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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园斑根腐病的发生与防治

魏 宁 生

(西 北农学院植物保护 系 )

摘 要

苹果园斑根腐病是我国北部某些果区新发生的一种为害严重的病害
。

此病的寄主范

围包括苹果
、

梨
、

桃
、

葡萄
、

柿
、

刺槐
、

柳树
、

、

杨 树 以 及 丝兰等多种木本植物
。

根部

发病后
,

须根首先变褐死亡
,

然后逐渐延及其上 部 的 肉 质根和太根
。

在病部形成红褐

色
、

略微凹陷的园形斑点是病害所特有的症状表现
,

可用作诊断的标志
。

至于地上部分

呈现的症状类型则包括萎蔫
、

青干
、

叶缘焦枯以及枝枯四种
。

通过一系列的分离
、

接种
、

再分离试验 以及病原菌的鉴定
,

现已确定园斑根腐病是

在根系衰弱的条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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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防治试验及大面积防治示范的结果表明
,

以施肥
、

灌药为 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

具有 良好的防治及增产效果
。

药剂处理 中以 75 %五氯硝基苯可湿性粉 剂幼 O倍 液
、

硫酸

铜 5 0 0倍液 以及波美 0
.

5一 1
.

0度石硫合剂为佳
。

近年来
,

苹果园斑根腐病在我国北方果区的不少地方
,

如河南
、

山西
、

陕西
、

甘肃

以及辽宁等都 陆续报导了其发生与为害
,

并且导致了不少的损失
。

19 6 8年
,

陕西省首先在

礼泉县正式发现了此病的大量为害
。

例如县农 J二粼苹果成株发病率高达幼%
,

苗 圃中的

嫁接苗也有 I G%催病
,
城关公社西关大 队果园所病株率竞达 9。%以上

,
造成大量病株 死

亡
,

甚至毁 园的现象
,

对果树生产威胁很大
。

当时我们 曾进行了一些发病情况及条件 的

调查
,

同时还 做了病根的分离培养
。

结果初步 认 为 园 斑 根 腐病是由镰刀菌 ( F us
a -

r iu m s p p
.

) 在 苹 果根系衰弱时寄生为 害 后所造成的
。

1 9 7 4一 1 9 7 8年又对病害的发生

发展
、

病原菌的
_

分离
、

接种 和鉴定
、

发病与流行诱因的调查分析以及防治试验与示范等

方面加以系统地观察与研究
。

现将有关结果整理如下
。

病害的发生发展

园斑根腐病的寄主范 围很广泛
,

主要为害苹果
、

梨
、

桃
、

杏
,

而葡萄
、

核桃
、

柿
、

枣等果树次之
,

甚至刺槐
、

苦栋
、

五角枫
、

柳树
、

臭椿
、

花椒
、

杨树
、

榆树
、

梧桐
、

丝

兰等多种木本植物也可发病
。

.

部分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刘彩霞
、

杨杭美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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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病在开春苹果树根部开始活动后 (三月份 )即可在根部为害
,

但地上部分的症状

要在苹果萌芽后的 4 一 5 月份才较为集中地表现出来
。

夏季 ( 6 一 8 月份 ) 发病停滞
,

症状减轻
。

初秋 ( 9 一 10 月份 ) 病情又再次有所发展
,

但显著较春季为轻
。

由于植株受

侵发病的久暂
、

严重程度 以及 当时气候条件的影响
,

病株地上部分的症状表现有以下几

利
;

不同的类型
:

1
、

萎蔫型
:

患病多年
,

树势衰弱的大树多数属此类型
。

病株在萌芽后整株或部分

枝条生长衰弱
,

叶簇萎蔫
,

叶片 向上卷缩
,

形小而色浅
,

新梢的抽生十分困难
。

有的甚

至花蕾皱缩不能开放
,

或开花后不座果
。

枝 条亦呈现失水
,

致使皮层皱缩
,

有时表皮还

可 干死翘起呈油皮状
。

2
、

青干型
; 上一年或 当年感病而且病势发展迅速的病株在春旱

、

气温较高时呈现

这种症状
。

病株叶片骤然失水青干
,

多数是 从 叶 缘 向内发展
,

但也有沿主脉向外扩展

的
。

在青干与健全叶肉组织分界处有明显的红褐色晕带
。

青干严重 的叶片 即行脱 落
。

3
、

叶缘焦枯型
:

是在病势发展较缓
,

同时春季不干旱时表现 的症状
。

病株叶片的

尖端或边缘发生枯焦
,

而中间部分保持正常
,

病叶也不会很快脱落
。

4
、

枝枯型
:

是根部腐烂严重
,

当大根 已烂至根颈部时呈现的特殊症状
。

病株与烂

根相对应的少数骨干枝发生坏死
,

皮层变褐下陷
,

坏死皮层与健部皮层分界明显并沿枝

干向下蔓延
。

后期
,

坏死皮层崩裂
,

极易剥离 ; 其上不着生小黑点状真菌性病征
。

枯枝

木质部的导管也变褐
,

而且一直与地下烂根 中变褐的导管相连结
。

病株地下部分的发病是先从须根 ( 吸收根 ) 开始
,

.

病根变褐枯死
,

然后延及其上部

的肉质根
,

围绕须根的基部形成一个红褐色的园斑
。

病斑的进一步扩大与互相愈合
,

以

及深达木质部
,

致使整段根变黑死亡
。

病害就是这样从须根
、

小根逐渐向大根蔓延为害

的
。

在这个过程中
,

病根也可反复产生伤愈组织和再生新根
,

因此最后病部变为凹 凸不

平
,

病健组织彼此交错
。

由于病株的伤愈作用和萌发新根的能力
,

病情发展 是呈现时起时伏的状 况
。

当肥水

和管理条件较好
,

植株生长势健壮时
,

有的病株甚至可 以完全 自行 恢复
。

二
、

病原菌的分离
、

接种和鉴定

( 一 ) 分离纯化 :

我们 曾多次对采 自不同果 园的苹果
、

梨和挑树的病组织进行了分离培养
,

其方法大

致如下
:

1
、

选取初发病的具有典型红褐 色小圆斑的小 根剪下后洗净
,

作为分离材料
。

2
、

病根用 7 0 %酒精表面消毒
,

立即再在火焰上燎烧
,

如此 重 复二次或用 0
.

1% 升

汞水表面消毒 1一 3 分钟
,

然后再用灭菌水冲洗三次
。

3
、

进行无菌操作
,

用解剖刀削去病根皮层的表面组织
,

然后切取病健组织交界处

的内层皮层组织
。

在 P D A ( 马铃薯
、

葡萄糖
、

洋菜培养基 ) 平面上进行分离
。

分离结果获得了 I 一 I 号三个菌种
, 同时通过单抱或单菌丝分离法进 一步纯化了菌

种
,

以 便用于接种和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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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病性测定
:

为了测定以上各菌种的致病性
,

曾重复地对苹果树根部进行了离体接种和幼苗隔离

接种
,

在正式接种之前
,

还做了预备试验以摸索 较 好 的 接种方法
,

试验的情况具体如

下
:

处理方法
:

在苗 圃选择健苗
,

将根剪成 5 一 7 厘 米 长 的 小段
,

用净水清洗三遍
,

70 % 酒精消毒一遍
,

后用灭菌水洗 三遍 ( 接种器具均用酒精消毒 ) 然后用不同菌种分别

进行刺伤
、

烫刺
、

不刺不烫三种处理方法接种
,

并 做 了 刺 伤
、

烫刺而不接种的对照处

理
。

试验结果表明病菌的入侵是要有伤 口 的 , 其中烫刺所造成的伤口又比刺伤的发病率

为高
。

因此
,

采取烫刺致伤的方法进行以下的离体接种和幼苗隔离接种试验
。

1
、

离体接种
:

处理方法
:

与预备试验相同
。

结果观察
:

半个月后观察接种部分出现的病疤及蔓延情况与患病植株根部病疤的表

现症状完全相同
,

只是扩展蔓延比 自然情况下快
。

2
、

幼苗 隔离接种
:

处理方法
,

选取健壮已嫁接的苹果幼苗
,

各具 4 一 5片叶
,

用净水冲洗根部五次
,

70 %酒精消毒一遍
,

再用灭菌水洗三遍 , 栽植圃内的土壤 (掺有三分之一的马粪 )
,

事

先用 50 倍福尔马林药剂消毒并经过充分晾晒
,

再用塑料布与定植圃地面隔离
,

栽植后注

意灌水和遮阴
。

等供试幼苗缓苗之后
,

挖出幼苗的部分根部
,

采用烫刺致伤的方法
,

分别

用三种菌种进行接种
,

并用蘸水的脱脂棉少许缠绕接种部位加以保护
,

对照则只给以烫

刺致伤
。

其后仍将根部埋入土中
。

结果观察
: 接种幼苗于 10 一 15 天后

,

地上部分开始表现症状— 叶缘焦枯及青干
,

少

数发病严重的幼苗
,

在接种25 天后即行全株萎蔫枯死
。

接种一个月后
,

统计发病情况如

下表
:

I 号 菌 种 I 号 菌 种 对 照

( 2 1 / 2 1 ) 1 0 0

( 6 / 6 ) 1 0 0

( 2 7 / 2 7 ) 1 0 0

( 1 / 2 1 ) 5

( 6 / 6 ) 1 0 0

( 7 / 2 7 ) 2 5
.

9

( 0 / 5 ) 0

( 0 / 3 ) 0

( 0 / 8 ) 0

I计

复复总重重

注
:

分母代表接种数
,

分子代表发病数
,

括号后代表发病率

以上 结果表明三种菌种均具有致病力
,

为了进一步证明菌种的致病力
,

我们在幼苗

隔离接种成功后
,

又对病根作了重分离培养
。

7 6小时后三种菌种分别均有生长
,

与原接

种菌种完全一致
。

( 三 ) 菌 种鉴定
:

培养方法及鉴定标准同于 B
。 。 ht 氏 《已》 。

菌种培养一般使用马铃薯
、

蔗搪
、

洋菜 (P S A )

标准培养基
,

温度为 24 ℃定温
,

同时给以 12 小时照明与 12 小时黑暗交替的光照处埋
。

至于个别在 P S A及 P D A ( 马铃薯
、

萄葡糖
、

洋 菜 培养基 ) 上不长抱子的菌种
,

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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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造成果树树体的衰弱
,

抗病能力下降
,

提供了病菌入侵的条件与可能性
。

这 两方面

因素的配合
,

就构成 了根腐病的发生危害
。

造成树体衰弱的原因很多
,

其中主要是
:

1
、

土壤 中长期缺乏有机质和矿物质养分
,

是造成树体衰弱的重要原 因之一
。

由于

某些地方不能正确解决粮棉和果树争肥的矛盾
,

果园长期不施肥 ( 有的自定植 以来从未

施过肥 ) ; 又不重视地面管理
。

这样
,

土壤有机质和养分的含量随着果树不断生长发育

而逐渐耗尽
,

无从补给
,

使果树的正常生 长 受 到 严重的威胁
。

特别是进入盛果期的大

树
,

一旦大量结果
,

养分的供应和要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

此时若得不到足够的养分
,

则

树体会很快衰弱
,

抗病性减弱
。

2
、

长期的干旱条件和土壤过于粘重板结
,

也是本地区树体衰 弱的主要原 因
。

大多

数的果树根系适应在田 间持水量的 60 一 80 %的情况下活动
。

当土壤 含水量低到高于萎蔫

系数 2
.

2 %左右时
,

根系即停止吸收活动
。

土壤含水量低于 7 % 时
,

根即开始 干枯
。

在土

壤水分不足的情况下
,

由于叶片细胞的膨压比根细胞为大
,

其吸收能力 比根强 ; 因此常

夺取根中的水分
,

引起根的死亡
。

同时
,

土壤干旱使土壤溶液的浓度提高
,

根不但不能

从土壤 中吸水
,

还会发生外渗现象
。

而土壤过于粘重
、

板结
,

通气条件 恶化
,

抑制 了根

的生命活动和吸收机能
,

并且多浮于表土中
,

造成树势衰弱
。

另外还限制了有益微生物

的活动
,

减弱了营养物质的分解
。

这一切都是通过 直 接 影 响根系而导致树体的衰 弱
,

19 6 8年是礼泉地区旱象严重的一年
,

在我们调查的各果园中
,

均在那一年发病严重
。

3
、

苹果树一般要求中性或微酸性的土壤条件
,

本地区的土壤则多呈 中性或微碱性

( 常家 果 园 P H = 7
.

2 )
,

山 地 有些果园 碱 性 较强 ( P H较高 )
。

这样
,

P H值通过影

响营养物质的可溶性
,

影响微生物群 落的组 成 和 生 命活动
,

从而影响了根系的吸收作

用
。

4
、

不合理的修剪技术
,

过重的修剪造成过大过多的伤 口 ,

削弱了树体
。

另外
,

严

重大小年现象使果树在大年时
,

负担过重
,

这时如果管理条件跟不上
,

就会大大 削弱树

体和树势
。

例如南坊公社土东园艺场 19 7 2年是大年
,

到 19 7 3年就有 1 00 多株苹果树发病
。

5
、

处于沟滩地带的果园
,

有的地下水位高
,

土层较薄
,

使果树根系分布层浅
,

吸

收面积小
,

同时表层土壤理化性极不稳定
,

使树体 易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
,

遭受冬季

冻害
,

夏季 日烧和旱害的可能性 增大
。

如此种种情况和原 因
,

造成 了树体和树势的衰弱
,

特别是根系的变弱
,

降低了抵抗

病菌侵害的能力
,

以致根腐病菌 趁虚而入
,

引起发病为害
。

四
、

病害防治试验与示范

(一 ) 小型防治试验
:

根据多方调查结果 和 与 当 地果农共同研究讨论认为
:
本地区根腐病的大量发生危

害
,

多是由于长期的干旱
,

土壤长期缺肥或过于板结
,

造成树体衰弱
,

从而使根腐病菌

大量侵染为害所致
。

我们知道
,

在果树植物各个器官相互联系与制约的关系 中
,

根系与

地上部的联系尤为突出
。

根系的生命活动有赖于地上部的叶器官所制造的有机物和其他



魏宁生
:

苹果园斑根腐病的发生与防治

生理活性物质等的供应
,

而根系又不 断 地 把 土壤中吸收的水分和矿物元素以及转化合

成的有机养分和特殊物质供给地上部
,

它们之间每时每刻都在相互影响
,

相互依赖
,

相

互制约着
。

在正常的生活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关系
,

而当根系一旦处于不利 的生

活环境中 (例如干早
、

缺肥等 ) 就不能正常生长
,

直接影响吸收作用从而影 响了地上部

分的生长
。

这种地上部
、

地下部相辅相成 的关系失调
,

造成了供不应求的恶性循环
,

导

致了树体很快衰弱
,

削弱了树体抵 御各利
`

病害的能力
,

为病茵的入侵打开方便之门
。

而

我们只有设法避免和社绝病菌入侵的各 种 可 能 性
,

才能达到防治的 目的
。

基于上述分

析
,

我们采取 了果树休眠期的施肥处理和生长期的药剂灌根施肥处理来进行防病试验
。

1
、

试验地点及基本情况
:

赵镇公社常家大队及郑家大队果 园
,

大部分是 19 6 3年定植 的果树
,

地下水位不高
,

灌溉条件 良好
。

园内从来未施过有机肥
,

仅去年每株施尿素一斤
,

土壤较为板结
,

树势

衰弱
,

发病率为 2 0一 30 %左右
。

2
、

试验处理方法
:

( 1 ) 休眠期的施肥处理

于 1 9 7 4年元月 8 日进行
,

园内选 1过株感病程度大致相同的植株
,

每两株为一组合
,

分别进行七个因子的 考 察
,

即 N (尿素 3 斤 )
、

P ( 过磷酸钙2
.

5斤 )
、

K (草木灰 10 。

斤 )
、

土肥 (马粪 2 50 斤 )
、

沤肥 ( 2 0 0斤 )
、

综合因子 ( P l 斤
、

N l 斤
、

土肥 1 25 斤
、

沤肥 1 50 斤 ) 以及深翻 (二尺见方 )
。

于 6 月 2 7 日~ 7 月 2 日分别进行了新梢生长量 ( 40 个枝条的平均生长量 ) 的调查和

生 长发病 情况的观察比较
,

结果如表 1
。

休眠期施肥处理结果观察记载表

1 9 7 3 1 9 7 4

一状
生长及发病情况

新梢生长
量 (厘米 ) 生长及发病情况

新梢生长
量 (厘米 )

nonOO口内匕nOJ往一刀皿一八O八lJó, J住40口,一
... ..

……
O

:
0
ù今口1孟n甘户0OOA
占

4连
ùn.,曰noJI二7Q山0心,上,二,曰勺口2,土1土,土,

1

病枯枯

病发病病焦病病焦病病发不发发发缘发缘不不发发病
,

不叶不不叶不不发,,

化
,,,,

化有
,,

见
仍旺旺旺变好壮变早转晚未复病健显健较更好较健显转转恢

,

发长长明病显病长长明好长显转生现生无发明生生无发有生好明未
óú口,口n
UōbOJ户U,曰nQOU20)OU. ...00

……
nU户O勺白,止9自QOnbttll尸匀0
ù八U,土,土,

司土勺自,止,é1上,上,注

1 0 6

1 0 5

1 0 9

1 0 7

1 0 1 3

1 0 1 1

1 0 1 2

草木灰
土 肥

深 翻

生长衰弱萎蔫型
死一大侧枝

,

青干型
叶缘焦枯严重
生长较好

,

不发病
生长衰弱

,

萎蔫型

生长中庸
,

无明显症

生长较好
生长较翼

生长弱
生长弱

,

叶缘焦枯
生长弱

,

叶缘焦枯
生长衰弱

,

萎蔫
连续几年生长弱
生长衰弱

1 1
。
5

4
。

8

( 2 ) 生长期的药剂 灌根及施肥

1 9 7 4年 4 月 8 日
,

在本园选 11 株感病植株
,

分别万
、

65 %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8 00 倍 液
,



西 北叮农 学 院 学 报 19 8 1年第 2期

7 5% 五氯硝基苯可湿性粉剂 8 0。倍液
,

硫酸铜 5 00 倍液
,

70 %敌可松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

和 5 0 %苯并咪哩可湿性粉剂 3 00 倍液五种药剂灌根
,

同时施肥 (土 肥 3 00 斤
,

硝酸钱 1
.

5

斤
,

磷肥 2 斤 )
,

一株对照不灌药
。

沿三大主枝挖放射状施肥沟
,

先灌药
,

等药液基本

渗完后施肥埋土
。

于 7 月 2 日前后进行新梢生长量 (2 。个枝条的平均生 长量 ) 及发病情况的调查
,

结

果如表 2
。

表 2 生长期药剂灌根施肥处理结 果观察记载表

药 剂 及

用 量

1 9 7 3 1 9 7 4

生长及发病情况

覆几; 卜获菇 ;

根 ( 3 ) 1 8 0 0 倍

根 ( 2) 一五氯硝基

氯 ( 2 ) 一苯 8 0 0 倍

谁同 ( 1 ) 一硫酸铜

铜 ( 2 ) {
5 0 0 倍

敌 ( 1 ) l 敌可 松

敌 ( 2 ) { 8 0 0 倍

根 ( ` ,

…苯并咪“

苯 ( 2 ) …3 0 0 倍

施灌 { 无

新梢生长
量 (厘米 )

新梢生长
量 (厘米 )

株号

O刁O心八八

…
0八曰
ùl勺介0QU10

生长衰 弱

生长哀弱

生
一

长衰弱
、

萎焉

生长衰弱

生
一

长衰弱

生
一

长弱

生长衰弱

生长弱
,

叶缘焦枯

生长弱
,

发病

萎焉严重

较 弱

1
。

5

2 7
。

0

2 1
。

7

1 1
。

6

1 6
。

2

8
。

9

1 3
。

1

9
.

9

6
.

9

Q山,土ūa

…
, .1110口i土,J

1 7
。

9

生长及发病情况

轻微叶缘焦枯 (经移栽 ) 一

生长转旺
,

不发病 {

当年明显恢复
,

不发病 一
有所好转

,

不发病 一

有所好转
,

不发病 {

表现很好不发病 `

生长中庸
,

不发病 一

恢复
,

不发病 一

无变似经移却 )
生长转旺

,

不发病 }

生长较健旺 一

2 3
。

7

2 0
。

0

八切J沈厅̀,土

口

…
行口门é只曰ùO

司.1, .上, ,土ù .止

由以上试验初步结果看来
,

在休眠期以综合处理和深翻效果最好
,

综合处理的两株

翌年均生长健旺
,

不发病
,

去年新梢的平均生长量仅 1 3
.

4厘米
,

而 当年是 2 1
.

5厘米 ( 均

是两株的平均数 ) 深翻的两株均由去年整株萎蔫恢复健旺
。

这初步向我们揭示了土肥管

理在防治根腐病 中的重要意义
。

在生长期的药剂灌根施肥处理中
,
以硫酸铜

、

五氯硝基苯效果较好
。

例如
:

酸酸铜

灌根的两株均表现树体恢复
,

去年新梢平均生 长量仅 12
.

5厘米
,

而当年是 4 3
.

0厘米
。

而

从这两种不同时期的不 同处理方法比 较看来
,

以生长期
,

特别 是在病菌集中侵染发病前

期进行药剂灌根施肥的效果比较理想 ( 当年药剂灌根处理的均未发病
,

而施肥的则有发

病 )
。

药剂灌根可及时杀死病菌
,

防止其侵染为害
,

即使当年新发病的
,

在地上部的症

状已明显表现的植株
,

经及时灌根后也能迅速恢复正常生长
。

(据调查病株虽有自行恢

复的能力
,

但当年发病的则一般 当年不能恢复 )
。

例如在表 2 中的
“

根 ( 2 )
”

这株红

星
,

当年三月中
、

下旬在 园内是最早发病的一株
,

表现严重的整株萎蔫
,

枝条皱缩
,

叶

小卷缩色淡
,

花蕾萎蔫不能开花
,

经 及 时 灌 根施肥后
,

当年即明显恢复健壮
,

叶色浓

绿
,

并有不少于 2 0一 30 斤的产量
。

(二 ) 综合防治示范
:

在小型防治试验结果的基础上
,

结合生产上实际情况
.

又设计 了一套以施肥灌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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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的综合防病措施
,

于 1 9 7 5年夏至 1 9 7 7年底分别在礼泉县重病区南坊公社果 园 ( 山地

旱 园代表 ) 及赵镇公社常家及郑家大队果园 ( 平地灌溉 园代表 ) 两个点同时进行了防治

示范
,

每点各选择 1 00 株苹果病树 ( 19 60一 1 9 6 3年 定 植 ) 作为示范
,

按面积计算约为 10

亩
。

综合防治措施包括以下几条
:

①施肥灌药
:

每株果树灌施波美 0
.

5
“

一 1
“

石硫合剂 ( 夏季为 0
.

5
” ,

而春季贝lJ为 1
“

)

或 1 / 5 0 0硫酸铜 1 00 斤
,

及填施圈土粪 15 0一 2 00 斤
,

尿素 0
.

5一 1斤
,

过磷酸钙 3 斤
。

具体

方法同小型防治试验
。

每 年 在 三 月中
、

下旬及 8 月中
、

下旬处理二次
,

共连续处理三

年
。

②结合修剪
,

去除枯死枝
,

适当修剪促进枝条生长
,

尤其要注意控制结果数量
,

勿

使过 多
,

以利树势的恢复
。

③加强果园的土壤管理
,

每年冬季耕翻一次
,

生长季节注意及时松土和锄草
。

④做好其他病虫害 ( 如梨星毛虫
、

红蜘蛛
、

褐斑病等 ) 的防治工作
。

防治示范的效果是根据病株地上部分的新梢生长长度 ( 4 0一 50 个新梢的平均数 ) 和

单株结果量的逐年计算以及地下根部发病情况 的抽 查结果来表示的
:

南坊公社果 园防治示范结果
:

19 7 6年 1 9 7 7年

数 值ǔ数一431 9 75年 比上年增
长 %

比上年增 }比沁年增
长% { 长%

单株平 均产量 (斤 )

单株平均新梢生 长量 (厘米 )

竺…
4 0

。

3

3 1
。

0

3 3 3

1 9
。

0

9 8
·

“
{

` 4 5
·

2

3 3
。

5 } 8
。

1

9 6 2
。

4

丁6
。

注
:

未加处理的 对照 区 已因 园斑根腐病 及腐烂病的 严重为害而进行重栽更新
。

抽查

根部 发病情况发现大部分病根的病部 已经愈合并长 出新根
。

此外示 范 区 中 仍 有 4
.

6 % 及

1 7
.

3 % 的植林分别具 有较明显 的及轻微 的地上部分症状
。

常家及郑家果
`

园防治示范结果
:

单株平均产量 ( 斤 )

单株平均新梢生长量

( 厘米 )

示范区

对 照

示范区

对 照

…一一三竺生一
一

)一
一

-

一一1旦竺
-

_
_

1 9 7 5 …* 估 …。耳上年 { * 。 …L旦上年 …比? 5年

一一 {二丫二产兰当}二二 {兰竺当…兰兰当
一 {

5 ,
·

4 … 一 …“ 8
·

4 … 7 2 … 一

-
-

二一 }
一

i兰全邑…
- 二 }里竺

-

…卫 211{一
~

二
~

“ 3
·

3

1
“ 7

·

0

…
’ 5

·

9

…
3 8

·

2

{ “
·

5

1
“ 3

·

9

“ 2
·

“ { “ o
·

7 …
一

9
·

2
{

“ o
·

5 { 吐7
·

“ … “ 3
·

”

注
:

对照只是五株的平 均数字
。

从以上 二个防治示范点的结果来看
,

综合防病措施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

南坊公社

果园由于原有生长及结果的基础较差
,

因而处理后跳增长幅度就比常家与郑家大队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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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高些
。

五
、

讨 论

1
、

根据B oo th l卯 1年的总结
,

尖胞滩刀菌的 7 G个专化型中
,

只有 F us ar 沁 rn O x ys

一 p o1’ o
m S c lll

。

f
. s p

.

碗
r
饨 m 。

时沁 ( T oc 城 ) G rQ d
.

a() 能够为害包括在苹果园斑根腐

病为害寄主范围之内的欧洲葡萄 ( V 代沁 戒 n王f e r 扭 L
.

) 及 其杂种
。

由于该专化型只能

为害葡萄属 ( V 计 15 ) 的植物
,

而园斑根腐病却能为 害 贺泉
、

桃
、

梨
、

葡萄
、

核桃
、

梧

桐
、

杨树
、

榆树等多种分类地位不同的寄主植物
,

因此
,

我们鉴定 的菌种不应属于以上

专化型
。

看来
,

新立一个专化型是比较恰当的
。

暂 定 名为 F “ “ a r i “ 血 “ 名 s3r p “ r “ m s “ 111
.

n .

f
. s
.P m al io 茄属镰刀菌据报导是可以引致蚕豆

、

菜豆
、

黄瓜
、

茄子以及 蕃茄等蔬菜

的根腐病
,

同时还可造成一些硬质树木
,

如袖木
、

M a e
sQ p成“ 、

刺槐
、

糖械
、

白杨
、

鹅掌

揪
、

红橡以及构树的溃疡
,

另 外 F
吐 “ 、 i a 很 “ 。 a1 或M ar t

,

) S耽
C 。

f
. “ p

.
“ “ r “ 川 i i f ol “ e

B加 t
. e t rP

a “ a d还可使酸檬 柠 发 生 突然落叶及新梢 萎 蔫 和 回 枯
` 7 )

。

F
.

so al n i

( M a : t
.

) S aC
“ .

几
“ p

.

o or i S ak 盯
。 e t M 叭

.

也 可为害桑属植物 “ ) ,
F

.

so la 成 (M a r
)t

,

S a e C .

f
. s p

.

p i p 。 : i “ A lb u g
.

为害黑胡椒 ( 6 ) ,
F

.

。 。 l a o i ( M a : t
.

) S a e o
.

f
. s p

. r o b i n i a e

M a t如
e t S acl

.

为害刺愧 ( 工 “ )
,

因此由茄属镰刀菌导致苹果等果树根腐病完全是可能的
。

另外
,

弯角镰刀菌的涂
,

别分离菌系还可 弓!致华果腐烂
,

因此这两种该刀苗是可以为害苹

果等木本寄主
,

从而引起根腐病的
。

2
、

通过对礼泉地区根腐病的调查研究及防治试验
,

使我 们看到了很腐病在本地区

发生危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

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
,

使果树迅速正常结果
。

很

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

我们谈几点意见 和同志们共同商榷
。

①加强肥水和土壤的精细管理
。

在肥料缺乏的地方
,

应力争处理好粮棉和呆树争肥

的矛盾
。

可大量友展种值绿肥压青
,

这一方面可解决肥源问题
,

另一方面
,

在干旱地方

可增 呵也面夏盖
,

减少水分沟蒸发
。

在干旱和土壤板结为地方
,
有条件的还可普遍进行

果园深翻
, 加强根系的分布范困和深度

,

增加根 系抵抗各种不良环境的能力
。

②对子患病产重的植株
,

最好在开春就进行 药 剂 灌 根 施 肥 (可 用 硫酸铜5 00 倍

液
、

波美0
.

50 一 1
“

石硫合剂或五氯硝酸苯 800 倍液 )
。

在 患 病较轻
,

而开春又感劳力缺

乏
_

时
,

可在冬季进行深翻施肥
,

也可使树体逐年恢复起来
。

⑧采取合理的修剪技术
,

本地区多是幼龄和进入初结果期的树
,

正是根系急剧生长

的时候
。

过重的修剪
,

对根系的威胁较大
,

对于衰弱的树
,

更不能操之过急
。

企图用连

年重剪刺激生长
,

这样将适得其反
。

应精细管理
,

注意疏花疏果
,

使其合理负担
,
逐年

饮夏树势
,

在大小年严重的地方
,
则应采 取 积 极 有效的措施

,

努力缩小大小年间的幅
度

。

对于一些成令以上的病树
,

由于水路自然趋于减弱
,

光路加强
,

会更加削弱根系
,

因此可适当重回缩
,

减少养分的消耗
,

从而调节水路和光路的平衡关系
。

广大果农在长期的生 产 斗 争中
,

有许多防治根腐病的成功经验
,

例如峰火大队果

园
,

曾因长期干旱造成根腐病严重泛滥
,

果农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每株浇十几

担水
,

并施了大量的猪血兮毛等杂肥
,

再结合重回缩
,

使 病 树 恢 复健康
,

现已基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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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另外本县的柴市果园和与仅相隔不到一里路的西关果园形成的显明对照
,

也可说明

土肥及管理在防治根腐病中的重要意义
。

柴市果园水肥管理精细
,

地面湿润磐洁
,

树体

健壮
,

叶色浓绿
,
果实累累

,

无根腐病的危害 , 而西关果园则 由 于 管 理粗放
,

杂草丛

生
,

整个果园面临着被根腐病毁灭的威胁
。

在这里不能说相隔不远的梁市果 园的土壤中

就没有根腐病菌的存在
。

而关键在于健壮的树体
,

根 系旺盛的生命力
,
抵抗了病菌的入

侵
。

3 、

这次试验的进行
,

使我们对礼泉地区的根 腐 病 发 生危害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

解
,

同时也摸索出了防治此病的依据和途径
。
但是

,

今后仍有特于进一步试验与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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