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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溃疡病 (D of 从。1e “a 9 0 9盯ia) 是杨树重要枝干病害
,

可在定植后的幼树主干上形成

大型溃疡斑
,

常导致幼树死亡
。

1 9 8 7年辽宁省康平
、

法库
、

昌图三县因此病损失 的 幼 树 近

20 。万株
,

仅苗木费一项经济损失达70 万元左右
。

1 9 8 8年铁岭市发病面积近 5 万亩
,

损失 幼

树1 32 万余株
,

经济损失达42 万余元
。

为尽早控制此病危害
,

我们于 1 9 8 8一 1 9 8 9年在昌图县红

英村进行了防治技术的研究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一) 小区设里

试验地共40 亩
。

按当地习惯
,

于秋季挖沟筑台整地
。

株 行 距 2 m x 3 m
。

小区采 用 带

状对比排列
,

每处理50 株
,

重复 3 次
,

共 1 5 0株
。

(二) 栽植方法试验

共设计了10 种栽植方法
:

一年根
; 二年根

;
一年根一年生苗 , 二年根一年生苗 ; 二年生

苗栽植前分别浸水 3 天
、

5 天
、

7 天
; 二年生苗剪侧枝截头 ; 二年生苗在干基上表铺 l m

“

塑

料薄膜 ; 二年生苗栽前根部沾 T CB 一10 吸水剂泥浆
,

每株 3 9 ; 以不做任何处理的二年生苗

为对照
。

杨树品种均采用中度感病的小 x 黑
。

(三 ) 杨树品种对比试验

共试验 7 个品种
:
小 x 黑 (p

. sf二。: ifx n ig , a )
、

昌图小砧 (P
.

x x ia o 二hu a n ic a

W
.

Y
.

H sa

e tlia lig
e v

。 “

Cha n g tu ”

)
、

美 x 青 (P
。

p 夕r a 二id a li: x c a 公ha g a n a )
、

加杨 (P
。

x c a : a d。: 5 15 )
、

小美旱 4 3〔(P
。 sftn o o ffx (P

。

p 习: a
而d a l泣s + Sa lfx 二a ts“d a 二 a )e v

. “
P叩

: la : 15
”
4 3〕

、

美 x s : 。

(P
.

P夕: a m id a lis x s。。)及法库小砧 1 号(P
.

X x ia o : u a , ic a

w
。

Y
。

Hs
a e t lia n g e v

。 “

Fa k u l
”

)
。

各品种均为来自邻近苗圃的二年生苗
。

(四 ) 药荆试验

有三种施药时期
,

共试用 8 种药剂
。

试验的杨树 品种均为小 x 黑二年生苗
。

本文于 1 9 9 0年 2 月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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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苗圈防 治 1 9 8 8年 8 月下旬向苗干喷药
,

19 8 9年定植后在发病高峰 期 调 查 防 治 效

果
。

2
.

定植前防 治 将苗木堆成30 ~ 50 株一堆
,

向枝干喷洒药剂
,

以均匀着药为度
。

3
.

发 病后防 治 在大型溃疡斑出现初期
,

用刀 划破病斑边缘表皮
,

涂上各种药剂
,

待发

病高峰过后调查病斑的愈合及扩展情况
。

(五) 调查方法

1
。

生 长量调 查 栽植后测量单株高和胸径
,

生长停止后调查株高和胸径 的年增长量
。

2
。

病情调查 于 6 月中旬和10 月中旬调查各处理的成活率
、

病株率
,

以株为单位测 量

大型溃疡斑 的面积
。

并根据胸径下病斑面积之和与树周面积的比值
,

将病情划分为 5 级
: 。

级
—

不发病
, I 级
—

。
.

1 % ~ 5 % ; 正级—
5

.

1 % 一15 % , 111 级
—

1 5
。

l % 一25 % ;

W 级
—

25 % 以上
、

幼树枯死
。

按照各级病株数计算各区组的病情指数
。

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栽植方法试验

不同栽植方法的防病效果
、

成活率及生长量对比详见表 1
。

栽植一年根和二年根成活率

最高
,

当年不发病
,

高生长与对照相近
,

但胸径生 氏量小
。

除栽根处理外
,

剪侧枝截头的成

活率和生长量都最高
;
而病株率和感病指数都最低

。

一年根一年苗 的生长和发病 均 优 于 对

照 , 而二年根一年苗的生长和发病均较对照差
。

水浸处理中
,

以五天的效果较好
。

根沾吸水

剂处理
,

防病效果不佳
,

生长则比对照好
。

根围覆膜处理发病与生长情况均与对照相近
。

袅 1

栽 植 方 法

不同种位方法与发摘
、

生长的关系

成 活 率

(% )

病 抹 率

(纬 )
感 病 指 数

生 长

株 高 (m )

盆

脚 径 (e m )

一 年 根

二 年 根

剪侧枝
、

截头

一年根
、

一年苗

二年根
、

一年苗

二年苗水悦三 天

二年 苗水及五天

二 年苗水径七天

二年 苗吸水剂沾根

根困粗膜

二 年 生苗 (C K )

9 5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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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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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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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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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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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4 4
.

39

0

42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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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1幻0
.

0 0

8 4
.

46

8 1
.

7 7

8 4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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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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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

7 1

O

1 9
.

87

3 0
.

9 9

9 0 6 3

5 3
.

1 0

4 5
.

2 7

CZ
.

97

5 8
.

31

6 5
.

2 7

5 5
.

2 6

1
.

1 33 1

0
.

5 6 7 9

0

0 2 46 3

0
.

2 6 8 5

0 2 3 8 6

0
.

2 86 0

0
.

1 8 6 5

0
.

1 7 4 3

0
.

83 9 4

0
.

8 0 0 2

0

Q
.

5 3 3 2

0
.

5 7 4 9

0
.

52 6 6

0
.

7 4 4 8

0
.

5 82 0

0
.

5 92 7

(二) 品种抗病性比较试验

铁岭地 区常用的 7 个杨树 品种
,

栽植后第一年的成活
、

生长和感病
J

清况见表 2
。

表 2 说

明
,

美 x 青 的抗病性最高
,

生长量也最大
;
其次是加杨

; 昌图小砧
、

法库小砧的抗病性和生

长量均属中等
;
小

x 黑及美
x s 。。

比较感病
,

早期生长量较差
;
小美旱表现最差

。

经方差 分

析 q 检验 可以95 % 的可靠性选用前 4 个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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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药荆防洽试验

1
。

苗圃药刘防 治 供试药剂种类 及试验结果见表 3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各处理与对

照 间均有显著差异
,

经 口检验可以95 %可靠性选用百菌清和乙磷铝 50 0 倍液
,

考虑到生产成

本
,

以选用乙磷铝5 00 倍液为宜
。

2
.

定植前防治 供试药剂有福美砷 50 0倍液
、

腐必清5 00 倍液
、

代森按 30 0倍液及高脂膜
+ 福美砷 ( 1

,
1 ) 3 0 。倍液

。

经调查
,

各种药剂防病效果均不显著
。

3. 发病后 防治试验 供试药剂有 5 种
,

药荆种类及防治效果见表 4
。

从治愈率来看
,

以

多菌灵 + 乙磷铝 + 水 ( 1 , 1
:

10 ) 的处理为最高
。

经方差分析
,

各种药剂处理与对照间均有显

著差异
, q 检验的可靠性均在95 %以上

。

表 4 发病后药荆防洽的效果润查

表 3 苗日药荆防洽效果调查
病 斑 数 (块 ) }治愈率¹ 有效率

( % )

药荆种类及浓度 {感病指数 病株率
( % )

成活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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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菌清 十 乙礴铝 十水
( 1 : 1 : 5 0 0 )

清 水 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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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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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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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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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¹ 系指病斑经刮治后能愈合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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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本研究中各项试验均有不同程度的防病效果
,

论

采用综合防治措施完全可以控制病害
。

1
。

首先应种植适合当地生长的抗病品种
。

虽然美 x 青幼树较抗病
,

生长也较好
,

但后期

表现不佳 ; 加杨前
、

后期表现均较好
,

但需加强防治杨干象 ; 昌图小砧和法库小砧较为适合

当地生长
,

美 又 5s 。

病害稍 重
,

但 后期的生长量较高
,

种植这三个品种时必须采取防病措施
。

2
.

溃疡病的发生与树皮含水量的降 低关系密切 Il,
“〕,

所以剪侧枝截头措施
,

由于 减少

了幼树水分蒸腾
,

对防治病害
、

提高杨树成活率和生长量效果都极为显著
。

其方法简单易行
,

经济效益显著
,

应广泛推行
。

栽植一年生根
,

成活率高
,
当年无病

,

但易受白杨透翅蛾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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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夭牛危害 ; 后期感病和生长情况尚需作观察
。

其它栽培技术
,

如栽植前 3 ~ 5 天根部浸水

和沾吸水剂等
,

有条件地方可以采用
。

3
.

杨树溃疡病是典型的潜伏性侵染的病害 ts,
‘l ,

定植后药剂防治难以奏效
,

而提 前 在

苗圃进行药剂防治却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

尤其对比较感病的品种进行苗圃药剂防 治 是 必 要

的
。

发病之后时初生病斑刮治
,

虽然比较费工
,

但防效显著
,

有利于幼树的成活和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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