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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毛白杨锈病的防治技术
、

生长量损失

测定及预测预报研究项 目通过鉴定

毛白杨锈病是苗圃毛白杨的重要叶部病害之一
。

为探讨病害的生长量损失
,

研究不同病

情与生长量的关系
,

进而寻找一种有效的防治措施
,

由中国林科院林研所曾大鹏和北京市园

林科研所
、

北京市园林局绿化处
、

北京市东北旺苗圃有关同志组成的课题组
,

在掌握毛白杨

锈病发生规律的基础上
,

采用春季展叶初期喷洒80 。一 1 0 0 0倍粉锈宁内吸杀菌剂铲除病 芽 的

方法
,

有效地控制了病害的发生
。

并通过三年定株系统观察
,

对毛白杨苗木由锈病造成的生

长量损失进行了数理分析
,

提出了一
、

二
、

三年生苗的三个数学模型
,

为研究防治苗圃毛白

杨锈病的经济效益和防治指标提供了数据
。

最近
,

该项成果由中国林科院和北京市园林局主持通过了鉴定
。

专家们认为
:

该项成果

有以下突出特点
:

¹ 选题从生产需要出发
,

把科研的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

º 以生产防治技术为中心
,

调动各级科研和生产单位的积极性
,

共同完成科研任务
。

» 科研

单位和生产部门相结合
,

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迅速推广
。

¼解决问题快
,

经济效益高
,

防治效

果好
。

成果处于国内领先
、

接近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

( 哪 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