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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白粉病的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试验
.

程 建 武 刘 碧 荣

(西安 植物园 ) (北京林业大学 )

关 . 润 刺梨 , 白粉病 , 侵染 , 防治

刺梨(R 6sa 而劝 u1 g h:’若T ra t t
.

)是一种灌木果树
,

果实中维生素C 含量 很高
,

具很高 的

经济
、

观赏价值 [‘】
。

近年来
,

在陕西省仅中
、

商洛地区大面积人工栽培刺梨
,

在 栽培 区 普

追发生白粉病(助加。rorho c a p a , : o sa (W a llr
。

) L e v ) [ 2
, ’l ,

危害新梢
、

曹
、

花和幼果
,

造成减

产
,

严重时新梢枯死
。

目前
,

国内外对此病的研究报道甚少【‘]
。

为此
,

于 1 9 8 8~ 1 9 9 0年对该

病的危害和病原菌的形态
、

发生发展规律及防治措施进行了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l) 束lJ梨白粉病的分生抱子采自田间发病株
,

以备接种
、

抱子萌发试验及药效测定
。

(2 ) 刺梨试株取自西安植物园栽培区内
,

以备大田药效防治试验及病情调查用
。

(3 ) 发芽前用塑料袋套好枝条
,

待长出枝叶后取健康枝叶
,

以备接种
。

1
。

2 方法

1
。

2
。

l 调查方 法 采用随机 5 点取样
,

襄 1 祠组白粉翻发润分级振准

每点调查 200 张叶片
,

以分级计数法统计(表 1)
。

1
.

2
。

2 调查时间 从 4 月上旬至 11 月底
,

于

发 病 程 度 代表优

桩个复 叶无病斑 O

有 1 ~ 2个小叶发病
,

宙丝稀 薄 1

有3 ~ 4个小叶发病
.

菌丝较厚 2

有 5 ~ 6个小叶发病
,

菌丝浓厚 3

有 了个 以上小叶发病
,

菌色浓库 ‘

西安植物园栽植区进行
。

1
.

2
。

3 越冬场所及初佳染来源的观察 通过

解剖休眠芽和将刺梨植株移栽温室内观察芽

的开放及病害发生情况
。

1
·

2. 4 大田 药剂防治试验 用各种药剂的两

种浓度
,

分别处理20 株树
,

重复三次
,

用清

水作对照
, 1 9 8 8年 4 月 1 5 日喷药 i 次

, 6 月

7 日调查
。

调查总叶数均为 1 0 0 0片
。

本文 于1 9 9 1年 4 月2 7 口收到
。

* 本研究得到北京林业大学沈瑞祥教授
,

西 安植物园段明华助理研究员
,

惠彦文
、

陆志刚工程师 的指导和帮助
,

特 此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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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结果与分析

病害的发生发展规律
2

·

1
.

1 越冬状态及初侵染来源 经 1 9 8 8 ~ 1 9 9。年观察
,

均未发现其有性阶段
,

为了解该病以

何种状态越冬及其初侵染来源
,

做如下试验
:

(1) 于 1 9 8 9年 1 ~ 3 月
,

在上一年发病严重区收集了 1 150 片落叶和7 85 个枝条
,

当年 9

~ 12 月采集了3 10 0片病叶和 1 150 个果枝
,

经检查均未发现其闭囊壳
。

(2 ) 解剖97 个休眠芽
,

经镜检发现有 2 个在芽鳞下表面和芽组织表面有该病菌的菌丝
。

(3 ) 于 1 9 8 9年 4 月12 日
,

调查10 株刺梨植株
,

在已开放的 1 2 12个芽中
,

病芽为 15 个
,

占

1’2 写
,

这些芽 多为白粉菌丝所布满
。

(4 ) 1 9 8 9年11 月将自然发病的 5 株刺梨移栽于温室内
,

室温 15 ~ 25 ℃
。

1 9 9 0 年 1 月 有

12 9个休眠芽开放
,

其中有 3 个病芽
,

占总数的2
.

3 %
。

将开放病芽上产生的分 生 抱 子
,

在

20 ℃
、

相对湿度 1 00 % 的密闭容器内做抱子萌发试验
,

48 h 萌发率为 15
.

1 %
,

与田 间采 集

的分生抱子萌发率近似
。

同时
,

用病叶上的分生抱子在健康嫩叶上接种
,

经 5 天出现症状
。

(5 ) 11 月采集20 片病叶
,

冬季置于室外
,

第二年 4 月取回镜检
,

分生抱子严重干缩
,

在

20 ℃
、

10 0 %的密闭容器内
,

分生抱子不萌发
。

将叶面上的菌丝
、

抱子悬浮液接种健康叶片
,

不发病
。

由此说明
,

叶面上的菌丝
、

抱子经过越冬
,

已失去侵染的能力
。

以上调查和试验表明
:
该病是以菌丝状态在芽鳞下越冬

,

为翌年的初侵染来源
。

2. 1. 2 抱子的传播 通过泡子捕捉试验
,

如表 2 所示
:
分生抱子散布量以白天为多

,

占昼

夜散布总量的92
.

4 %
,

白天以 1 0 : o。以后散布的最多
,

而夜间则较少
。

同时也说明分生 饱子

是以风力传播的
。

2
。

1
。

3 潜育期 的测 定 在室内平均温度为2 。
。

2 ℃
、

相对湿度为78 %的条件下 以抱子悬液进

行涂抹接种试验
,

由表 3 看出
,

该病的潜育期约 4 一 5 天
。

表 2 分生抱子散布, 的昼夜变化

(1 9 8 9
·

9
·

15 ~ 1 6 )

表 3 刘烈白粉病潜育期 (拍 89
·

的

重复
分生抱子接种

时 间
(时 )

1 8 : 0 0 ~ 6
t
0 0~ 1 0 盆0 0 ~ 1 4 : 00 ~ 白天

6
: 0 0 10

:
0 0 1 4

:
0 0 1 8

:
0 0 总计 (次) 总叶数 病 叶数

病叶率 潜育期
(% ) ( d )

对 照

总叶数 病叶致

抱 子捕捉量 2 0

(个 )

占全日捕捉量 7

(% )

2 1 1 1 2 1 0 9 2 4 2

9 2 4

2
。

1
.

4 病害发生与环境条件的关 系

(1 ) 病害发生与气温和相对湿度的关系 据1 9 8 9年的气象资料
,

在 5 、 6 月 的平 均 温

湿度分别为 19
.

4 ℃
、

72 %和 24
.

8 ℃
、

59 %
, 9

、

10 月的平均温湿度分别为2 0
.

2 ℃
、

78 %和

15
·

6 ℃
、

69 %
,

这两个阶段恰是发病的两个高峰期 (如表 4 )
,

这与抱子萌发的适 温 (15
。

一

25 ℃ )和湿度范围 (61 %一 1 00 % )几乎相符
,

而 7 ~ 8 月的平均气温均在25 ℃ 以上
,

且白 天

多高于30 ℃
,

虽然相对湿度在73 % ~ 82 %
,

但由于高温白粉病菌的生长发育受到 抑制
,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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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19 89年脚容发生情况 衰 5 苗助与发翻的关系 (19 89
·

6)

月 份 病叶率(%) 病情指数 苗 龄(
a
)

5 ~ 6

7 ~ 8

9 ~ 1 0

3 4
.

7 ~ 36
.

5

3
.

2~ 通
.

7

2 3
.

8~ 43
.

7

1 7
.

8 ~ 2 2
.

2

0
.

2 ~ 1
.

2

12
.

3 ~ 2 0
.

0

发病率(纬)

病情指致

发生面积(% )

5
.

1 1 3
.

7 4 8
.

2 6 8
.

9

2
.

5 5
.

1 2 1
.

2 3 8
.

9

1 0 2 0 4 0 6 0

至有部分植株的症状消失
。

这与 1 9 8 8年的气象资料和发病情况基本一致
。

(2 ) 苗龄及叶的老幼与发病的关系 病害的发生程度随着苗龄的增长而增加
, 1 年生的

植株发病轻于 4 年生的
,

如表 5
。

嫩叶发病严重且普遍
,

老叶发病较轻 (如表 6 )
,

而且分生

抱子在嫩叶滤液中的萌发率比在老叶中的高
。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植株的生长
,

病原菌量逐年

的积累 , 树冠增大
,

易被侵害嫩叶的面积随之增大
,

发病率和严重程度有所增加
。

(3 ) 病害与肥水管理的关系 经调查
,

在肥水管理好的地段 (秋冬季一次基肥
、

春 季 一

次追肥
、

灌水一次)
,

植株生长势强
,

发病轻
。

不施肥
、

灌水的地段
,

植株生长不 良
,

枝细弱

叶小
,

抗性差
,

发病较重
,

如表 7
。

裹 6 叶的老幼与发病的关系 (1 98 9. 6) 衰了 肥水 , 班与发. 的关系 (1 9。。
.

的

发病情况 擞 叶 老 叶 管 理 病叶率(%) 病情指 数

病叶率(% )

病 愉指数

50

2 7

施肥2 次
、

范水 1次

不施肥
、

灌水

1 0

4 7

(4 ) 病害与地势的关系 经调查
,

山坡
、

田畔种植的刺梨
,

植株较矮
,

枝条较少
,

通透

性好
,

发病轻
。

而平川栽植的刺梨
,

植株生长茂密
,

枝叶幼嫩
,

发病较重
,

如表 8
。

裹 8 地势与发病的关系 (1 9 90
.

6) 裹 9 不同药荆对袍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1 98 9 年)

萌发率

(% )

发数)
子个

泡萌‘子教9恋解汁
地 势 病叶率(% ) 病情指数

处 理

q‘八口111匕�bq.�a,门,�
‘怪户口月J
内
匕

,几月工,曰勺曰月肠月�q目,自月,月,一‘

,工�勺,山,JQJ
�“�nQ.��n
u. .111,翻

J
I�了
‘
工,‘.h月性O一‘��.工。O‘八�舀�b曰哎一�亡曰‘口r口

�
b仁Ju曰亡J亡曰曰‘‘目

山

田

坡

畔

平 川 3 4
.

5 1 7
.

4

2
.

2 药书防治试脸

2
.

2
.

1 室内药效刚 定 用 6 种药剂做分生抱

子的萌发试验
,

在20 ℃
、

相对湿度 10 0 %密闭

容器内
,

经48 h 镜检
,

结果表明
:

化学药剂

粉锈宁
、

代森锰锌和托布津处理
,

抱子萌发

率较其他生物制剂 12 。
、

B O 一10 和高脂膜 的

萌发率低
,

但所有药剂均明显低于对照
,

其

中以粉锈宁最好
,

如表 9
。

2
。

2
。

2 大 田 药效试验

2 5 %粉锈宁( 1 5 0 0倍 )

2 5 %粉姗宁( 2 0 0 0倍 )

7 0 %代森锰锌 ( 6 0 0倍 )
7 0 % 代森锰锌 ( 8 0 0倍 )

5 0 % 托布津 ( 8 0 0倍 )

5 0 % 托布津( 1 0 0 0倍 )

1 2 0 ( 1 00倍 )

1 2 0 ( 2 00 倍 )

BO
一
1 0( 10 0倍 )

BO
一
1 0( 2 0 0倍 )

高脂腆( 1 0 0倍 )

高脂膜 ( 2 0 0倍 )

对照 (清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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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种药剂的防治试验 防治试验结果表明
: 5 种药剂对该病均有效(如表1 0 )

,

经F检

验差异性均极显著
。

而以粉锈宁
、

代森锰锌的效果最好
,

其防治效果达94
。

4 % ~ 9 了
·

0 %
。

每

种药剂的两种浓度处理之间的差异性均不显著
。

因而认为
,

防治此病的有效药剂及浓度为
:

2 5 %粉锈宁
,

2 0 0 0 倍 , 7 0 %代森锰锌
,

8 0 0倍 , 5 0 %托布津
,

1 0 0 0倍 , 抗霉菌素 1 2 0
,

2 00

倍及高脂膜
,

20 0倍
。

(2 ) 各种药剂有效喷药次数试验 各药剂分别喷 2 次和 3 次
,

间隔10 天
,

喷药时间以发

病初期为准
。

试验表明
: 6 种药剂的防治效果均好

,

结果如表 110 经 F检验表明
:
粉锈宁

、

代森锰锌喷 2 次与喷 3 次的效果差异不显著
,

而其它药剂则表现出喷 3 次比 2 次的防治效果

显著提高
。

为了减轻化学药剂对环境的污染
,

如条件允许
,

可考虑推广抗霉菌素 120 和B O 一10

等生物制剂
。

表10 刺桑白粉病的药荆防治效果 表 11 药荆喷洒次教的防治效果

(19 8 8 年 ) (1 98 9年 )

胎涤州效防病 叶率 病情
理 病叶数

(% ) 指数

防治
效果 处 理
(% )

喷药
病 叶数

次数

病叶率 病 情

(% ) 指 数

1
.

6 0
.

5

1
.

3 0
.

4

9 8
.

1

9 8
.

5

一b八舀,孟目勺月土曰In自2 23
1

.

8

2
.

1

3
.

0

63n
�8

⋯
口

一勺6
�11
4O�OU773

.

3
3

.

1 1
.

2

2
.

5 1
.

0

32

1 9 6

1 7 1

1 9
.

6 8
.

1

1 7
.

1 6
.

8

23

九舀
910 6

7 6

1 0
.

6

7
.

6

4
.

5 8 3

3
.

0 8 8

目上Q甘

0
.

7 9 7
.

0

0
.

8 9 6
.

6

1
.

1 9 5
.

3

1
.

3 9 4
.

4

9
.

4 5 9
.

7

9
.

8 5 7
.

9

6
.

0 7 4
.

2

8
.

7 6 2
.

7

5
.

6 7 6
.

0

5
.

8 7 5
.

1

2 3
。

3 一

2 5 %粉锈 宁

( 2 0 00倍 )

7 0 % 代森锰锌

( 80 0倍 )

5 0 % 托布津

( 1 0 0 0倍)

杭霉菌素 1 20

( 20 0倍 )

高 脂 膜

( 20 0倍 )

10 4

7 4

1 0
.

4 4
。

3 8 4

3
.

0 8 8

23

84A
目才垂83一�00通UOAl勺nU,剐咔山,占

‘
上,土
.
上亡口

2 5 %粉锈宁 ( 1 5 0 0倍 )

25 %粉锈宁 ( 2 0 0 0倍 )

70 %代森锰锌( 6 00倍 )

7 0 %代森锰锌 ( 8 0 0倍 )

50 % 托布津 ( 80 0倍 )

5 0 %托布津 ( 1 0 0 0倍 )

抗霉菌素 1 2 0 ( 1 00 倍 )

抗霉菌素 1 2 0 ( 2 0 0倍 )

高脂膜 ( 1 0 0倍 )

高脂膜 ( 2 0 0倍 )

对 照(清水 )

1 8

2 1

3 0

33

2 5 8

2 84

1吐4

1 8 7

14 4

15 8

5 0 3

7
.

4

拓b月qo1 0
.

9

5
.

8

4
.

5

4
。

7 8 2

2
.

5 9 0

1
.

9 9 3

O衬85
�U54

口土

抗生素BO
一

10

( 2 0 0倍 )

5 8 2 5 8
.

2 2 7
.

0 一

123
几舀

对照( 清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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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国营林场资源管理辅助决策系统
”

通过鉴定

“

广西国营林场资源管理捕助决策系统
”

是广西林业厅下达的课题
,

山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

广

西林业勘测设计院
、

广西国营七坡林场和广西国营林场公司联合研制完成
。

该课题于 1 9 9 1年10 月14 日 在南

宁市通过由广西林业厅主持的成果鉴定
。

该系统采用了结构化分析思想和设计技术
,

它山森林资源管理
、

生产计划管理
、

林业企事业财务 物资

管理
、

劳动人事管理
、

科研与场志管理和森林资源 经营辅助决策等六个子系统(九个功能模块 )组成
。

每 个

功能模块都可单独安装
,

独立使用
。

设计合理
、

内容全面
、

功能较全
、

运行效率高
,

便于灵活应 用
、

扩展

和推广
。

该系统提供 了一套完善的各类信息的编辑技术
,

包括对图形数据库
、

森林资源数据库
、

林业生产和 经

茜管理等诸多估息源数据库的编辑处理
。

建立了多信 忿多途径综合性查询
、

多因子综合评价
、

动态分析等
,

如职工各类结构的变更预测
、

生产计划方案的最佳制定
、

科研试验数据和生长模拟分析
,

又如立地 因子评

价
、

投入产出分析及规划
、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等
。

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
,

该项研究是成功的
,

在我国林 业系统林场资源经 首管理 方面居国内领先水平
,

其中三维立体图技术方面达到 了国际同类项 口的先进水平
。

建议在广西 区及全国国营林场推广应用
。

(箱洪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