而因为杀伤了害虫天敌而导致害虫更

猖獗的发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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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壁蜂授粉技术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王勤英 

几乎所有的苹果品种都需要异花授粉才能结果。虽然有些品种被列入自花授粉的名

单中，但是这些品种如果实施异花授粉，它们的座果率也会大大提高，果实也更周正，

因此在建园时一方面要根据主栽品种配置一定量的授粉树，另外果树开花时还需要授粉

昆虫帮助授粉。近年各地由于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导致野生授粉昆虫急剧减少，而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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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授粉，一要饲养，二要移动，三是早春花期赶上低温寡照的天气蜜蜂不爱活动，授粉

能力差。为提高授粉效果，许多果园应用壁蜂（图 6-6）代替蜜蜂和人工授粉。 

壁蜂一年 1 代，繁殖力强，性温和，无需喂养，它一年中有 320 天左右在管巢中生

活，在管巢外授粉活动时间大概 20~40 天，便于放养管理。此外，壁蜂具有早春活动早、

耐低温、繁殖率高、活动范围小、传粉速度快、授粉效果好以及管理简便等特点，即使

在雨天等恶劣天气也能出巢授粉，非常适合于苹果、梨、桃、杏等果树授粉。  

一、放蜂前的准备工作 

1. 蜂种的准备：首次使用壁蜂授粉的果园应提前联系购买蜂种，现在经销壁蜂的公

司很多，网上可以买到，买来后的蜂茧先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内保存。 

2. 放蜂箱的制作：放蜂箱的长、宽、高各 50 厘米，上下左右及后面封闭，留前方

为放蜂口，可以用纸箱、泡沫塑料箱等，上面盖上一块塑料薄膜防雨。 

3. 准备蜂巢管：按放蜂量的 2～2.5 倍备足繁蜂所需的巢管，蜂巢管直径约 0.7 厘米，

长度约 15～20 厘米的巢管（如芦苇管、纸管、竹管、塑料管等），或钻有许多类似巢管

大小洞孔的木块，巢管的一端封闭，开口的一端涂上不同的颜色，方便壁蜂认巢。（图

6-7，图 6-8） 

二、放蜂技术 

1. 蜂箱的摆放位置：选择避风、向阳的场所设巢块或巢板，蜂巢离地约 40～100 厘

米，面积大的果园至少设 5 个以上的蜂巢箱。   

2. 放蜂量：每亩 150~200 头。 

3. 提供壁蜂筑巢用的泥土：每个蜂箱前挖一个泥坑，下垫厚塑料膜，向坑内加水和

土，做成泥浆；或用盆把泥浆准备好，为壁蜂建巢室提供湿泥，以确保授粉和繁蜂。 

4. 放蜂时间：苹果树一般于中心花开放到 3%～5%开始放蜂。蜂茧在巢管上面小纸

盒内，壁蜂 2 天左右就能出巢。 

5. 蜂管回收和保存：果园谢花后，壁蜂授粉任务完成，繁蜂结束，要及时将巢管收

回。把封口的巢管捆好装入网袋，挂在通风、干燥、干净的房屋中贮藏，注意防鼠。 翌

年立春后温度逐渐上升，此时就要把管中蜂茧扒出装瓶放入冰箱的保鲜室内，温度 1～

5℃为宜。 

三、注意事项 

1. 放蜂前一星期至蜂管回收期间，田间禁止施用对壁蜂有伤害的农药。。 

2. 壁蜂喜欢在固定的筑管中筑巢，怕干扰，因此蜂箱一旦放置不宜移动，尽量减少

人为干扰，防止壁蜂不进入蜂箱。 

3. 要及时补充花源：壁蜂在田间活动寿命约 40 天，其访花效率以出蜂 5～7 天后最

高。为了延长其采粉时间，提高繁殖系数，以及果树开花后的访花效率，可在巢箱附近

提前栽种十字花科的油菜、籽用白菜、萝卜等补充花源植物（图 6-9），使之先于果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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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以供提前释放的壁蜂采粉。果树开花后要及时拔除补充花源植物，使壁蜂集中果树

上访花传粉。 

4. 巢箱摆放位置要恰当：壁蜂倾向于逆风方向采粉，飞行距离 30～40 米，因此巢

箱宜摆放授粉地块的中央偏下风头位置。每亩摆放巢箱 5 个以上最好，可减少壁蜂逃失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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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6 壁蜂的成虫和幼虫 

图 6-8 正在筑巢的壁蜂和已经封口的巢管 

图 6-7 苹果园内放置壁蜂巢管和蜂箱 

图 6-9 果园周围种植的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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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和表 6-2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根据表 6-1 可以看出，各地气温继续回升。各个试验站均出现了 0℃以上的日最低

温度，渤海湾和南方苹果产区的试验站，大部分出现了 10℃以上的日最低温度。 

从表 6-2 中可以看出，近期仅牡丹江、特克斯、兴城、昌平、烟台、民权、三门峡、

昭通和盐源 9 个试验站出现降水，降水量均不大，最高的是民权试验站为 15.3 mm，最

低的是兴城试验站，仅为 0.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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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4 年 3 月中下旬日最低温度 

 

表 6-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4 年 3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预计未来 10 天（4 月 1 日－4 月 10 日），长江以北地区平均气温比多年平均偏高

1-3℃，其中西北、华北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幅度可达 4-6℃；西南地区东部平均气温接近

常年同期。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多降雨，大部地区降雨量 30-70 mm，主要降雨过程将出

现在 4 月 2-3 日和 5-7 日；大部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3-6 成。主要天气过程如下：

4 月 2-3 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 4-6 级偏北风，气温下降 4-7℃，南

疆盆地、甘肃河西、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沙尘天气；东北、

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4 月 5-7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

北有小到中雨，其中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张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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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马林可缓解苹果冻害 

2012 年，东南部地区春季冻害要比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苹果产区严重。在东南部地

区大范围种植罗马苹果，因为它们开花比其他品种晚 2-3 周，可以避开多数年份易发生

的早春冻害。但是 2012 年是个例外，暖冬和暖春使罗马苹果比往年开花早 3 周，恰在

盛花期却预报有两次冻害。在果园里没有任何冻害保护设施，我们只能面对潜在的产量

损失。像在欧洲一样，这种情况我们正好用来测试在发生冻害 24 小时内使用普罗马林

作为缓解冻害的措施。 

 

图 6- 10 在盛花期喷施普罗马林可以增加坐果和产量，收获时果个和形状正常，只是多数果实没有种子 
（照片源自北卡大学） 

冻害事件 

我们选择位于美国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亨德森县低洼地带一个叫泰勒的商业果园作

为研究对象。温度记录仪被放置在遮阳罩下 1 米高的地方，记录仪每隔 10 分钟记录一

次空气温度。 

4 月 12 日第一次冻害之后，记录仪下载的数据看起来不容乐观。温度低于冰点长达

6 小时，最低温度达到-4.5℃。根据教科书，在这种低温下大约 90%的花要被冻死。 

记录最低温度大约 5 小时后，在午前时分，每英亩果树喷施普罗马林，浓度为 100

加仑水加 1 品脱药液（浓度约为 0.15%），喷施普罗马林的花瓣已经开放。雪上加霜的

是接下来的早晨又发生了第二次冻害。尽管不像 4 月 12 日那么冷，温度还是又低于冰

点 6 个小时，最低温度达到-2℃。 

4 月 13 日我们没有发现活的胚珠，甚至在 4 月 12 日喷施了普罗马林的地里也没有

发现。虽然我们很怀疑第二次施用是否有用，我们还是在前一天已经喷施过的树上又喷

施了一次。 

普罗马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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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冻害后的低温使我们对收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冻害的影响在没有喷施的对照

地块显现了，只有不到 3%的花簇结了果实，收成大约只有 300 公斤/亩，不到常年 10%

的收成。所收获的苹果可能是由于部分花开得较晚，在低温过后才开花从而避免了冻害。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果实出现在实验树上。喷施普罗马林的树坐果率达 18%，收

成为每亩 900 公斤，大约占到正常年份收成的 25%。 

虽然普罗马林治疗效果显著，在两次冻害后提高了坐果和产量，但是产量也只有正

常年份的四分之一。按照 2012 年水果的价值计算，增加的产量相当于每亩增收 399.3

美元。 

第一次冻害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活的胚珠，这种情况下普罗马林是怎样提高了座果率

呢？难道种子对于良好的坐果和正常生长不是必须的吗？ 

普罗马林处理树上的果实在收获时的大小和形状都正常，它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即大部分没有种子或单性结实。看起来普罗马林增加座果率和产量是通过刺激果实的保

留和生长，否则，果实会因为缺少种子而脱落。 

普罗马林处理后，没有使苹果变长，但是罗马苹果没有明显的花萼裂片，这是处理

前所没有预料到的。但还不能说它也不能使其他的苹果品种变长。没有种子或种子很少

的苹果不适合长期的保存，因为它们更可能导致生理失调，例如苦痘病。在我们的研究

中没有对产后储藏进行评估。 

根本原因 

考虑到温度降低到如此之低，我们在研究中得到的普罗马林的防冻作用是惊人的。

在盛花期连续两个早上冻害之后的5小时内施用普罗马林能通过单性结实显著增加坐果

率和产量。 

2012 年纽约州的独立试验也得到相似的果实坐果和产量反应，普罗马林能缓解冻

害。通过普喷罗马林可以使坐果和产量部分得以恢复，但是也只有正常水平 25%的产量。

但是，这两次冻害的最低温都是极端的低。如果冻害不那么严重，例如，最低温在-2℃

到 0℃范围，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关于使用普罗马林作为冻害防治措施还有两个其他的问题需要回答。首先，是只在

花期发生冻害治疗才有效，还是在开花前或是花期后都有效呢？第二，冻害发生多长时

间之后使用普罗马林有效？冻害之后延迟到 24 或 48 小时使用还有效果吗？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等到第二年春天冻害再次发生，但我们可能多年不会

碰到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文献来源：http://www.goodfruit.com/             （张凤巧译，王树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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