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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叶尖枯病的症状和发生原因 

签堕 陈根强 韩建国 邑垒 和广磊。 ． ————一 
(1洛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2洛阳动檀锄检疫局，3洛阳市王城公园．河南洛阳 471003) 

摘 要 根据牡丹叶尖桔病的症状特点和田间扩晨方式，以及对大气和牡丹叶片中氟浓 

度的 定，结果证实牡丹叶尖桔病是由大气氟污染引起的一种非侵染性病害。污染区的牡丹 

在生长季节叶片不断地暇收氟化物，当叶片中氟浓度超过了其能够耐受的限度时，即表现桔 

死症状。由于氟化物在叶片中会随着燕腾流向叶尖，雨使叶尖的氟浓度较高，故桔死盎状先在 

叶尖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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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牡丹病害的发生和防治进行了不少研究，已发现牡丹病害28种，并查明了部 

分病害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 ”，但关于牡丹叶尖枯病的病原、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尚 

未见报道 作者从1988年起河南洛阳开展牡丹病害研究，并于1995年在在郑州、荷泽、西 

安等地进行了多次调查 本文报道了牡丹叶尖枯病症状和发生原因，以期为本病害的防治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症状观察厦病原物分离 

发病季节在洛阳市王城公园牡丹花坛，对牡丹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症状进行观 

察。采集病叶，分别按照真菌和细菌性叶斑病的分离方法“ 进行病原物分离。 

1．2 病情调查 

在每一地点的选定品种上确定 5株，每株调查2枝，逐叶记载病情严重度，并计算病 

情指数。病情严重度的记载标准为：0级，无病；1级，病部占叶面积的1／8以下 2级，病部 

占叶面积1／8-1／4；3级，病部占叶面积1／~-1／2；4级，病部占叶面积1／2--3／~；5级，病 

部占叶面积 3／4以上。 

1．3 牡丹叶片厦大气中氟浓度的测定 

从采样地的供试品种中随机选择2～4株，采集当年生枝上3～4叶位的叶片适量，用 

自来水刷洗和重蒸馏水洗涤2次后，按文献E5]的方法处理和测定叶片中的氟浓度 

用碱性滤纸采样，氟离子电极法测定。方法同文献[7]。 

2 结果与分析 
2·1 牡丹叶尖桔病的症状 

牡丹叶尖枯病的典型症状是从叶尖开始枯死，枯死部位逐渐扩大，可达叶片一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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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甚至全叶枯焦。叶片上病、健交界处界线明显，并常在此处呈现暗褐色条带。有时在叶 

片枯死部位的背面有黑褐色发亮的胶粘状物出现。 

2．2 非侵染性病害的确定 

为了查明牡丹叶尖枯病的病原，首先按照真菌性病害进行了多次组织分离，结果均未 

分离出病原真菌，在病部也从未见有真菌性病征出现。因发现有些病叶背面有类似细菌菌 

脓的黑褐色胶粘状物，怀疑该病是细菌·陛病害，按细菌性病害进行了多次组织分离，也来 

分离出病原细菌。进～步研究发现，上述黑褐色胶粘状物只是牡丹叶片的溢出物。 

根据该病在田间出现时，一般表现为较大面积的均匀发生，没有侵染性病害那种由点 

到面、由发病中心向周围逐步扩展的特点，初步判断该病为非侵染性病害。 

z．3 氟污染与牡丹叶尖桔病的发生关系 

牡丹叶尖枯病先由叶尖开始发生，病、健交界处界线明显且常出现暗褐色条带。这些 

症状特点与氟污染所造成的植物病害症状很相似L8J。而且该病发生严重的洛阳、郑州等地 

又都有重要的氟污染源，如铝厂、玻璃厂、陶瓷厂、火电厂等。故初步判断该病可能是由大 

气氟污染所致。 

为进一步证实上述判断，于199"5年1O月 1～6日，在有氟污染源的河南省郏州市上 

街区大型铝厂附近选择了3个牡丹栽培点，即铝厂牡丹花圃、上街东牡丹花圃(距铝厂约 

3 km)、荥阳市牡丹花圃(距铝厂14 km)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距污染源越近，牡丹叶尖枯 

病越重。以牡丹品种=乔为材料在上述地点及洛阳市王城公园、西北农业大学(陕西省杨 

陵镇)牡丹花圃进行调查测定，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大气氟浓度及牡丹叶片中氟浓度与 

叶尖枯病病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裹 1 不同地点的病情夏太气和牡丹叶片中，I浓度 

2．4 牡丹叶片尖端与基部氟浓度的比较 

牡丹叶尖枯病的典型特征是叶尖先发生枯死，这也是氟化物危害其他植物所造成症 

状的典型特征。据余叔之等 报道，许多植物的叶片对大气中的氟化物有较强的吸收能 

力，并且氟化物进入植物叶片后，会随着蒸腾流向叶片尖端，而使叶尖的氟浓度较高， 

首先出现枯死症状 据其测定，在唐昌蒲叶片上，距叶尖0～5 cm处的氟浓度为58．9 

rag·kg～，5～1O Ein处为 23．8 rag·kg_。，1O～20 ci22处为8．3 rag·kg～．作者对洛阳市 

牡丹叶片尖端与基部氟浓度的测定结果见表 2．可以看出氟在牡丹叶片上的分布也是不 

均一的，其分布趋势与叶尖枯病的症状表现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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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还可以看出，6月 30日叶片中氟浓度比6月 1日高得多。这是由于牡丹在生 

长季节，叶片不断地吸收大气中的氟化物，氟在叶片中逐渐积累增加所致。 

3 讨 论 ． 

1)大气氟污染是造成牡丹叶尖枯病的主要原因。当牡丹叶片中的氟浓度超过了其能 

够耐受的限度时，即出现枯死症状，氟化物被吸收后随着蒸腾移向叶尖，使叶尖的氟浓度 

较高，故叶尖首先出现症状。 ． 

2)关于氟污染对植物的危害，前人已进行过一些研究 ]。在前人的有关工作中，多 

是利用熏气法研究氟对植物的危害，而熏气法一般仅用于短时、高浓度的氟处理，反映的 

是短时高浓度氟污染对植物的危害嘲。事实上，长期、低浓度的氟污染在 自然条件下是广 

泛存在的，牡丹叶尖枯病即是由这种污染引起的病害。若能在隔离撩件下创造不同的微域 

空气氟浓度，研究其对牡丹的危害并与自然条件下的情况相 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也可 

测得牡丹的耐氟程度，这是本项目在今后研究中需要补充的内容。 

3)防治牡丹叶尖枯病必须从治理大气氟污染着手，但其他方面的防治措施也应加强 

研究 。 

致谢；张淑玲、于梅娥和胡公洛同志参加了本项研究工作，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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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ymptom and Pathogenicity of 

Peony Leaf Tip Blight 

Lin Xiaomin Chen Genq~ang Hart Jianguo Lu Jlngang He Guanglei 

(I  ̂ Agricultural College． ∞ ．471003) 

Abstract The results，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sympto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in the field and the fluoride concentration in the air。indicate that the peony 1ear 

tip b1ight is s non-infective disease caused by air fluoride pollution．In the growing sea— 

son of peony，the peony 1ear constantly absorbs fluoride from the air．The 1ear wil1 be 

b1ight when the fluoride concentrat~n in the leaf is tOO high．The fluoride can be trans一 

1ated to the leaf tip by transpiration，so the fluoride concentration in the 1esf tip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leaf base，and then the blight symptom appears first in the leaf tip． 

Key words peony，leaf tip blight，pathogenicity，symptom，air fluoride pollution 

· 简 讯 。 

乾县黄土台原区综合治理开发及农业持续发展研究通过鉴定 

由李靖教授主持的国家“八五 科技攻关项目专题之一的“乾县黄土台原区综合治理 

开发及农业持续发展研究 ，日前顺利通过了技术鉴定。 

“八五 期间，该专题经过研究和探索，逐步解决了黄土台原地区农业持续发展中的技 

术难题·有效地控铜了水土漉失。课题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攻方向，以早作农业增产技术 

体系为突破口，开展了7个子专题的试验研究。目前，试区治理度已接近80 ．人均纯收 

入达 1177元·人均生产粮食640公斤·远高于周边地区。试区还建立了包括优良品种引 

育、平衡施肥、蓄水耕作等为主要内容的旱作农业综合技术体系，并已大面积推广}提出了 

比较完整的水土保持工程体系框架，利用国内目前较为先进的爆破成腔技术诵节土壤水 

分。同时，在土地利用优化结构、早地果树优质丰产栽培及果品保鲜加工技术等方面也取 

得了重要进展。建立了20多个辐射全县的试验基地和示范样板．在种植、养殖与旱地果树 

丰产栽培等方面形成的多项成果和技术经验得到了广泛示范与推广．为当地果品支柱产 

业的形成和畜牧业及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专家评审委员会认为：由西北农业大学主持的乾县黄土台原农业综合治理研究专题 

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明确，总体设计合理，研究工作进展较快，推广效益显著，应用前景可 

观．技术资料和档案齐全，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摘 自《西北农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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