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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银杏冰雪灾害调查及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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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年 1 2月广西银杏产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冰雪灾害,银杏树主侧枝因雨雪结冰重压断裂的损伤较大,

调查结果表明: ( 1)海拔 100~ 400 m的断裂损伤轻微; ( 2)海拔 401 ~ 600 m的银杏大树断裂损伤率为 100% , 单株

主侧枝断裂损伤在 50%以上的为 2. 302 5万株, 占银杏大树的 30. 46% ; 银杏幼树断裂损伤率为 75% ~ 100% , 单株

主侧枝断裂损伤在 50%以上的为 142. 225万株,占银杏幼树的 13. 17% ; ( 3)海拔 601 m以上的断裂损伤严重, 断裂

损伤率达 100% ,其中, 银杏大树单株主侧枝断裂损伤在 50%以上的为 1 037株, 占该海拨株数的 96% , 是银杏大树

的 1. 37% , 银杏幼树单株主侧枝断裂损伤均在 80% 以上, 为 28. 34万株, 占该海拨株数的 100% , 是银杏幼树的

2. 62%。通过调查分析,提出了银杏冰雪灾害的治理技术。

关键词: 广西;银杏; 冰雪损伤;调查; 治理

中图分类号: S718. 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08 11 19

基金项目: 广西  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 !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桂人办发 ( 2006 ) 99号 )

作者简介: 邓荫伟 ( 1956 ) ,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林木良种选育、丰产栽培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 E m ai:l

d engyw 11@ tom. com

Investigation on Freezing Damage ofG inkgo in Guangxi and

M anagem ent Techniques

DENG Yin w ei
1
, H UANG Lian gui

2
, DENG Ye cheng

1

( 1. C ollege of L ife Sc ience, Guangx iNorm alU n ivers ity, Gu il in 541004, Guangx,i Ch ina;

2. Gu ilin Bu reau of Forestry, Gu ilin 541001, Guangx,i Ch ina)

Abstract: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o f 2008, the unusual freezing disaster in g inkgo producing area of Guangx i

occurred, and the g inkgo trees suffered a greater dam age. The investigat ion indica ted that at the alt itudes o f 100

400metres above sea leve l the freezing damage w as ligh.t A t the altitudes of 401 600metres the freezing damage

rate of the b ig ginkgo trees reached 100% , and the number o f plants wh ich had above 50% fragmen tation boughs

and la teral branchs w ere 23 025, accoun ting for 30. 46% of the big g inkgo trees; the freezing dam age rate of the

young g inkgo trees w as 75% 100% , and the number o f plants w hich had above 50% fragmentation boughs and

latera l branchs w ere 1. 422 25 m illion, accounting for 13. 17% o f the young g inkgo trees. A t the altitudes of above

601metres the freezing damage rate reached 100%, and the number of plants wh ich had above 50% fragmentation

boughs and lateral branchs w ere 1 037, accounting fo r 96% o f the p lants at the altitudes, and 1. 37% o f the b ig

g inkgo trees; the number o f p lants w hich had above 80% fragmen tation boughs and lateral branchs w ere 283 400,

accounting for 100% of the p lants at the a ltitudes, and 2. 62% of the young g inkgo trees. The 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freezing d isaster o f g inkgo trees w ere brought forw ord in th is paper.

Key words: Guangx ;i g inkgo; freezing dam age; investigat 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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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是全国著名银杏 (G inkgo biloba L. )产区之

一,拥有银杏树 ( 70年生以上 ) 672 hm
2
, 7. 56万株;银

杏幼树 ( 17~ 18年生 ) 2. 67万 hm
2
, 1 079. 7万株,年产

银杏种核 540万 kg
[ 1]
。广西银杏主要分布于灵川、兴

安、全州 3个县, 44个乡镇。2008年 1 2月我国南方

遭受历史上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 使广西银杏造受极

大损失。在海拔 400m以上地带的银杏大树、千年古

银杏树冠结冰,主侧枝被冰雪压断,树冠全毁,银杏幼

树的主侧枝也严重断裂,植株树冠在 5年内无法恢

复,造成银杏种核减产 70%左右。为了把银杏冰雪灾

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使其树冠尽快恢复, 确

保银杏丰产稳产,作者对广西银杏不同海拔分布状况

及产量、冰雪灾害情况进行了调查, 分析灾害损失情

况,提出银杏冰雪灾害的治理技术。

1 调查地概况

1. 1 自然概况

调查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 地处 110∀

01#31∃~ 111∀13#44∃E, 25∀07#58∃~ 26∀12#17∃N。全境内

山峦起伏、沟谷纵横、石山星罗棋布,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海拔最高是猫儿山,海拔为 2 141. 5m,最低是巴

江口,海拔为 50 m;境内中山占 12. 93%, 低山占 31.

77%, 高丘占 32. 56%, 低丘占 17. 38%, 台地占

5. 00%,平原占 0. 36%
[ 2]
。该区域属中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年平均气温 18. 9 % , 7月平均气温 27. 5 % , 1月

平均气温 7. 5 % ,极端最高气温 39. 4 % ,极端最低气

温 - 7. 5 % ,全年> 10 % 积温 5 696 % ;年平均降水量
1 890 mm,年平均日照 1 560 h,年平均无霜期 302 d,

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 76%;平均风速 3. 2 m& s
- 1
, 风

向以北或东北为主。该区域土壤良好,成土母岩以砂

页为主,有机质含量 > 30 g& kg
- 1
的占 24. 57%, 10~

30 g& kg- 1的占 54. 38%, < 10 g& kg- 1的占 21. 05%;土

层厚度 > 100 cm 的占 38. 92%, 50 ~ 100 cm 的占

41. 78%, < 50 cm的占 19. 30%;土壤均为红壤、黄壤,

pH值为 4. 5~ 6. 0。主要植被有马尾松 (Pinusmassoni

ana Lamb. )、杉木 (Cunningham ia lanceolata ( Lamb. )

Hook. )、毛竹 ( Phyllostachys edulis ( Carr. ) H. de Le

haie)、侧柏 (P laty cladus orientalis ( L. ) Franco )、檵木

(Lorop etalum chinense ( R. Br. ) Oliv. )、油茶 ( Camellia

oleifera Abe.l )、枇 杷 ( Eriobotrya japonica ( Thunb. )

L ind.l )、香椿 (Toona sinensis(A. Juss. ) Roem. )、桃金娘

(Rhodomyrtus tamentosa ( A i.t )Hassk. )、芒萁 (Dicranop

teris p edata (Hout.t )Nakaike)、五节芒 (M iscanthus f lorid

ulus(Lab il.l )warb)、蕨类 ( P teridium spp. )等。

1. 2 银杏分布情况

广西银杏主要分布以海洋山系西南山麓湘桂走

廊一带的灵川、兴安、全州 3个县为主产区, 垂直分

布在 150~ 650m间
[ 3]
, 有栽植 70~ 1 000年的银杏

大树和近 18年内大面积栽植的银杏幼树 (果用林 ) ,

其分布和产量情况见表 1、2。

表 1 银杏大树不同海拔分布及产量情况

地点

100~ 400m

面积 /

hm2
株数 /

万株

产量 /

万 kg

401~ 600 m

面积 /

hm 2

株数 /

万株

产量 /

万 kg

601m以上

面积 /

hm2
株数 /

万株

产量 /

万 kg

小计

面积 /

hm2
株数 /

万株

产量 /

万 kg

灵川 147. 95 1. 664 60. 25 75. 73 0. 852 30. 88 3. 33 0. 038 1. 36 227. 01 2. 55 92. 5

兴安 260. 98 2. 936 119. 37 154. 13 1. 734 70. 41 4. 89 0. 055 2. 23 420. 00 4. 72 192. 0

全州 12. 08 0. 136 19. 28 12. 00 0. 135 19. 12 1. 33 0. 015 2. 10 25. 00 0. 29 40. 5

合计 421. 01 4. 736 198. 90 241. 86 2. 721 120. 41 9. 55 0. 108 5. 69 672. 00 7. 56 325. 0

表 2 银杏幼树不同海拔分布及产量情况

地点

100~ 400m

面积 /

hm2
株数 /

万株

产量 /

万 kg

401~ 600 m

面积 /

hm 2

株数 /

万株

产量 /

万 kg

601m 以上

面积 /

hm2
株数 /

万株

产量 /

万 kg

小计

面积 /

hm2
株数 /

万株

产量 /

万 kg

灵川 4 990 202. 09 43. 27 1 120 45. 36 9. 63 220 8. 91 1. 89 6 330 256. 36 54. 79

兴安 8 520 345. 06 65. 69 2 150 87. 07 16. 34 330 13. 36 2. 48 11 000 445. 49 84. 51

全州 8 250 334. 12 66. 97 930 37. 66 7. 53 150 6. 07 1. 20 9 330 377. 85 75. 70

合计 21 760 881. 27 175. 93 4 200 170. 09 33. 50 700 28. 34 5. 57 26 660 1 079. 70 215. 00

1. 3 冰雪期间气候情况

在银杏分布区, 2008年 1月 13日至 2月 4日为

期 22 d的持续低温阴雨、雨夹雪气候, 其中 1月

13 26日气温为 1. 0~ - 2. 0 % , 在海拔 400m左右

地带的银杏树冠上出现雨雪结冰, 27日气温为

- 4 % , 28 29日气温为 - 3~ - 1. 5 % , 30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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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为 - 1. 5~ 0 % , 2月 1- 4日气温为 - 1. 0~ 0

% , 2月 5日晴天,气温回升到 3~ 7 % , 银杏树冠上
的冰冻雨雪开始溶化。

2 研究方法

2. 1 调查样地设置

2008年 2月中旬至 3月中旬,对广西银杏产区

的银杏冰雪灾害情况进行调查。在银杏冰雪损害的

主要区域内, 在海拔 193~ 612 m范围内按海拔高

度、树龄及受损伤情况设立银杏大树、银杏幼树调查

样地, 其中银杏大树调查样地 11块 (每块面积 0. 36

~ 0. 67 hm
2
), 银杏幼树调查样地 10块 (每块面积

0. 14~ 0. 38 hm
2
) ,对每块调查样地的每个单株进行

逐一调查,按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程度 < 20%、20%

~ 50%、51% ~ 80%、> 80%分别记录统计。

2. 2 银杏冰雪损伤计算方法

根据调查样地银杏的冰雪重压主侧枝断裂损伤

程度,得出断裂损伤率,划分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所

占的比例
[ 4]
,即 < 20%、20% ~ 50%、51% ~ 80%、>

80% ;然后计算灵川、兴安、全州 3个地点不同海拔

( 100~ 400、401~ 600、601 m以上 )的银杏大树、银

杏幼树的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株数。各地点的断裂

损伤率、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程度的株数,用同一地

点、同一海拔范围内样地的数据计算, 如同一地点、

同一海拨有 2块样地则取 2块样地的平均值;如无

同一地点范围内的样地, 则用同一海拔范围内样地

的数据计算。

3 结果与分析

3. 1 银杏大树冰雪损伤分析

银杏大树冰雪灾害损伤特征是冰雪在银杏树冠

上冻结而重压,造成银杏树的主侧枝严重断裂, 其损

伤情况见表 3、4。

表 3 银杏大树冰雪损伤情况

地点
海拔 /

m

树龄 /

a

样地株数 /

株

损伤株数 /

株

损伤率 /

%

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 /%

< 20 20~ 50 51~ 80 > 80

兴安高尚路西村 275 90 75 3 4. 0 100 0 0 0

灵川海洋大庙塘 312 90 55 5 9. 1 100 0 0 0

灵川海洋大桐木湾 314 110 67 67 100 0 6 31 63

全州大西江良田 355 90 33 2 6. 1 100 0 0 0

兴安漠川长州村 395 110 53 9 17. 0 100 0 0 0

兴安漠川张家崎 402 130 53 53 100 10 14 15 61

灵川海洋黄土潭 421 110 43 43 100 2 10 23 65

兴安白石门家村 451 110 57 57 100 4 7 21 68

全州安和四所村 503 110 46 46 100 1 9 18 72

全州蕉江大拱桥 556 120 37 37 100 0 9 15 76

灵川海洋小平乐 612 90 48 48 100 0 4 10 86

注:灵川海洋大桐木湾,其样地位于石山脚的西北向,风力大,结冰厚, 海拔仅 314 m, 冰雪损伤率达 100% ,单株主侧损伤枝断裂比例均 >

20% ,此栏作为参考,不作为统计分析用。

表 4 不同海拔银杏大树冰雪损伤情况

海拔 /m 地点 株数 /株 损伤率 /% 损伤株数 /株
其中单株主侧枝不同断裂程度的株数 /株

< 20% 20% ~ 50% 51% ~ 80% > 80%

100~ 400

灵川 16 640 9. 1 1 514 1 514 0 0 0

兴安 29 360 10. 5 3 083 3 083 0 0 0

全州 1 360 3. 0 41 41 0 0 0

合计 47 360 4 638 0 0 0

401~ 600

灵川 8 520 100 8 520 170 852 1 960 5 538

兴安 17 340 100 17 340 1 214 1 821 3 121 11 184

全州 1 350 100 1 350 7 121 223 999

合计 27 210 27 210 1 391 2 794 5 304 17 721

> 601

灵川 380 100 380 0 15 38 327

兴安 550 100 550 0 22 55 473

全州 150 100 150 0 6 15 129

合计 1 080 1 080 0 43 108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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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看出:在海拔 275 ~ 395 m时, 银杏大树

的冰雪损伤率为 4. 0% ~ 17. 0%, 而且单株主侧枝

损伤断裂均 < 20% ;在海拔 400 m以上时, 冰雪损伤

率达 100% ,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 > 20% 的占 90%

以上。在灵川县海洋大桐木湾, 海拔为 314 m, 不属

高海拔地带,但属石山地区, 坡向为西北向, 长时间

的低温阴雨和西北风使冰雪在银杏大树上冻结, 造

成损伤率达 100%。从调查结果看, 在一般情况下,

海拔越高, 冰雪损伤越严重, 单株主侧枝断裂损伤

越大
[ 4]
。

从表 4看出:广西银杏产区的银杏大树冰雪损

伤情况是:海拔 100 ~ 400 m的属轻微损伤, 单株主

侧枝损伤断裂均在 20%以内,为 4 638株; 海拔 401

~ 600 m 的损伤严重, 100% 的银杏大树遭损伤断

裂,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在 50%以上的为 23 025

株,占该海拔冰雪损伤率的 84. 6% , 为广西产区银

杏大树 7. 56万株的 30. 46% ;海拔 601 m以上的冰

雪损伤较严重,不仅 100%大树受损伤, 而且单株主

侧枝损伤断裂在 50%以上的为 1 037株, 占该海拔

株数的 96% ,为广西产区银杏大树的 1. 37%。

3. 2 银杏幼树冰雪损伤分析

银杏幼树冰雪损伤特征与 3. 1节银杏大树的冰

雪损伤相同, 其损伤情况见表 5、6。

表 5 银杏幼树冰雪损伤情况

地点
海拔 /

m

树龄 /

a

样地株数 /

株

损伤株数 /

株

损伤率 /

%

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 /%

< 20 20~ 50 51~ 80 > 80

全州高田园 193 18 125 3 2. 4 100 0 0 0

兴安庙脚园 255 17 134 5 3. 7 100 0 0 0

全州王小军园 315 17 131 5 3. 8 100 0 0 0

兴安五里狭园 355 18 87 2 2. 3 100 0 0 0

灵川蒋二苟园 388 18 97 2 2. 1 100 0 0 0

全州马渡园 403 18 76 39 51. 3 7 12 18 63

兴安罗丝塘园 421 17 56 56 100 2 13 17 68

全州四所园 458 18 63 63 100 0 11 13 76

灵川熊永龙园 523 18 153 153 100 0 3 8 89

灵川小平乐园 612 18 56 56 100 0 0 0 100

从表 5看出:在海拔 193 ~ 388 m间, 银杏幼树

冰雪损伤率为 2. 1% ~ 3. 8%, 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

均 < 20% ,属轻微损伤,损失较小;在海拔 403 m时,

冰雪损伤率为 51. 3%, 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 > 51%

的占 81%; 在海拔 421 m 时, 损伤率达 100% ,单株

主侧枝损伤断裂 > 51%的占 85% ;在海拔 523 m以

上时,损伤率 100% , 而且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 >

51%的占 97%以上,植株树冠全毁, 损失严重。

表 6 不同海拔银杏幼树冰雪损伤情况

海拔 /m 地点 株数 /万株 损伤率 /% 损伤株数 /万株
其中单株主侧枝不同断裂程度的株数 /万株

< 20% 20% ~ 50% 51% ~ 80% > 80%

100~ 400

灵川 202. 09 2. 1 4. 243 9 4. 243 9 0 0 0

兴安 345. 06 3. 0 10. 351 8 10. 351 8 0 0 0

全州 334. 12 3. 1 10. 357 7 10. 357 7 0 0 0

合计 881. 27 24. 953 4 24. 953 4 0 0 0

401~ 600

灵川 45. 36 100 45. 36 0 1. 360 8 3. 628 8 40. 370 4

兴安 87. 07 100 87. 07 1. 741 4 11. 319 1 14. 801 9 59. 207 6

全州 37. 66 75. 65 28. 489 8 0. 997 1 3. 276 3 4. 415 9 19. 800 4

合计 170. 09 160. 919 8 2. 738 5 15. 956 2 22. 846 6 119. 378 4

> 601

灵川 8. 91 100 8. 91 0 0 0 8. 91

兴安 13. 36 100 13. 36 0 0 0 13. 36

全州 6. 07 100 6. 07 0 0 0 6. 07

合计 28. 34 28. 34 0 0 0 28. 34

从表 6看出:广西银杏产区银杏幼树在海拔 100

~ 400 m时冰雪损伤轻, 单株主侧枝损伤断裂均在

20%以内,为 24. 953 4万株; 海拔 401 ~ 600 m的损

伤率为 75% ~ 100% , 单株主侧枝断裂在 50%以上

589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 22卷

的为 142. 225 万株, 是广西产区银杏幼树的

13. 17% ;海拔 601 m以上的幼树损伤严重, 其损伤

率达 100%, 单株主侧枝断裂均在 80% 以上, 为

28. 34万株,幼树树冠全毁, 占广西产区银杏幼树的

2. 62%。

3. 3 银杏冰雪损伤的原因

银杏冰雪损伤的原因, 主要是在该银杏栽培的

区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持续 22 d的低温阴雨和

雨夹雪气候。在海拨 100~ 200 m间,海拨低, 气温

高,银杏树冠上无冰雪, 不造成主侧枝损伤断裂现

象;在海拨 201~ 400 m间, 海拨偏高,气温低, 银杏

树冠上积雪少,只有个别植株的主侧枝损伤断裂, 在

一些迎风面地带生长的银杏大树, 由于气温低冰冻

时间长,银杏树冠积雪多, 主侧枝损伤断裂较多; 在

海拔 401~ 600 m时, 海拔较高,气温特低, 树冠积雪

多,主侧枝重压而损伤断裂严重;在海拔 600m以上

时,主侧枝全部损伤断裂, 其原因主要是海拨高, 气

温低, 在 0~ - 5 % 的持续时间长,冰雪日日增厚, 重

压,造成银杏主侧枝严重断裂损伤。

4 银杏冰雪灾害的治理技术

4. 1 锯除断裂枝

银杏树的主侧枝断裂后应及时将断口锯平, 然

后用黄泥浆等保护剂涂锯口,防止病虫为害
[ 3]
。其

保护剂的配方是:

∋ 黄泥浆 + 新鲜牛粪 + 100 mL& L
- 1
的 2. 4

- D;

( 凡士林 250 g+多菌灵 5 g;

) 黄油 100 g+托布津 2 g或多菌灵 0. 5 g。

4. 2 清场、松土、排水、施肥

4. 2. 1 清场 银杏树受冰雪灾害后,林内断裂枝较

多,必须尽快将断裂枝清理出园外烧毁。

4. 2. 2 松土、排水 银杏园应保持土壤疏松、排水良

好。在受冰雪损伤的银杏林内,将断裂枝消除后, 应

及时用踏犁或锄头将植株基部的树冠投影范围内地

面全面锄松,深度为 20 cm左右
[ 5]
。如发现植株基部

低洼积水,必须从林外运肥土或塘泥填高,植株基部

应比林内空间处地面高 15 cm左右,并在林内挖 20

cm深的浅沟,林边四周挖 40~ 50 cm深的排水沟。

4. 2. 3 施肥 银杏树主侧枝断裂后应加强施肥

管理。

( 1)放射沟法施肥 在叶芽萌动前, 每株开放

射沟 6~ 8条 (幼树 )、8~ 14条 (大树 ) ,沟宽 20 cm,

深 15 cm,肥料采用硫酸钾复合肥加尿素的混合肥,

肥料撒施于放射沟内与土拌匀, 然后盖土
[ 5 ]
。用肥

量按植株大小而定,每株施肥量见表 7。

( 2)撒施法追肥 4 7月是银杏树的生长盛

期,应及时追施硫酸钾复合肥, 将树基盘全面锄松,

深 15 cm左右,然后将硫酸钾复合肥按每株的用量

撒施于基盘上, 施肥后用肥土盖上
[ 6]
。每株施肥量

见表 7。

表 7 放射沟法施肥及撒施法追肥肥料用量表

施肥方法 肥料种类
地径 / cm

5~ 10 11~ 15 16~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100 100以上

放射沟法 硫酸钾复合肥 +尿素 / ( kg& 株 - 1 ) 0. 8 1. 3 2. 0 2. 7 3. 2 4. 0 4. 8 5. 8 7. 0

撒施法 硫酸钾复合肥 / ( kg& 株 - 1 ) 0. 5 0. 8 1. 0 1. 5 2. 0 2. 5 3. 0 3. 5 4. 0

注:硫酸钾复合肥 +尿素 = 100∗10 (硫酸钾复合肥的规格: 15- 15- 15 S )。

( 3)打洞法施肥 广西银杏产区的银杏大树大

多数栽植于村前屋后,道路两旁,对不宜采用放射沟

法、撒施法施肥的地方, 应采用打洞法施肥, 其方法

是在植株树冠投影范围内的地面上, 沿主干四周打

洞,洞与洞之间隔 0. 8~ 1. 0 m, 每株打洞 100~ 300

个 (视植株大小而定 ) ,洞直径 4. 0~ 5. 0 cm,深 20~

25 cm
[ 7]
, 然后施入硫酸钾复合肥 +尿素 +塘泥的混

合肥 (其比例是: 硫酸钾复合肥 ∗尿素 ∗塘泥 = 100∗10
∗700),肥料施入后立即盖土。

( 4)叶面肥 银杏树受冰雪损伤的植株展叶

后, 一般在 4月下旬至 5月下旬, 是叶片增大和新

梢生长期, 此时可喷施叶面肥 ( 0. 3%尿素液 + 0.

2%磷酸二氢钾或 0. 4%硫酸钾复合肥液 ) , 间隔 7

~ 8 d喷施 1次, 连喷 3 ~ 4次, 肥料种类相互交换

使用
[ 6]
。

4. 3 树冠培育、抗旱、停止人工授粉

4. 3. 1 树冠培育 银杏植株受冰雪损伤后,树冠的

主侧枝断裂损失严重, 应及时加强水肥管理, 在水

肥条件充足的情况下, 断裂口周边的萌芽生长速度

快,应根据植株树冠的大小、方向保留其萌芽植

株
[ 8]
,当萌芽生长到 50 cm时, 用扶正杆扶持萌芽

株,防止风吹倾斜或断裂, 同时将萌芽株顶端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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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其萌发侧枝,使树冠尽快形成。

4. 3. 2 抗旱 7 11月是广西银杏产区的干旱季

节,在此时期要保持银杏树基盘疏松湿润。其抗旱

方法是:一是在水源条件好的地方, 7 d左右淋水 1

次;二是在水源条件差的地方,将银杏树的基盘锄松

深 8~ 10 cm,用稻草或杂草覆盖, 间隔 13 d左右淋

水 1次。这样有足够的水份供给, 满足银杏植株根

系、枝叶生长的需要, 可促进树冠的形成。

4. 3. 3 停止人工授粉 银杏树受冰雪损伤后,树冠

挂果枝断裂较多,重点是加强枝梢的培育, 使树冠尽

快形成,在灾害的治理恢复期应停止人工授粉。待

树冠形成后, 在水肥条件好、植株生长旺盛的情况

下,可进行人工授粉
[ 8 ]
, 增加银杏产量。

4. 4 病虫害防治

银杏植株受冰雪损伤后, 发生的病虫害有叶枯

病、超小卷叶蛾、堆沙蛀蛾、金龟子等, 防治措施

如下:

( 1)叶枯病 叶枯病发病的原因主要是土壤板

结、园地积水而造成。防治措施有 3种:一是加强园

地的抚育管理, 使园内土质疏松, 同时, 筑高植株基

盘,使园内雨季不积水; 二是追施硫酸钾复合肥, 使

植株生长旺盛, 提高抗病能力
[ 9]
; 三是发生病害时,

及时清扫园地, 将落叶收集烧掉, 同时用 50% 可湿

性粉剂多菌灵 700~ 1 000倍液喷雾防治, 间隔 7~

10 d 1次,喷 2~ 3次, 防治效果在 85%以上。

( 2)超小卷叶蛾 该虫主要在银杏的幼嫩枝梢

上为害, 3月底至 4月初是成虫羽化期, 4月初成虫

产卵, 4月中旬出现幼虫, 4月中旬至 6月中旬是虫

害的危害时期。在防治上, 因该虫体细小, 人们不

易发现,必须抓住成虫产卵期至幼虫孵化时进行防

治
[ 9]
,采用溴氰菊脂 2. 5%乳油 2 000倍液进行喷雾

防治, 间隔 3 d 1次, 防治 2~ 3次, 其效果在 90%

以上。

( 3)堆沙蛀蛾 又称木蛾, 该虫原主要在油茶

植株上为害。堆沙蛀蛾为害银杏植株的部位是在主

干或侧枝的枝叉处, 蛀食树皮,破坏输导组织。 4月

下旬至 7月上旬是幼虫的危害期, 危害部位有沙粒

状粘结而成的虫道, 在防治上采用 80%敌敌畏乳油

800倍液喷雾, 隔 4~ 6 d防治 1次, 防治 3次, 其效

果在 95%以上
[ 10]
。第二种防治方法是:在银杏的休

萌期,植株已落叶,该虫害危处的枝叉部位有沙粒状

粘结成堆,易找到越冬的老熟幼虫,此时可采用铁丝

直插虫道杀死老熟幼虫或用溴氰菊脂 2. 5%乳油

1 000倍液浸棉球塞入虫道内, 然后用土封口, 防治

效果十分显著。

( 4)金龟子 该虫主要取食银杏嫩叶为害, 3月

下旬至 6月上旬是金龟子食叶危害期, 特别在 3月

下旬至 4月上旬,气温开始回升,天气闷热, 银杏叶

片幼嫩,此时期金龟子于傍晚成群集性在银杏树冠

上食叶为害, 防治方法有 2种: 一是人工捕杀, 如发

现仅少量银杏植株上有群集的金龟子食叶为害, 可

在树冠投影下的地面上铺一层尼龙膜, 摇动树冠, 食

叶的成虫假死落于尼龙膜上收集烧毁; 二是有大面

积受害,于傍晚采用 90%晶体敌百虫 800~ 1 000倍

液喷雾防治
[ 11 ]
,间隔 3~ 4 d喷 1次, 防治 2~ 3次

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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