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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栽培

本文就苹果种植过程中常见病害以及虫害进行简要分析，

并针对苹果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1常见病害

结合苹果实际生长状况来看，我国现下对苹果健康生长带

来严重威胁的病虫害就有 100 种，其中发生频率较高的已有近

40 种，而严重影响苹果品质的病虫害有 5种。从全国整体角度出

发，我国各地区生态环境各异，苹果病害种类以及影响程度也存

在较大差异。就山东省而言，腐烂病、轮纹病以及斑点病等是当

地频发并影响较为严重的苹果病害。

苹果腐烂病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我国苹果枝干造成严重破

坏，是我国苹果生长发育过程中最为主要的枝干疾病，特别是近

几年，我国北方地区降雪频率逐年降低，春季气候越发不稳定、

不规律，倒春寒问题越发严重、显著，极易对树体造成不同程度

的冻害，从而进一步增大腐烂病的发生概率。除此之外，轮纹病

也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树干疾病，其一方面会对苹果树体造成

一定破坏，另一方面还会对苹果果实造成一定影响。因此，结合

实际状况以及苹果生长需求对土地水肥进行适时合理调整，科

学有效降低果园负载量，可以使轮纹病得到有效控制。而对于苹

果斑点病而言，其对苹果健康生长所带来的威胁与腐烂病以及

轮纹病的危害程度相同，苹果树一旦患染斑点病，大量树叶就会

脱落，进而对苹果树生长以及最终产量造成严重影响。除此之

外，炭疽病也是苹果在生长过程中较为频繁发生的一种病害，其

病害表现形式与斑点病存在相同之处，也是果树树叶大量脱落，

对于生长缓慢以及发育不良的苹果树的危害更甚。

2常见虫害

结合相关资料以及实际苹果生长状况可以得出，现下我国

对苹果健康状况生长带来严重威胁的害虫种类已有 300 种，其

中发病概率较高的高达近 30 种，而食心虫、棉蚜以及叶螨等对

苹果生长的危害相对较高。存在少许害虫在某阶段其数量较少，

但是一旦处于利于自身生长发育的环境中其数量会急剧上升，

致使其对苹果的影响越发严重，其危害程度也得到进一步强化。

食心虫是一种严重影响苹果品质、质量以及产量的常见害

虫。对山东省苹果产区以及西北产区发生概率最大、危害程度最

深的为桃小食心虫以及梨小食心虫。结合实际防治工作来看，积

极采用并有效发挥苹果套袋技术能够让食心虫危害得到有效控

制，其防治工作质量以及成效较为显著。但是结合现下市场趋势

以及社会“绿色环保”理念的不断深入发展，无袋栽培成为现下

社会关注焦点，亦是苹果种植产业发展趋势。食心虫在无袋栽培

模式的不断推广以及积极实施的作用下，逐渐成为苹果虫害防

治工作的核心。棉蚜是我国日常苹果生产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

种蚜虫类害虫，其对苹果树枝干的破坏较为严重，更甚者也会影

响叶片生长，其在我国影响范围较为广泛且防治难度较高。因

此，所有苹果产区应进一步提升对其的关注力度，保证其防范治

理工作质量和成效。与此同时，叶螨类是我国现下苹果虫害防治

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采用自然生草的苹果种植田园，干旱少雨

天气为叶螨类虫害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生长条件和环境，致使叶

螨类虫害大规模暴发。伴随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效、快速发

展，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得到进一步强化并逐渐成熟，叶螨防治

工作质量以及成效得到有效提升。除此之外，绿盲蝽对苹果品质

以及产量的影响和危害也不容小觑，对于绿盲蝽存在数量较高

的苹果园田，苹果新梢被破坏率高达 75%，近一半苹果幼果被

毁。绿盲蝽虫害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苹果幼叶在遭受绿盲蝽危害

初期阶段，叶面存在数量不一、较为细小、颜色类似黑褐色的坏

死斑点，并随着苹果的不断生长，斑点逐渐变为孔洞，进而对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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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叶片的光合作用造成严重影响，致使苹果最终产量以及质量

不理想。

3苹果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策略

3.1 植物检疫

进一步提升对苹果幼苗以及树体的检疫工作的关注力度，

在进行引种以及果实运输工作的过程中，使所潜伏的危害性病

虫害得到及时处理以及有效管控，以此为后期种植工作以及病

虫害防治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成效提供有力保障。

3.2 强化栽培

3.2.1 选择优质品种

在进行苹果栽培种类选取工作过程中，应积极选取具有较

强抗病性以及抗虫性的苹果种类，与此同时，充分结合产地实际

状况以及具体需求，从中选取出更为合适的苹果种类，并加以早

中晚熟以及深加工种类的相互配合，搭配种植。除此之外，也应

积极引进并研发更优质、更具优势的新种类。

3.2.2 科学合理施肥

结合实际状况以及苹果生长需求，对施肥规划进行适时调

整和改进，适时增加基肥施用量，并进一步提升叶面喷肥工作力

度，为苹果树茁壮生长提供充足养料。除此之外，合理施用腐熟

土杂粪肥，使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得到强有力保障的同时，也让

田园整体肥力得到显著提升。

3.2.3 生态调控

生态调控指的是在苹果园里种植紫花苜蓿、三叶草等植物，

采取树立行间的种植手法，对果园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控并实现

土壤改良的目的。对于果园气候的有效改善可以为草蛉等自然

天敌提供适宜的生长栖息环境，充分发挥其生态控制作用。其

中，三叶草的种植要在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直接撒播，总量控

制在每公顷 9千克左右，结合灌水，保证三叶草的保苗率。

3.3 物理防治技术

3.3.1 杀虫灯和糖醋液杀虫

在果树开花之前，按照每公顷装一台灯的间距安装杀虫灯，

诱捕食花金龟甲等趋光性较强的主要害虫，利用害虫在苹果开

花期对糖醋酒等气味有着较高的敏感性的趋性来防治害虫。放

置糖醋液盆时要注意高度为 1.5m 左右，并定期更换，对蚜虫、果

蝇、桃小食心虫等进行诱杀。另外，为了进一步提高引诱效果，可

以在糖醋液中加入少量果汁、腐烂水果，或将糖醋液盆放置于附

近，采用粘虫板提高诱捕效果。最后，用完糖醋液后，要注意将剩

余的深埋于地下，不可直接倒入土壤中。

3.3.2 黄板诱杀

该方法利用了一些微型害虫对黄色具有趋向性，如蚜虫、蝇

蚊类等。一般情况下，使用 20cm×25cm 规格的黄板，每亩苹果园

用量约为 25 张左右，在四月份开始悬挂于树冠中外部，高度为

1～1.5m，采用棋盘式布局，也就是在悬挂时利用塑料绳或铁丝

将其一端固定在棚架上，另一端拴在黄板上的预留孔。要注意的

是，东西向放置的黄板其诱虫效果要比南北朝向更优，当黄板

60%以上的面积粘上害虫时，要及时更换黄板。

3.3.3 树干捆绑诱虫带

以往为了对树干越冬害虫起到防治效果，都是采取在树干

上绑草把的方法，而现阶段利用诱虫带使用方便、投入较少的优

势，对卷叶蛾、介壳虫等害虫的诱集效果非常显著，对树干越冬

害虫的诱捕率可达 90%以上，若连年使用可以降低害虫基数，减

少农药用量。在害虫越冬前，也就是每年的 8～9 月，将诱虫带对

接后，利用绳子或绑带捆绑在树干第一分枝下 10cm 处，将树干

绑扎一周，不留空隙。或者将其固定在其他大枝基部约 10cm 处，

在害虫进入诱虫带越冬之后，于一月份左右解除诱虫带，进行集

中深埋或烧毁。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诱虫带不可随意丢弃，也不

可在下一年重复使用。

3.4 生物防治技术

3.4.1 性诱杀技术

性诱杀技术指的是通过人工合成雌蛾在性成熟后释放出一

些性信息素等化学成分，利用雄性成年害虫对这一性信息素的

趋向性，对雄虫进行诱杀，使雌性害虫失去交配机会，不能有效

繁殖后代，降低后代数量以达到对该类害虫的防治目标。在实践

应用过程中，悬挂性诱剂诱捕器对梨小食心虫、潜叶蛾、绿芒蝽

象等害虫最有效的防治方法有着成本低、效果好、操作简单等优

点。使用时一般每隔 15～20m 放置一个诱捕器，将其悬挂于树冠

外中部，高度需要距离地面 1.5m，呈现梅花形排列方式。同时，使

用时要定期更换诱芯，并对诱捕器进行检修，防止漏杀害虫。需

要注意的是，诱捕器可以重复使用，但是废弃的诱芯必须做深埋

处理。另外，也可以通过性迷向技术，悬挂迷向散发器对害虫交

配进行干扰，起到防治效果。

3.4.2 合理使用生物农药

合理使用农药不仅可以提升用药效果，还能减少农药污染，

实现果树无公害栽培。使用时要注意以下方面：一是选择高效、

低毒农药，目前应用的农药种类繁杂，根据药剂的特性、病虫害

的种类、农作物的生长期和耐药性，选择高效低毒的农药，对症

下药，并且采用合理的混用方式。二是采用有效的喷药方法，也

就是要根据病虫害发生特点，采取不同喷药方法，并且尽量减少

全园喷药，少杀伤天敌。三是掌握合适的防治时机，要对本地主

要病虫害进行调查和了解，分析其在一年中的发生时期、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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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时期等情况，掌握合适的使用浓度、喷药时期、喷药次数等，

有的放矢地进行防治，既节约了人力、物力，又做到了快速、高

效。如可以通过阿维菌素对蚜虫、金纹细蛾等害虫进行防治，在

果树萌芽至开花前喷施，对落叶斑点病进行防治。

3.4.3 人工释放赤眼蜂

在害虫发生盛期时，人工释放赤眼蜂，对双翅目等害虫进行

防治，并保护有益瓢虫、捕食螨等天敌。在使用这一方法时要注

意 4～5d 释放一次，共 2～4 次，保证每公顷果园有 120 万头以

上的赤眼蜂，实现优质防治效果。

3.5 科学组合药剂

3.5.1 萌芽至开花前

这个时间段指的是 3 月下旬至 4 月，主要针对越冬病虫害，

如白粉病、腐烂病等。果园拉网式喷施一次石硫合剂，对主干、树

枝等部位充分施药，保证树株能够达到淋洗状程度。或者根据果

园上一年的病虫害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 1～2 种杀

虫剂或杀菌剂，并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混配，对全树进行细致化喷

雾。在开花前则要优先使用生物药剂，选用对蜜蜂低毒、持效期

较短的药剂组合，如渗透性杀虫剂 +治疗型杀菌剂 +免疫诱导

剂这一组合，实现病虫害防控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开花前 10～15d 施药时不使

用对授粉蜜蜂敏感的药剂，禁止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甲维盐等

对蜜蜂有着高毒性的药剂，不然会对蜜蜂授粉起到不利影响。

最后，刮治腐烂病病斑。对全园果树进行仔细检查，对腐烂

病斑进行刮除，并刮掉其周围 1cm 处的健康组织中的潜伏病菌，

起到彻底去除的效果，并在刮掉之后及时使用农抗 120 进行全

园喷施。或者利用甲基硫菌灵糊剂涂抹树干患病处，根据实际情

况在一个星期之后复涂药剂，彻底治好腐烂病。

3.5.2 花期

在此阶段需要注意，不使用对授粉蜜蜂敏感的药剂，保证树

上部分不使用化学药剂，尽量采用性诱捕器具、安装杀虫灯、糖

醋液盆放置等方式对病虫害进行理化诱控和生物性防治。

3.5.3 落花后坐果期

这一时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药剂多以多抗霉素、灭

幼脲的生物药剂居多，应用保护性杀菌剂、杀虫剂组合药剂来提

升防治效果。同时，在果园悬挂性诱捕器，增强病虫害控制效果。

这也是对轮纹病、早期落叶病、蚜虫类、卷叶虫类等病虫害进行

防治的关键时期。其中，选择保护性杀菌剂指的是如代森锰锌或

螨死净和吡虫啉进行药剂组合，采取叶面喷雾的方式，同时设置

性诱捕器，可以对金纹细蛾等害虫进行防治。另外，也可以通过

修剪、摘除虫苞和做好保墒、补钙的措施，加强病虫害防治管理。

3.5.4 幼果至果实膨大期

一方面，在套袋后幼果期要选择具备触杀、内吸、胃毒等作

用的杀虫剂，防治早期落叶病，各选择一种治疗性杀菌剂和杀螨

剂，再适当加入免疫诱抗剂组合后混配液叶面喷雾。另一方面，

在果实膨大期，要综合气候因素、防病虫害指标等情况选择合适

的药剂种类，并对给药时间、次数进行严格控制，其中，要注意不

同用药期的安全间隔。最后，在苹果树落皮初始形成时期，可以

选用辛菌胺醋酸盐或代森铵水剂中的任意一种，涂抹腐烂病部

位，预防果树腐烂病侵染，提高树木的抗病力。

此外，选用的杀虫剂也需要具备触杀、内吸的功效，例如阿

维联苯等。利用一系列药剂对食心虫、蚜虫、轮纹病等进行重点

防治，药剂组合后要按照各自的推荐药量混配叶面喷雾 1～2

次，再加入适量的氨基寡糖素来提高果树的抗逆性。

3.5.5 果实采收后至休眠期

这一时期指的是 11 月份至第二年的 2、3 月份，对腐烂病、

轮纹病及虫螨等进行有效预防，在果实采收后的 7～10d，选择高

效杀毒剂和杀菌剂进行组合，如毒死蜱和代森锰锌的组合加上

磷酸二氢钾，按照一定用量配制，进行全树喷雾。在病虫害防治

的同时补充果树营养，提高树势。然后，在果树落叶之后药剂涂

干，生石灰、清水、食盐、石硫合剂按照 6∶10∶1∶1 的比例配制

成涂白剂，对果树的树干和大枝基部进行全面涂抹，对炭疽病等

其他病虫害和冻害进行预防。最后，坚持对病斑的刮治，将病变

部分进行彻底刮除，并且要保证伤口部分不留毛茬，涂抹腐植铜

水剂等药剂，利于伤口愈合。

综上所述，进一步加快苹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落实工作

进程，对苹果病虫害的特性进行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并充

分结合苹果生长特性、生长需求以及周边环境气候状况，秉持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充分且合理运用植物检疫、强化

栽培、物理防治以及生物防治等多种绿色防控技术，为苹果生长

以及周边土壤环境提供强有力保障的同时，也让农药对苹果以

及土壤的破坏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也为农田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顺利开展取得良好成效打下坚实基础，从而为农业实现高

质量、高效率、高产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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