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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研究表明, 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始于 6 月, 在 7～9 月的高温干旱期,病害较严重, 但整

个病变过程比较缓慢。1993～1996 年防治试验说明, 5～6月, 土壤或叶面施硼砂、微肥复合晶、钼酸

铵、柑桔微肥,防治效果好。尤其是硼砂, 防效高,肥效稳定。土壤施硼砂 23～25 g /株, 1 a 一次;叶

面喷 0. 2%的硼砂水溶液,连喷 3次, 可以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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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作者通过调查研究认为, 国外松枯梢病有三种主要症状类型: 侵染型枯梢病

[ Dip lodia p inea( Desm. ) Kickx ]、流脂型枯梢病和干枯型枯梢病。关于侵染型枯梢病的发生与

防治研究,报道较多
[ 1～6]
。关于流脂型枯梢病,有人报道与缺硼有关

[ 7, 8]
。近年来, 湖南、江西等

省火炬松林中发生的枯梢病大多数属于干枯型枯梢病类型 [ 9] , 一般年份,病株枯梢率达 20%

以上,从而引起大面积松树树冠畸形,甚至枯死。对此,仅贺正兴等[ 10, 11]进行过初步研究,证实

这是一种生理性病害。据此,于 1993～1996年对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的发病规律和防治技术

进行了研究, 现将其结果报道如下。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基地设在湖南省衡山县江永村和衡阳县井头镇宗家村、双阳村。三个村均为丘陵区,

由花岗岩发育而成的土壤, 地被物少,瘠薄。1986年或1990年以来营造的火炬松( P inus taeda

L. )、湿地松( P . ell iot tii Engelm. )混交林,以火炬松为主,干枯型枯梢病发生严重,属重病区。

1. 2　发病规律调查

选取发生枯梢病的植株 20株以上, 作为定期调查的标准株,每标准株以树冠上部最易发

病的部位选一定数量的梢头作为标准枝。从 4月底或 5月上旬开始调查,记录各标准枝的总梢

数和病梢数,统计发病率。以后每隔 20 d左右调查一次,共调查 9～10次, 1993～1994年连续

调查 2 a。

1. 3　防治试验

1. 3. 1　防治试验路线　1993～1994年, 进行单因子防治试验,先后施用 11种肥料和 1种农

药。根据供试肥料或农药的种类设若干个处理, 每处理50株,共 3～5个重复。1995～1996年,

用筛选出的硼砂开展中间试验。4 a 累计防治面积 293多 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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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施肥方法

1. 3. 2. 1　根际土壤施肥　每年 5月中旬至 6月上旬进行。在供试林分内, 每株距离主干 50

cm 处开放射状沟3～4条,沟长 50～70 cm, 深15～20 cm。将肥料与细土以 1∶20的比例混匀

后施入沟内并覆土。

1. 3. 2. 2　叶面喷肥　5～6月开始,每隔 20～25 d左右喷一次,共喷 3次。

1. 3. 2. 3　绿肥压青　5月份,在植株根际挖 30 cm 深的环形沟,将绿肥压入沟内并加土覆盖

压实。

1. 3. 3　肥料用量　硼砂土壤施肥, 23～25 g /株,叶面喷肥为 0. 2%的水溶液; 绿肥压青, 25

kg/株;其余用量参见文献[ 12]。

1. 3. 4　防治试验结果调查与统计　待松树生长停止后进行。单因子防治试验,对全部供试株

逐株调查。中间试验,则在各处理区随机设 4个调查点,每点调查40株以上。每株均取树冠上

部最易发病部位作为标准枝,以单株计算病梢率,再统计各处理区的病梢率, 求出平均值,最后

计算相对防治效果。同时把所得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并用最小显著极差法( L S R)中的新复极差

检验法进行多重比较, 检测各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 13]。

2　结果与分析

2. 1　发病规律

两年的调查结果见图 1。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发病时期主要在 6～10月。高温干旱季节的

7～9月,病害比较严重, 但整个病变过程比较缓慢,直至年底仍有枯梢发生。

图 1　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发病规律

1　江永村, 1993年调查;　 2　宗家树, 1994年调查

2. 2　防治试验

2. 2. 1　单因子防治试验　1993年在江永村进行, 供试肥料有:硼砂、钼酸铵和 Zn、Mg、Cu、

Fe、P、K 肥,还有呋喃丹。土壤施肥和叶面喷肥都说明,硼砂和钼酸铵防治效果较好,相对防效

分别为 71. 24%～100%, 73. 12%～74. 06%。叶面喷施 P 肥虽然效果比较好,但施于根际则出

现相反的结果。其余防效均不理想, 甚至有负作用。对所得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土壤施肥: F=

1. 30< F 0. 1( 7, 28) = 1. 94;叶面喷肥: F= 0. 91< F0 . 1( 6, 12) = 2. 33。说明两种施肥方法中各肥料间差

异均不显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是当年干旱季节不明显且试验林树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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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单因子防治试验在宗家村进行,结果见表1。土壤施肥,经方差分析, 9个处理间

差异极显著。有显著防效的肥料依次为, 硼砂( B肥)、微肥复合晶及钼酸铵( M o 肥)。经多重比

较,这 3种肥料分别和对照、NPK 复合肥、Zn肥、K 肥、P 肥、M g 肥相比,差异均达 1%的极显

著水平。但硼砂、微肥复合晶、钼酸铵 3种肥料间差异不显著。叶面喷肥的 8个处理,经方差分

析,差异极显著。多重比较说明, 硼砂、微肥复合晶、柑桔微肥和对照比, 差异达1%的极显著水

平。P 肥和对照比,差异达 5%的显著水平。但硼砂、柑桔微肥和微肥复合晶 3种肥料之间差异

不显著。由此说明,叶面喷硼砂、柑桔微肥和微肥复合晶效果都很好,其次是 P 肥,其余效果不

佳,喷 Fe肥还有负作用。另外,于 1995年 12月 5日还随机调查了 1994年喷B 处理的20株,

发现只有1株产生了很轻微的枯梢,病株率为5. 0%, 病梢率2. 5%。而相应的对照区病株率在

90%以上,病梢梢率 50%左右,说明于先年喷 1次 B 肥,第二年防效仍能达 95%。

同时在宗家村进行的绿肥压青试验, 防治区病梢率 29. 97% ,对照区为 53. 81%, 防效为

44. 30%。

表 1　单因子防治试验结果 (宗家村, 1994—12)

土壤　施　肥 叶　面　喷　肥

处　　理
平均病梢率

( % )

防效

( % )

显著水平

5% 1%
处　　理

平均病梢率

( % )

防效

( % )

显著水平

5% 1%

对照 53. 81 A a 对照 28. 53 A a

Mg 肥 51. 23 4. 79 A a Fe 肥 31. 21 - 9. 39 A a

Zn肥 50. 91 5. 39 A a Zn肥 16. 12 43. 50 A a

NPK 复合肥 50. 40 6. 34 A a M o 肥 12. 91 54. 76 A a

K 肥 46. 67 13. 27 A a P 肥 9. 55 66. 53 B a

P肥 45. 93 14. 64 A a 微肥复合晶 1. 71 94. 01 C b

Mo 肥 5. 49 89. 79 B b 柑桔微肥 1. 18 95. 86 C b

微肥复合晶 3. 07 94. 29 B b B肥 0. 9 96. 85 C b

B肥 0. 7 98. 70 B b

　　注:微肥复合晶,安徽省岳西县撞钟化肥厂生产,以 B为主,兼含 Zn、Cu、Fe、Mn、M g 等 10种元素;柑桔微肥,湖南省土

肥所等研制,含 Mo 为主。

2. 2. 2　中间试验　结果见表 2。1995年在双阳村和江永村进行。试验前,对试验点各区进行

了病情调查, 结果说明,防治前的各区,梢发病率都很高, 均属重病区。试验后, 2个村的土壤施

表 2　防治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中间试验结果 单位( % )

调查时间
(年—月)

试验地点
面积

( h m2)
处理

试验前病

梢率

各试验点病梢率

Ⅰ Ⅱ Ⅲ Ⅳ 平均
防效

显著
水平

1995—12

双阳村 66. 7

江永村 66. 7

对照 46. 97 52. 10 49. 70 53. 95 52. 025 51. 95 — a

土壤施 B 49. 57 1. 23 1. 54 1. 66 3. 16 1. 90 96. 34 b

叶面喷 B 56. 63 1. 01 2. 01 2. 03 1. 49 1. 64 96. 83 b

对照 38. 05 48. 52 41. 67 48. 02 53. 84 48. 01 — a

土壤施 B 46. 19 1. 61 12. 56 4. 66 6. 27 6. 30 86. 88 b

叶面喷 B 42. 70 1. 69 2. 75 1. 33 2. 27 2. 01 95. 81 b

1996—10

双阳村 53. 3

宗家村 26. 7

江永村 80

对照 56. 79 43. 34 61. 37 56. 00 54. 38 —

叶面喷 B 0. 17 0. 23 0 0 0. 10 99. 82

对照 30. 60 31. 47 61. 34 58. 04 45. 36 —

叶面喷 B 2. 26 1. 09 2. 43 0. 29 1. 52 96. 65

对照 66. 69 60. 33 55. 43 57. 91 60. 09 —

叶面喷 B 3. 60 0. 74 3. 03 0 1. 84 96. 94

　　 试验前病梢率的调查时间为 1995年 5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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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叶面喷肥与对照 3个处理间差异均极显著。经多重比较,土壤施肥、叶面喷肥分别和对照

比,差异都达 1%的极显著水平。而土壤施肥和叶面喷肥相比,差异则不显著。因此,土壤施硼

砂,叶面喷0. 2%的硼砂水溶液, 防治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具有同样好的防治效果。1996年的

中间试验同时在 3个村进行,其防治效果亦极为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 1)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的发生,始于 6月,进入干旱的 7～9月,病害更为严重,但病变过

程比较缓慢, 直至年底,松树生长季节停止时,枯梢仍在缓慢进行。

( 2)施肥防治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的试验表明: 防效高,而且肥效又稳定的是硼砂。其余依

次为微肥复合晶、钼酸铵、柑桔微肥。其中微肥复合晶是以含 B为主的 10种元素微肥,其防效

高,还是 B的作用。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
[ 8]
。钼酸铵以及含M o 为主的柑桔微肥防治火炬

松干枯型枯梢病收到较好的效果, 这是该研究的独到之处。可惜目前 M o 肥在市场上不好购

买,无法作较大面积的试验。

作者曾对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病株及其林地土壤的化学元素进行了分析
[ 11]
。结果表明,

病株及其林地土壤与对照(健株及其林地土壤)相比,前者 B、Mo 元素的含量明显偏低。同时运

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变量间的多元分析得知,对火炬松干枯型枯梢病影响最大的元素为B。这

和本次研究得出的施 B肥和 Mo 肥,特别是 B肥防效高的结论一致。

( 3)土壤施硼砂, 1 a 一次, 23～25 g /株, 与叶面连喷 3次 0. 2%的硼砂水溶液都具有显著

防效,而且两种方法之间没有明显差异,都可以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但若考虑肥料用量等,叶面

喷 B,成本费用较低。如果林地水源困难,则可采用土壤施 B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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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Incidence and Controlling Method

of Dried-up Die-back of Loblolly Pine

Zhou J ianliang　 H e Zhengx ing　 L uo M inggao

Zhang Qiaorong 　Yang M ing 　 Zuo Yux iang

　　Abstract　The incidence of dried-up die-back of loblolly pine begins in June, it becomes

mor e serious during the dr y season from July to Septem ber, but the w ho le process of patho-

logical changes is slow . Three-year experiments have show ed that it w ill achieve good effects

to apply sodium bo rate, compound fertilizer of minor elem ent , ammonium molybdate and cit-

rus mino r element fert il izer to the r oots or crow n of the pines in M ay or June. The controlling

effect of sodium borate, w hich is applied to the roots 23～25 g/ plant yearly or to the crown

w ith it s 0. 2% w ater so lut ion, is especially go od and stable. T his can be popularied and ap-

plied in the product ion.

　　Key words　lo blo lly pine 　dried-up　die-back　occurr ence regularity　sodium bo rate

　controlling m 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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