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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栽培

乌兰察布市位于内蒙古高原北部边缘地带，属典型温带大

陆气候，年平均气温约 -3℃,降水稀少，日照充足，无霜期短，昼

夜温差较大，是我国重要优质沙地之一，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条

件。但是近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及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

用所带的一系列环境破坏，使得沙棘资源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威

胁，尤其是沙棘林面积不断缩减，致使其生长缓慢，产量降低，品

质也逐渐劣变，给当地农民经济效益带来巨大损失，严重阻碍了

该项产业的发展进程。基于此，需要结合区域做好病虫害的防治

工作，以此促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1沙棘的生长习性

沙棘喜光、耐寒、耐旱、怕风沙且不耐涝。抗寒能力强，在零

下 10℃以下均能安全越冬，可耐 -20℃低温。适应范围广，除西

北地区外均有分布。根系浅，主根长可达 2m以上。生命力顽强，

不受土壤水分和空气湿度影响，在干旱贫瘠的沙质土上都可以

正常生长发育。但是对郁闭度大的林区却不能很好地适应。沙棘

对于种植土壤的要求并不严格, 一般情况下只要土层深厚疏松，

排水良好即可。沙棘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枝条直立下垂，多分

枝，树皮灰褐色至灰黑色，幼枝被短柔毛及腺体等物，叶对生，卵

形或卵状披针形，花单性异株，雌雄同株。果实为瘦果，成熟后由

红色变为黑色，种子细小而饱满。该地区沙棘是一种喜温耐旱、

抗风抗旱、抗污染、抗病害能力极佳的树种，同时也是一种潜在

的水土保持植物资源库，其生态效益十分显著[1]。

沙棘对于降水有一定要求，一般年降水量在 400mm 以上生

长较好，如果降水量不足 400mm，植株会出现枯萎现象。沙棘根

系发达且深扎地下，能够吸收土壤中大量的水分，使得地下水位

下降，从而导致地表干枯缺水，进而造成农作物产量减少甚至绝

收，因此沙棘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是因为沙棘自身的特性以

及当地特殊气候条件，一旦遇到极端恶劣天气时，容易引起各种

病害。它在河漫滩地、丘陵沟谷等都能够生长良好。但是在干旱

地区或者是半干旱地区则表现出对水体污染较为敏感的特点。

由于沙棘的危害性比较严重，所以在实际的防治过程中要根据

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有效控制，沙棘一年的日照时数

需要达到 1500-3300;,≥10%的年降水量，并且要有一定的坡度。

对于沙区而言，最好选择土层深厚、排水性能好、保水能力强的

土地进行种植。除此之外还应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灾害

特征，因地制宜地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以保证沙棘健康成

长。同时也可以通过人工辅助授粉技术，将优良品种引入到沙棘

当中，提高其成活率。

2沙棘常见病害及防治方法

2.1 沙棘干缩病

2.1.1 发病特点

该病是一种典型症状，会出现在每年的 5 月至 9 月之间以

及 11 月份至第二年的 4 月份左右，这段时间内会伴随着干旱天

气，导致植株生长缓慢。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出现叶

面上产生水渍斑点，进而影响了正常光合作用，最终导致叶片枯

萎脱落。发生该病的原因包括外地材料携带病菌或者自身受到

侵害等，所以要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性考虑，第二年之后开始出

现明显落叶现象，并且叶子颜色变为深褐色，最后逐渐枯黄掉

落。甚至造成枝条枯死，并且迅速扩散和蔓延。

2.1.2 防治方法

首先应该选择低毒或无毒的杀菌剂，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具体的用药剂量、次数及喷洒方式。例如可以选用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每隔 7天喷一次药即可。在春季萌芽期

前要将药剂喷施到土壤中，以便于有效预防病害的出现，而夏季

高温时也能够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另外，尽量减少沙棘根系的

机械性损伤以及病原微生物的侵染，同时还需要做好清园处理

工作。如果发现有病株或者是病叶时，则需要立即清除掉，避免

影响后期生长发育。为了保证沙棘的健康生长，应加强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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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定期检查沙棘植株是否存在畸形问题，一旦发现后应尽快拔

掉。此外还要注意清理病株周围的杂草，防止虫卵等其他生物进

入到沙棘体内。

2.2 沙棘褐腐病

2.2.1 发病特点

该病多见于沙棘树冠下的土层内或是幼树上，由于沙棘叶

面被真菌寄生导致，从而引起沙棘枯萎死亡。通常情况下，当沙

棘果成熟之后，其表皮会变成黑褐色，并且逐渐向内部扩展，最

终使得整个果实腐烂。尤其是冬季冻坏和夏季高温高湿时期更

加明显，对沙果的产量产生了较大威胁。在沙棘叶片表面还会出

现水渍状斑点以及黑色小点。同时，随着时间推移，病情也会不

断恶化，最后造成全株枯死。2年以上的患病率高达 50%左右，而

且病害的危害程度较高，危害范围广，具有很大的传染风险[2]。

2.2.2 防治方法

具体可以围绕以下几点展开：第一，加强田间管理工作，做

好防虫害处理。可以通过人工除草减少杂草生长。还要注意及时

清除落叶等杂质。此外，还应根据天气变化、土壤肥力状况及作

物种类等因素合理地选择农药施药方式，以达到最佳的药效效

果。第二，科学合理用药。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中所提供的剂量进

行喷药操作。例如，当发现有黑斑病时需要将药液稀释后再均匀

地洒到叶面上，才能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在药剂上可以选择多

菌灵和甲基硫菌灵这两种杀菌剂.另外，为了防止药剂对植物产

生毒害作用，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碱性过强或强碱类的化学农药。

第三，定期检查和维护喷雾器设备。如果发现喷雾器存在堵塞现

象时，则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喷雾器，或者是重新安装。

2.3 沙棘干枯病

2.3.1 发病特点

该病属于细菌性真菌病害。由于病原体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传播速度快以及繁殖速度快等特征，所以很容易导致大面积的

叶片被感染。通常情况下会造成叶片发黄甚至枯死。随着时间推

移会逐渐形成圆形至不规则形状的病斑，严重影响植株正常的

光合作用及营养物质吸收，最终使得整片区域呈现出枯萎状态。

主要症状为枝条的树皮部位出现褐色水浸泡样坏死斑块。茎基

部也有不同程度的腐烂症状，在潮湿条件下，还会出现烂根现

象。当天气干燥后还会产生大量的落叶现象。此外，在整个生长

期中均可见到上述典型症状，但是在夏季最为明显，而且病情发

展较为迅速。

2.3.2 防治方法

具体做法为：第一，化学防治方法：对于已经发病的植株可

以采用 50%多菌灵 800 倍液 +75%百菌清 1000-1500 倍液或

70%甲基托布津 500-700 倍液进行喷施处理，每隔 7d 左右喷洒

一次药水，连续喷洒 3 次即可达到良好的效果。或者是将 5%敌

敌畏乳油 10m·L-1 和 20;·L-1 的石硫合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均匀

后加入 100;; 清水中，然后用喷雾器向其中喷射雾滴，并用塑料

薄膜包裹好。如果遇到阴雨天，则需要及时打开门窗、通风口以

及喷雾器，以保证空气流通。第二、物理防控：在每年的 4月底至

6月初间进行人工拔草，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控制杂草的生长周

期，从而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3]。

2.4 沙棘叶斑病

2.4.1 发病特点

沙棘叶斑病多见于幼苗期至成株阶段。该病主要危害叶片，

也会侵害茎部及果实等。一般情况下，当植株长出新芽时会有少

量病症开始显现。随着病情的发展，病害逐渐加重，最终导致整

个植株死亡或枯死。此外，还会伴随着一些其他症状，如叶片变

黄、卷缩干枯甚至脱落。

2.4.2 防治方法

将药物喷施到土壤中，并且每隔 7d 喷洒一次药液即可，具

体方法是用 5%石灰水对病叶和枯枝落叶进行充分清洗，然后再

用清水冲洗干净，最后喷洒 50 倍的波尔多液或 75;·L–1 的石硫

合剂溶液，以提高药效。在使用上述药剂之前应先将其稀释至所

需浓度，同时要注意控制好用药量。另外，还可以通过向树干上

涂抹杀菌剂达到预防效果。

2.5 沙棘锈病

2.5.1 发病特点

该病多见于幼龄期间，一般会在春季或者秋季发生。当天气

转暖后开始蔓延，从而造成大面积的危害。受害植物的叶子呈现

出黄绿色，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枯萎迹象。随着病情的不断

发展，叶片也慢慢变得发白，并且出现大量的小斑点，这种情况

通常会持续 3周左右。第二年之后开始出现明显落叶的现象，整

片区域都变成枯黄状态。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将会导致植株

死亡率较高[4]。

2.5.2 防治方法

对于病叶和枯死的枝条，应该先将其剪掉，然后再用清水冲

洗干净后晒干，最后用石灰水进行消毒处理，接着使用浓度为

5%的波尔多液或是 50%的甲基托布津溶液等药物进行喷洒，每

天喷洒一次即可，连续喷两次，间隔时间大约为 7 天，或者在每

年的 4月中旬到 6月上旬施药，每次用药量约为 10;/ 株。另外还

可以利用塑料薄膜覆盖于树干周围，能够有效地防止雨水冲刷，

同时也能起到良好的防虫效果。

3沙棘常见虫害及防治方法

3.1 舞毒蛾

3.1.1 发病特点

该种害虫是一种鳞翅目昆虫，属于半翅目夜蛾科昆虫。该种

害虫会以成虫吸食花蜜为食，并且还会以幼虫啃食叶片、嫩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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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幼果，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当叶片被侵害时会出现黄

化现象，而且叶片背面会出现白色斑点状斑块。舞毒蛾虫蛹的颜

色为红褐色或黑色，体长为 25mm 左右。其危害程度较轻，只是

对部分树木的枝叶和果实有轻微的损害，不会对整个植物产生

较大危害。

3.1.2 防治方法

在每年 5-7 月份，可将 50%敌敌畏乳油按照 100;/;m2 的剂

量均匀喷施到园内的所有植株上，之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

用塑料薄膜覆盖于树干表面，最后利用喷雾器对叶背部进行全

面喷洒。此外还可以使用 40%乐果乳油等药物进行涂抹。另外还

要加强管理工作，及时清理病死株，避免病原菌继续传播蔓延。

另外，舞毒蛾有明显的趋光性特点，所以要做好防控工作，如在

幼虫期可选用黑光灯或糖醋诱杀剂等药剂。成虫羽化后，可用黄

板诱捕害虫并加以杀灭。若发现蚜虫时，则应该采取人工捕捉的

方式，以达到最佳防治效果。

3.2 白星花金龟

3.2.1 发病特点

该虫危害严重时期是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危害程度较轻。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1年生枝梢受害率达 80%以上，主干被害率

达 60%左右，叶片受害率达 20%左右，花芽受害率达 30%左右，

果实受害率达 10%左右。2 月初开始出现零星发病现象，3 月份

以后逐渐加重，7-8 月为高峰期。另外，白星花金龟幼虫对沙棘没

有危害，只有成虫阶段对沙棘的危害较大。

3.2.2 防治方法

可采用：化学防治。在每年春季和秋季各喷施一次 50%辛硫

磷乳油 1000 倍液 +40%氧化乐果乳油 2000 倍液或 2.5%高效氯

氟氰菊酯 1500 倍液等药物，可有效控制蛀干性害虫。生物防治。

选择一定量的酒、敌百虫、水、糖和醋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将其放

在水平容器内进行拌种处理。并用清水稀释后喷洒在地面上。此

法具有较强的防效，但是成本高且见效慢，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应用，以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5]。

3.3 沙棘木蠹蛾

3.3.1 发病特点

该虫为害嫩叶及幼嫩枝条，受害叶呈灰褐色至黑褐色，病斑

圆形或近圆形，边缘不明显，大小约 5mm左右。后期病部产生黑

色小点聚集成团状物，即病原菌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盘。随着

病情发展，叶片逐渐变黄脱落，最后整株枯死。通常情况下，老熟

幼虫主要在树冠周缘啃食树皮化蛹越冬，少数在树干基部结茧

越冬。每年 3月中下旬开始活动取食枝芽、树叶等。4-6 月是该病

的盛发期，此时气温回升，降雨频繁，空气湿度较大，有利于病害

的蔓延扩散，导致大量害虫死亡。7月底以后进入冬季休眠阶段。

翌年春季又会萌发出子座危害新梢。

3.3.2 防治方法

具体操作为：化学防治。对于发病初期喷施 40%氧化乐果乳

油 1000 倍液 +70%甲基硫环磷乳油 800 倍液。或者用 50%辛硫

磷颗粒剂 500 倍液 +20%三唑酮水分散粒剂 1500 倍液 +10%氯

氰菊酯悬浮剂 600 倍液喷雾防治，每隔 7d 喷一次药。也可用 5%

井冈霉素水剂 300;/L+2.5%高效氟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200m;/L

或 25%灭幼脲WP2100mL/667m2 兑水 30;; 均匀喷雾。生物防治：

利用天敌如赤眼蜂和寄生蜂等，以黑光灯诱杀成虫。

3.4 红缘天牛

3.4.1 发病特点

红缘天牛虫卵为白色椭圆形，长度约 25mm 左右，宽约

20mm-25mm，表面光滑、半透明状，有光泽，卵块上覆有一层

薄而密的白粉层，卵块周围有一圈黑褐色环带，卵块大小不

等，雌虫产卵后将卵块产在寄主植物叶面及茎秆上，然后逐渐

变黑并腐烂，直至全部死亡。幼虫主要啃食幼嫩枝条或老茎皮

层组织，导致植株枯萎。在被害部位形成褐色斑痕，影响树木

生长发育甚至造成整片枯死，对于一些主干发达且高大的树体

也会造成毁灭性破坏。该害虫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和扩散能

力，可通过风力传播蔓延到其他地区，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巨

大威胁。

3.4.2 防治方法

选择 40％乐果乳油 1500 倍液、50%敌敌畏乳油 800 倍液等

药剂喷施，每 7d 喷 1 次，连续喷 3 次。或采用 20;/L 吡虫啉悬浮

剂（含量 98%)、10;/L 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含量 99.5%)、5m;·m2

辛硫磷颗粒剂等农药交替喷洒。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有效地控制沙棘病害的发生及其危害程度，

首要加强管理工作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手段，针对不同种类的沙

棘进行科学合理的种植，在实际防治过程中要注意及时发现问

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此确保沙棘能够健康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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