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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炭疽病(Coiletotrfchum 口』oeospori0Ps Pen z．)是柑桔产区一种常见 的 

病害。近年来在汉中地区病害的发生有所加重已成为影响生产的主要问题。作者于1987 
～ 1 989年对该病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其潜伏期的长短进行了探讨。在作者对其观 

察的过程中 可能 由于涉及的方法不同，其结论与前人报道有所不同 。现 将 其观 

察结果报道如下。 

l 材料与方法 

T．T 太 田蕾童夏系统定点观察 

每年在发病盛期选择不同类型的枯 园对病情 、栽培管理措施和病虫防治等情况进行 

记载，重点桔园定树系统观察，每I5~20 d记载自然病叶率，定期测量枝杆病 斑面积。 

1．2 请謇侵寨时期的观察研究 

文 稿牧 到 日期 ，1990—97-23． 

·蓐琳、傩新科同毒参坪都升工干}．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98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l9卷 

1．2．1 套袋试验 分别在弥陀、王庄2个桔园各选择当年生枝条420个进行套袋。P,6Yl 

1日起每15 d暴露30个纸袋，每次暴露l5 d，于l1月底结束。设不暴露、不套袋为对照。翌 

年 s月记载自然病叶宰，同时将套袋校条的叶片全部摘下进行保湿，记载保湿病叶率。 

1．2．2 当年生叶片带菌率的测定 每年从5～11月定期每次摘取当年生健康叶100~3 O0 

片，洗净后诱发病菌产孢，同时用20片二年生叶做对照。分别于第5，Iod记载保湿叶片 

产孢病叶率。 

1．2．3定期定点观察树上病枝、叶及地面落叶产孢情况 生长期每 l 0 d检查 l 0棵树l 00 

个病枝、叶以及树下相应的5 O0片落叶，统计产孢叶率。 

1．2．4空中孢子捕捉 在树闾以0．5，1，1．5 1TI不 同高度，设置6个孢子捕 捉 器，5 d检 

查1次，以80倍 (10×8)视野下统计孢子数量。 

1．3 人工接菌试验 

用树上病叶和地面落叶分离并经 ’吨化的病菌，分别稀 释至 1．2 x l 0e／mL浓度的孢 

子悬浮液于5月上中旬喷雾接种在当年生无菌叶片上，48 h后离体保湿培养，记栽保湿病 

叶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囊害周年发生情况 

通过大田普查和定点定株系统观察，得知柑桔炭疽病在汉中地区一 般从冬季1 2月上 

中旬可见到病斑，温州蜜柑品种则推迟一个月左右 (图1)。同一品种若树体营养 不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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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糟桔炭疽病周年发生情况 

I．2．弥陀桔圊 (108B年l l 3．弥陀桔园 (1̈ 9 

年)}4．王庄精日 (19B8年)·5．扳明桔固 

(10e9年) 

际1为束缸枯外，其它均为温州宣桔 

或虫害严重时病斑出现略早。3月份为发 病 高 

峰期，病斑此时开始产生分生孢子盘，4月份病 

叶率逐渐降低。表明汉中地区炭疽痛发生规律 

与我国南方柑桔产区有明显区别 。对 164个 

枝 、杆痛斑定期测量的结果，表明枝条病斑一 

般多从痛叶叶柄基部开始发生，3月病 斑 面积 

逐渐扩大，4月后扩展速度降低至5月上中旬停 

止，6月初开始形成爆皮。经174个枝杆病斑的 

分离，发现有11个病斑仍有病菌存括，说睨翌 

年有部分病斑可继续扩展。 

2．2 庸害侵染来源夏侵染时期 

2．2．1 病害侵染来源 前人已 证 实 树 上 病 

枝、叶为初侵染来源 ”“]。 作 者 对 地 面 

落 叶 产 孢的捡查 (图2)，发现 汉 中 地 区 

5月 便 可 见 到 地 面 落 叶 产 生 桔 红 色 分 生 孢 子 团，逐 日 增 加 于 6月 即达{L 

孢 高 峰，直 至lO月 若 地 面湿度大，均可见到落叶产孢。同时，作者用树 上 病 叶， 

地面落叶分离的病菌对 当年生无菌叶片分别接种。结果证明两个菌系的致病效果一致。 

从图2可以看出，地面落叶的产孢情况与当年生叶片及套袋试验保湿病叶率的变化趋势 

基本相吻合，而树上症叶的产孢率则变化 大。另外从表1得知不同高度均能捕捉 龠 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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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随着距离的增高孢子数愈少。园此，推测地面落叶产生的病原菌可能也是重墨初侵 

染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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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蒜 统观察病叶率 的变化 

1．地 面藩叶产 孢率 J 2．套袭 试验 保温府 叶率I 3．当年生 叶 片 

保 基病 叶率I 4．孢子 捕担教 量I 5．村上 府 叶产 孢 率j 6·温 度 ’ 

=年生叶片带售率几乎进lOO％I赦 束刊入鼯中 

2．2．2 侵染时期 从套袋 和 当 

年生叶片带菌测定的结 果 表 明 

(图2)，病 害 在 田 间 的初侵 

染 期 为5月 上中旬至6月 上 旬， 

7月为第 一 侵 染 高 峰 期，8月 

上旬带菌率的增 长 速 度 缓 慢， 

9月上甸增加速度又回升出现 第 

二个侵染高峰，i 0月后带菌叶片 

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直到11月中旬 

为止。这表明柑桔炭疽病在汉中 

地区侵染时间较长。 

2．8 柑桔炭疽翥菌潜伏侵 染 现 

象 

经过三年当年生叶片带菌率 

的测定 (图 2)可 以 看 到叶片 

从6月中旬后带菌率逐渐增多，9 

月后则达90％以上，=年生叶片 

几乎100 带菌。无论叶片带菌率 

多高在田间正常 自然条件下均不 

发病，需到l2月后部分叶片才呈 

现症状。说明柑桔炭疽病在田间 

带菌现象极为普遍，同时也证明病害潜伏期在汉中地区较长，可达 6 个 月 至 一 年 之 

久。 

附寰 各梧嗣不同■度孢子捕捉请况 

注一袁 中数 字为1O十视野 的平均 孢子数 。 

2．4 影响病害发生的因素 

2．4．i 温度对病害的影响 

根据当地园林部门对病害的反应及作者 

的观察，与1983年以来冬季元月份的温度进 

行比较分析，发现在发病较轻的年份 (1985 

~ 1988年)当年元月最低日平均气 温 仅 在 
一 0．323和一0．5℃之间，而发病严重的1983， 

1984，1989年元月最『氐日平均气温却分别为 
一 2℃，一i．8℃， 一i．9℃．单从南郑县1984 

年 春 调 查看，重病几乎绝产树有 6 000株，并观察到在遭受大雪冻害后的第5 d桔园病 

叶率可突然达70％以上。说明低温对桔树生长不利，尤其在树势衰弱情况下可促使病害 

的大发生。 

2．4．2 桔园管理水平对病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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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3年对龙王，程蝙、牡家坝、姜刘等12个不同桔园在施肥 管理、产量及病害发 

生方面的系统调查，经分析可知凡管理好，施肥合理的桔园亩产 均在1 000 kg以上，炭 

疽病发生轻病叶率仅为1．5 ～8．5 1而条件基本相同只因管理粗放施肥不足，亩产在 

500kgg(下，甚至只有几十斤，然而病害却相当严重病叶率可 达 45．8 ～93％．这 说明 

轻视桔园管理仍是诱发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 

3 讨 论 

汉中地区柑桔炭瘟病的盛发期在时间上较南方晚，且集中1程度上比南方严重 。 

这可能是 由于此菌在该地区具有长的潜伏期，在冬舂的低温等原因下，致使寄主抗性降低 

而表现出症状。至于不同地区菌系的致病性是否存在差异，尚需进一步研究。 

作者根据 3年的研究认为，由于柑桔炭疽病症状的出现 与树势衰弱、冻 害 有密 切 

相关性，而与叶片带菌率相关性不强，加之炭瘟病在本省具有潜伏期长的特点，因此， 

加强桔园栽培管理，增强树势，提高抗寒抗病能力是防治的根本措施，使用化学药剂则 

是防治的辅助措施。 

奠宁生教授 程摩础教授对率珥研究提供了宝贵建议，并承蒙审阅文蔷，特此象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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