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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套袋苹果黑点病是苹果套袋后产生的一种新病害, 严重影响优质苹果生产。对此病害的病菌及其

与果园海拔高度、育果袋质量、结果部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套袋苹果黑点病是由真菌粉红聚端孢霉

(T richothecium roseum L k. ex F r. )引起的。套袋苹果黑点病在海拔 1 000 m 以上的果园发病轻, 海拔 1 000 m 以下

的果园发病重; 用透气性好、表面吸水性弱、柔软、抗张性好的育果袋发病轻, 反之发病重; 另外在树冠的不同部位

发病情况也不一致, 树冠的中部发病重于下部, 下部重于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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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套袋是生产无公害优质苹果的重要措施之

一, 不仅能增进着色, 使果面光洁, 提高品质, 而且能

减少喷药, 防止污染, 保护环境。就陕西省而言, 推广

套袋苹果已经有五六年历史了, 1998 年套袋约 2 亿

只, 1999 年约 5 亿只。从中获得不少效益, 积累了很

多经验。然而, 在推广过程中发现在套袋苹果园中有

一种新的病害——套袋苹果黑点病, 给套袋技术的

推广增加了困难[1～ 3 ]。为提高果农的积极性, 有效防

治套袋苹果黑点病, 对套袋苹果黑点病的发生与流

行规律进行了调查, 现将部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病原菌的分离、纯化及培养性状观察[4～ 6 ]

采集发病初期、症状典型的病果进行室内组织

分离培养。切取病健交界处 3 mm ×3 mm 的果皮及

果肉, 置于 PDA 平板培养基上于 25 ℃的培养箱中

培养。每天观察记录菌落生长情况。挑取 PDA 培养

基上培养 2 d 的单菌丝尖端及培养基, 接种于 PDA

试管内的斜面培养基上进行菌种纯化, 置于 25 ℃的

培养箱中 5～ 7 d 后封管保存于冰箱中备用。

1. 2　致病性测定[5, 7 ]

将分离到的菌种分别进行室内和田间接种, 对

照为清水。室内接种采用刺伤法, 将果面刺伤后接入

菌丝, 置于塑料袋中于 25 ℃的培养箱中保温培养。

田间接种将果面刺伤后接入菌丝, 喷水, 用育果袋套

住。每天观察记录发病情况。

1. 3　结果部位发病规律调查

1998 年 9 月中旬, 选择发病较重的宜君县尧生

乡为调查点。共选 3 个果园, 均为红富士苹果, 果园

郁闭, 管理较好。调查时, 每一果园按交叉 5 点取样

法选取 5 个调查样点。每样点选取 1 棵苹果树, 按树

冠上、中、下部各随机选 20 个套袋苹果进行调查, 记

录并统计发病情况。

1. 4　发病与海拔高度的关系调查

1998 年 9 月中旬, 在三原马额镇, 白水县雷村

乡, 澄城县王庄乡, 黄陵县太贤乡、阿党乡、隆坊镇,

洛川县后子头乡, 富县交道镇, 合阳县甘井镇等地进

行套袋苹果黑点病发生情况调查。每地选择 3～ 5 个

果园, 均为红富士苹果, 开放型果园, 育果袋为日本

进口袋。每个果园按交叉 5 点取样法先取 5 个调查

样点, 每样点选取 1 棵树, 每棵树随意选 20 个套袋

苹果进行调查, 同时测量当地的海拔高度, 记录并统

计发病情况。

1. 5　发病与育果袋的关系调查

试验点设在乾县马连乡大乙村, 试验园内苹果

均为红富士品种, 5 年生, 矮化密植, 株行距为2 m ×

3 m , 地面有间作物, 果园较郁闭, 管理一般。于 1999

年 6 月上旬套袋, 共用 20 种育果袋进行试验, 每种

育果袋套果 400～ 500 个, 套袋前喷大生M 245 1 000

倍液。9 月下旬进行套袋苹果黑点病发生情况调查。

调查时每个处理随机调查 100 个果袋内的果实 (树

冠下部 30 个, 中部 50 个, 上部 20 个) , 分别记录并

Ξ [收稿日期 ]　2002205214
[基金项目 ]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99SM 26)
[作者简介 ]　唐周怀 (1960- ) , 男, 陕西扶风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昆虫学研究。



统计发病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套袋苹果黑点病病原菌鉴定及致病性

　　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病原菌形态为: 分生孢子

梗 (91～ 170) Λm × (2. 3～ 3. 1) Λm , 分生孢子顶生

成团, 以下侧方连接于孢子梗, 基部有小突起, 无色,

双细胞, 分隔处略有缢束, 卵圆形, (9. 9～ 18. 8)

Λm× (5. 5～ 8. 2) Λm。经鉴定, 此病原菌为粉红聚端

孢霉 (T richothecium roseum L k. ex F r. ) , 属于半知

菌类 (Fungi Imperfect i) , 丛梗孢目 (M on ilia les) , 丛

梗孢科 (M on iliaceae) [8～ 10 ]。

根据接种试验, 室内接种 2 d 后, 刺伤部位变

色, 果面出现黑褐色小点。5 d 后镜检可以发现粉红

聚端孢分生孢子。田间接种 3 d 后开始发病, 7 d 后

可见到分生孢子。

2. 2　套袋苹果黑点病在不同结果部位的发生规律

从表 1 可知, 套袋苹果黑点病在树冠不同部位

的发生情况不一样。树冠中部发病最重, 树冠上部发

病最轻, 树冠上、中、下部发病率分别为 24. 4% ,

31. 7% 和 27. 5%。
表 1　套袋苹果黑点病在苹果树上不同部位的发病率

T able 1　T he occurence rate of b lack2do t disease of

bagged app le in differen t po sit ion of app le tree %

果园编号
O rchard

结果部位 T he po sit ion of fru its

上部
U pper part

中部
Central part

下部
L ow er part

1 16. 0 36. 6 37. 8

2 25. 0 25. 0 22. 5

3 32. 2 33. 4 22. 2

平均M ean 24. 4 31. 7 27. 5

2. 3　套袋苹果黑点病的发生与海拔高度的关系

由表 2 可见, 套袋苹果黑点病的发生与海拔高

度有一定关系, 海拔 1 000 m 以上的富县、洛川、澄

城县、黄陵等地发病较轻, 发病率低于 4% ; 而海拔

1 000 m 以下的合阳、白水、三原等地发病较重, 三原

马额的发病率高于 50% , 两组差异明显。这是由于

低海拔地区气温偏高, 果树长势旺, 枝条多, 叶幕层

厚, 果园相对密闭, 通风透光较差, 故有利于病害发

生; 而高海拔地区气温偏低, 果树长势较缓, 枝叶稀

疏, 果园通风透光条件好, 不利于病害发生。

表 2　不同海拔高度套袋苹果黑点病的发生情况

T able 2　T he occurence rate of b lack2do t disease of

bagged app le in differen t a lt itude

调查地
Investigated p lace

海拔高度öm
A ltitude

发病率ö%
O ccurence

rate

富县 Fu coun ty 1 100 2. 0

洛川县 L uochuan coun ty 1 100 2. 0

澄城县 Chengcheng coun ty 1 050 2. 5

黄陵县 H uangling coun ty 1 000～ 1 100 4. 0

合阳县 H eyang coun ty 800 20

白水县 Baishu i coun ty 700 10

三原县 Sanyuan coun ty 600 60

2. 4　套袋苹果黑点病的发生与育果袋的关系

由表 3 可知, 不同育果袋发病轻重有明显差异,

总体趋势是国产育果袋发病重于进口袋 (1～ 10 号

为进口袋, 11～ 20 号为国产袋)。但在进口袋中发病

程度也有差异, 有的发病率高达 26% , 而有的却未

发病。在国产育果袋中, 也有发病很轻的情况, 如 20

号袋就没有发现发病。对各种育果袋的透气性、表面

吸水性、柔软性、抗张性进行了初步测定, 结果发现,

用透气性好、表面吸水性差、柔软性好、抗张性好的

育果袋发病轻, 反之发病重。

表 3　不同育果袋套袋苹果黑点病的发生情况

T able 3　T he occurence rate of b lack2do t disease of bagged app le in differen t bags

袋号
Ba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发病率ö%
O ccurence rate

14 26 3 2 6 10 0 0 0 0 1 4 9 10 15 45 7 7 7 0

3　讨　论

1)套袋苹果黑点病是一种苹果套袋后发生的特

殊病害, 在未套袋果园中未发现此种病害。套袋苹果

黑点病的发生除了与本文调查的因素有关外, 还与

果园的种植管理水平有关: 密植果园重于较稀植果

园, 乔化果园重于矮化果园, 郁闭果园重于通风较好

的开放型果园。同时, 发病轻重与套袋技术也有关

系, 如套袋前未喷杀菌剂, 或喷布不均匀, 或用药不

当, 套袋时纸袋未撑鼓, 袋底角透气口未撑开, 套袋

时未将袋口朝下而是袋口朝上兜套等, 都可能加重

病害的发重。这些都将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2) 育果袋的质量好坏主要与其透气度、表面吸

水性、不透明度、抗张指数及柔软度等因素有关, 从

本文的调查发现, 进口袋的田间应用效果总体要好

于国产袋, 经初步测试分析, 进口袋的上述指标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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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产袋, 这为田间应用效果奠定了基础。国内厂家

应尽快解决育果袋的质量问题, 尽早实现育果袋的

国产化。

3) 病害的发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其中气候条

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 套袋以后至摘袋以

前的气候条件尤为重要。据三原县气象资料反映,

1998 年 7 月上旬降雨 168. 4 mm , 且集中于 5～ 9 日

(共降雨 155. 1 mm ) , 雨后天晴, 持续高温, 出现本

地少见的高温闷热天气, 以致以后套袋苹果黑点病

发生严重。而 1999 年未出现 1998 年类似天气, 在同

样的果园, 使用同样的育果袋, 发病却很轻。当然, 这

一点需要做更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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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 lack2do t d isease of bagged app le is a new disease fo r app le bagging, and harm fu l to p roduce

h igh quality app le. T he germ of the disease and rela t ion to elevat ion, bagπs quality, the po sit ion of fru its

w ere invest iga ted. T he resu lt show ed that the germ of b lack2do t d isease of bagged app le w as T richothecium

roseum L k. ex F r. . A pp le o rchards over an elevat ion of 1 000 m etres had sm aller d isease occu rence ra te than

tho se below an elevat ion of 1 000 m etres. T he disease w as also rela ted to differen t app le bags. It had a ten2
dency that there w ere sm aller d isease occu rence ra te in app le o rchards of u sing the bags w h ich had good

p roperty of ven t ila t ion and an t i2ten sion, bad p roperty of ab so rb ing w ater in su rface, and w ere soft than the

o thers. In addit ion, the differen t parts of app le t rees had differen t d isease occu rence level. In the m iddle part

of app le t ree itπs the mo st seriou s, and then in the bo t tom , and in the top of the tree itπs the lighest.

Key words: bagged app le; b lack2do t d isease; bag; a lt 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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