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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杉落针病防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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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云杉落针病的防治效果
,

进行了不同云杉树种和营林抚育措施与云杉落针病的

关系调查 以及云杉落针病的化学防治试验
。

结果表明
,

以生态系统的 自控能力和云杉落针病流行规律为依据
,

选用

抗病树种紫果云杉造林
、

营造混交林
、

及时进行抚育间伐是防治云杉落针病的根本措施
。

使用 百菌清
、

多

菌灵和 甲基托布津的 液
,

纬代森锌
、

甲霜铜的 液喷雾
,

对云杉落针病的林间防治效果均可

达到 以上 在山高坡陡
、

林木高大
、

交通和水源不便的地 区
,

使用安林
、

安林 杀菌烟剂
,

对云杉落针病的林

间防治效果分别为 和
。

各种药剂对病原菌抱子萌发的抑菌作用明显优于其对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

因此
,

防治应在子囊抱子飞散高峰期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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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杉落 针 病 五 ,, 人

比 是 由 云 杉 散 斑 壳 菌 大妒 ,
引起的一种云杉叶部病害

。

该病在我 国四川

西部
、

西北部和新疆均有发生
,

是甘肃省 白龙江林区

人工云杉中
、

幼龄林的主要叶部病害
,

除引起云杉落

针病外
,

还可引起其他针叶树
,

如松属各树种及落叶

松等的落针或枯梢
,

被列人甘肃 白龙江林区重点监

测的林业有害生物
。

自 年以来
,

我国云杉落针

病的发病地区对该病的发生规律和防治进行 了一系

列的研究仁’一 〕,

但由于防治措施单一
,

对病害发生的

生态条件缺乏深人研究
,

使防治工作始终处于被动

状态
,

一直未能有效控制病害的蔓延
。

作者在以往研

究的基础上
,

以生态系统的自控能力为依据
,

研究 了

影响云杉落叶病病害发生发展 的主要 因子
,

将病害

治理与营林措施结合起来
,

提出了以营林措施为主
,

化学防治为辅的综合 防治技术
,

取得 了较好的防治

效果
,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不同云杉树种和营林抚育措施与云杉落针病

的关系

不 同 云衫树种 的杭病 性 在线路踏查的基

础上
,

选择感病指数大于
、

发病史 年 以上 的粗

枝 云杉
、

青海云杉
、

川西云杉
、

青杆和紫果云杉人工

林设立 固定样地 每块样地 内林木株数不少于

株
,

按树种分别进行病级调查
,

并统计感病指数和

发病率
。

不 同林种的抗病性调 查 选择立地条件相

同的粗枝云杉纯林和粗枝云杉 红桦
、

粗枝云杉

山杨混交林设立 固定样地
,

调查样地 内林木 的感病

指数和病株率
,

并计算林分蓄积量和材积增长率
。

抚 育间伐 时间对云 杉落针病发病情况 的影

响 年在甘肃 白龙江林管局舟曲林业局沙滩

林场
,

选择林分和立地条件相同的粗枝云杉人工林
,

按及时抚育和发病后进行抚育两种措施分别设立固

定样地
,

样地设立采用均匀分布法
,

面积
。

初始林分密度为 株 , ,

郁闭度
,

保留株数 株
,

结合伐除
、

级感病木和被压木
,

使林分郁闭度始终保持在

对照林分不作任何处理
。

于 年逐

年调 查样地 内林木 的感病 指 数和 病株率
,

并计算

年的林分蓄积量和材积增长率
。

云杉落针病的化学药剂防治试验

袍子 萌发抑制试验 供试药剂为 百菌

清
、

多菌灵
、

甲基托布津
、

代森锌
、

甲霜铜和 代森按共 种粉剂及安林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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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杀菌烟 剂
。

每种 粉 剂 均设
、

火 和

个浓 度
,

以蒸馏水 为对照
,

每处 理重 复

次
。

试验采用玻片抱子萌发法 进行
,

即将从病落叶

上制取 的供试抱子与各处理药液配成每视野 一

个抱子的悬浮液
,

后镜检统计抱子萌发率
。

烟剂防治试验在密闭的接种箱 内进行
,

按

的药量点燃烟剂
,

将用蒸馏水制成的抱子玻片

置 于接种箱 内受烟 后取 出
,

在 的恒温

箱中光暗交替培养
,

后镜检统计抱子萌发率
,

每处理重复 次
,

以不含主剂的 烟剂作对照
。

病 原 菌 菌丝 生 长抑 制 试 验 供试 药剂 为

中所用的 种粉剂
,

稀释倍数与抑制抱子萌发

试验相同
。

将各种药剂按不 同浓度加入 培养

基中
,

以不含药剂的 培养基为对照
。

在经

培养基培养 的病菌菌落边缘
,

切取 同质等量 的

菌丝圆块
,

接种于供试培养基 中央进行培养
,

后

测量菌落直径川
,

每处理重复 次
。

体方法是 选用 百菌清
、

多菌灵
、

甲基

托布津
、

代森锌
、

甲霜铜进行 叶面 喷雾防

治
,

样地面积约
,

稀释倍数为 一
,

以喷清水为对照 选用安林
、

安林 皿杀菌烟

剂进行烟剂防治试验
,

试 区面积约
,

用药量

为
,

连续 防治 次
。

以不 防治作为对照
,

每处理重复 次
。

于次年 一 月份调查样

地内的发病株率和感病指数
,

计算防治效果
。

结果与分析

不 同云杉树种及营林抚育措施与云杉落针病

的关 系
,

不 同树种的抗病性 由表 可知
,

粗枝云杉
、

青海 云 杉 八
。

确 和川西

云 杉 , 孙 的 抗 病 性 较 差
,

青 杆
尸 。 较好

,

紫果云 杉 尸 “ , “ 的抗病

性最强
。

林间 防治 试验 于病害侵染高峰期进行
。

具

表 不 同云杉树种对云杉落针病的抗病性
。

树种 调查总株数 感病株数 病株率 感病指数

粗枝云杉 。 “ 礴
,

青海云 杉
【 、。’, 今

川西 石杉 八 乙

青杆
‘,

紫果云 杉 。“

不 同林种的杭病性 由表 可 以看出
,

混交 纯林大幅降低
,

林分蓄积量明显增长
,

材积增长率为

林具有明显的防病效果
,

其病株率和感病指数均较
。

衰 不同林种对云杉落针病的防病效果

。 , , , , ‘ 〔
,

尸

林种 林龄 年 病株率 感病指数
保留株数
株

· 蓄积量
·

材积增长率

粗枝云 杉
‘ “ ‘ 己

粗枝云 杉 红桦
阳 尸

“ 加
一 月尸 ”万

粗枝 云杉 十 山杨
“ ‘ 产‘ ,

“ 资 “ 〕

抚育间伐 时间对云 杉落针病发病情况及云

杉生长的影响 由表 可以看出
,

经抚育间伐后
,

云

杉纯林的病株率和感病指数明显降低
,

两种抚育方

式间的差别不大
,

但及时抚育方式的防病效果相对

更好 另外
,

随抚 育 间伐 时 间延 长
,

从

年
,

感病指数明显下降
。

至 年
,

两种抚育方式的

感病指数分别降低为 和
,

说明长期及时

的抚育间伐是抑制云杉落叶病的有效措施之一
。

由

表 可见
,

经抚育间伐后
,

其对林分材积生长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

及时抚育和发病后抚育林分的材积增

长率分别为 和
,

二者差别不大
,

但均

达对照的 倍 以上
。



第 期 刘锦乾等 云杉落针病防治技术研究

表 抚育间伐后云杉落针病感病指数调查结果

抚育时间
调查年份

及时抚育

发病后抚育

对照

盆

一了八

表 抚育间伐对云杉纯林落针病的防治效果 年

叻

抚育时间 郁闭度 林龄 年 病株率 感病指数 保留株数
株

· 一 蓄积量 材积增长率

及时抚育

以病后抚育

对照

云杉落针病的化学药剂防治 发的相对抑菌率分别为 和 表
。

因

药剂对病 菌袍子 萌发的抑制作 用 所选 此
,

粉剂选用 百菌清
、

多菌灵
、

甲基托

种粉剂中
,

除 代森按外
,

其余 种药剂 又 布津 的 液最 为经济有效 种 烟 剂均可选

液对云杉落针病抱子萌发的抑制效果均达 以 用
,

但从抑菌率看
,

以安林 更好
。

上 表
。

安林
、

安林 烟剂对云杉落针病抱子萌

表 种药剂对云杉落针病抱子萌发的抑菌效果

吵 切 〔丫

袍子萌发数 镜检抱子数
药剂名称 稀释倍数 抱子萌发率 写 相对抑菌率 写

〕

百菌清

。 多菌灵
门

八

,

甲基托布津
一

八

』
。

代森锌

八 拭
。 甲霜铜

然

代森钱

对照 蒸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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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种烟剂对抱子萌发的抑菌效果
’

从 阴 ‘℃ 。

烟剂名称 抱子萌发数 镜检抱子数
、

一

抱 子萌发率
二

相对抑菌率

安林 八

安林 肠 门 才

对照 烟剂
’

一 〕

药剂 对病 菌菌丝 生 长的抑制作 用 由表 杉落针病菌丝的抑制作用较差
。

同时结合表 由表

可见
,

供试的 种粉剂中
,

百菌清
、

多菌灵
、

还可 以看出
,

同一药剂在相同的稀释倍数下
,

对云

甲基托布津的 液和 百菌清的 杉落针病饱子萌发的抑制作用明显优于其对菌丝生

只 液的相对抑菌率均在 以上
。

而其他粉剂对云 长的抑制作用
。

表 各种药剂对病菌菌丝生长的抑菌效果

药剂名称 稀释倍数 菌落直径 相对抑菌率

,一︸才口目‘改

⋯
﹄门口曰了口︹︸

弓 百菌清
’

。

从 环多菌灵

环 二 一 、

仔

。 甲基托布津

代森锌

月八
盆月皿工几自

胳炜甲霜铜

代森按

对照 〔
’

蒸馏水 。

化 学药剂 的林 间 防 治 效果试验 各种药剂 作为林间防治云杉落针病的备选药剂 安林
、

安林

的林间防治效果如表 所示
。

由表 可以看出
,

杀菌烟剂对云杉落针病 的防治效果为 肠和

百菌清
、

。 多菌灵
、

甲基托布津的 液 。
,

适合于本林 区 山高坡 陡
、

林木高大
、

水源及

及 代森锌和 甲霜铜的 液
,

对云杉落 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使用
,

可作为大面积控制云杉落

针病 的林间防治效果均达 以 上
,

因此
,

其可 以 针病的理想用药
。

表 不 同化学药剂对云杉落针病的林间防治效果

妒
‘

药剂种类
’

稀释倍数
一 一

病株率 感病指数 防治效果

异 百菌清

多菌灵
’

〔〕

甲基托布津

代森锌 〕

甲霜铜 石

’

清水

安林 呀

安林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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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治试验效果

年在甘肃省 白龙江林管局舟曲林业局沙

滩林场建立了云杉落针病综合治理试验区
,

面积约

耐
。

试验观察结果表明
,

采用及时抚育等营林

措施
,

可使林分郁闭度始终保持在 应用

云杉落针病测报技术
,

当预测感病指数达到防治指

标 以上时
,

采用 以安林
、

安林 杀菌烟剂为主

的急救措施进行 防治
,

防治效果达到了
,

平

均病株率下降了 当感病指数降到 以下

后
,

试验区林木生长 良好
,

材积增长率达到
。

结论与讨论

选用紫果云杉等抗病树种造林
,

营造混交林

或及时进行抚育间伐
,

可使林分郁闭度保持在
,

并形成有利于林木生长而不利于病害发生蔓

延的林分条件
。

增加人工林抵御病虫等 自然灾害的

能力
,

是控制云杉落针病最经济
、

最有效的措施
。

化学防治仍是控制云杉落针病大面积发生蔓

延 的有效手段
,

百菌清
、

多菌灵 和 甲

基托布津的 液及 代森锌
、

甲霜铜

的 液
,

对 云 杉落针病 的林 间 防治效果 均在

以上
,

可以作为云杉落针病林间防治的备选药

剂 安林
、

安林 杀菌烟剂对云杉落针病的林间防

治效果分别为 和
,

与喷雾等传统的防

治方法相 比
,

烟剂防治具有操作性强
、

防治成本低等

优点
,

适合在林 区 山高坡陡
、

林木高大
、

水源及交通

不便的条件下作业
,

可作为大面积控制云杉落针病

的理想用药
。

供试药剂对病菌抱子萌发的抑制作用明显优

于其对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

在防治上应掌握合适

的防治时机
,

即在子囊抱子扩散高峰期进行防治
。

在综合分析病害发生与流行规律的基础上
,

当预测感病指数达到 以上时
,

及时采用营林与化

学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
,

可有效减轻病害危

害
。

云杉落针病病原为弱寄生菌
,

存在潜伏侵染
,

主

要 防治途径应是增强寄主植物对病原菌的抵抗能

力
。

对于寄主的抗病性
,

本文只作了初步的探讨
,

今

后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抗病种源 的收集工作
,

推广抗

病树种造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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