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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花叶病拭魏初报
’

魏 事 生
. `

(植物病理橄研粗 )

一 前 言
t

一尽

脚日吐

苹果花叶病的分布广泛
。

据国外报导
,

在苏联
、

保加 利 亚
、

德 国
、

法 国
、

英

国
、

瑞典
、

意大利
、

南斯拉夫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么及南非联邦等

均有此病的分布
。

在国内
,

据已有报导和作者的了解
,

此病亦广泛存在
,

如辽宁熊

岳
、

大速
、

兴城 〔 8 〕
、

山东青岛
、

河北 昌黎
、

北京
、

山西清徐
、

陕西按德
、

延 安
,

三原
、

西安
、

兴平
、

整座
、

城固以及甘肃兰州
、

张掖
、

敦煌等地均有发生
。

虽然病

害的分布是如此广泛
,

但其发生和为害一般告不十分严重 ; 因此过去长 期 被 人 忽

视
。

近年来
,

苹果花叶病在陕西和甘肃一带随着苹果种植事业 的发展
,

亦相应地扩

大了其发生范围 ; 同时病害的严重程度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从而引起了大家的注

惫
,

要求迅速阴明病害的为害性
,

致病原因及其发生发展规律
, .

以便有效地进行防

治
,

保扯苹果种植的不断发展和增产
。

作者 自195 5年起
,

在西北农学院果园 (陕西兴平 ) 对苹果花叶病进行了一些观

察和献脸
,

目前工作仍在租箱
。

现将 19 5 5一 195 8年的部份工作桔果
,

分 别 技 述 如

下
。

这些查料都是初步桔渝
,

仅供参考并希指正
。

二 文献粽述

B r o d f o r d及 oJ le y 〔16 〕对苹果花叶病的研究历史曾做了群粕的规明
,

指出病害的 发

生历史很长
。 N o is e

tt 。
可能早在 1 825 年首次于法国报导了苹果花叶病的发生

,

并 且

进行了病害接种拭脸
。

但 L e r o y ( 186 7一 18 79年 ) 的韶载
,

N o i s e t t e 是在 1 839 年首

次描述 T 苹果花叶病
。

另据 D o e h a r t r 。 ( 1870年 ) 的韶述
,

v i b e r t 于 18 35年宜p在法国

进行了苹果傅病拭脸
。

其后
,

在 18 63 年
,

iy b o rt 正式报导了此病的发生
,

同时指出

` 各
此项工作在 19 55 年由周酒歇副吸技与作者合作进行

,

其后则由作者皿 t
。

.
工作中甘得到李建义副徽探的亲切指导

,

井浪我院果树吠珠站张东福等同志协助
,

特此璐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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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可以通过芽接进行傅播
。

再后
,

s t e w a r t ( 191 0年 )
、 e l i n t o ,

( 19 15年 ) 及 M o : -

. 。
( 19 16年 ) 分别在美国扭拍

、

康涅狄格及腼因等州发现了苹果花叶病
。

lB
o d ge tt

〔13 〕 ( 1 923 年 ) 的接种献脸
,

亦征明病害可藉芽接和切接 进 行 傅播
。

随后
,

Br au n

( 192 9年 ) 在德国
、 c h r i s t o f f 〔1 9〕 ( 1 93 4年 ) 在保加利亚

、
L o u w 〔3 6〕 ( 1 9 4 4年 ) 在南

非联邦
、

W
a l l a e e 〔6加 ( 19 4 4年 )在英国

、
A t k i n s o n 及 e h a 二 b e r l a i n 〔1田 ( 194 8年 ) 在新

西 冷
,

M u l d e r 〔4刃 ( 194 8年 ) 在荷兰
, ·

L i b n e l l之3 4〕 ( 194 9年 ) 在 瑞 典
、

R a m s f i。 ] l〔5 3 )

( 195 0年 ) 在挪威
、

B l u m e r 〔1 5〕 ( 195 4年 ) 在瑞士
、

G o i d a n i e h 等 〔28 〕 ( 195 4年 ) 在 惫

大利
、

R o l a n d 〔5 5〕 ( 195 4年 ) 在比利时
、

T a n i e及 J o r d o v i e 〔57 〕 ( 195 6年) 在 南 斯 拉

夫以及在苏联
、

丹麦
、

澳大利亚等处均先后祀载了病害的公布
。

病害的寄主范围和苹果品种简 的感病性比较 :

苹果花叶病主要为害西洋苹果 (M
o l o uP m il :

)
,

但其寄主范围仍相 当广 泛
。

已报导的受害植物种类见下表 I :

此外
,

Hoc ke y 〔30 〕还孰为病害尚可侵染苹果属 ( M
o l u 。

) 中的多种植物
。

Y o wr oo d 〔“
,

肠〕藉病株液汁将苹果花叶病毒在烟草
、

菜豆及黄瓜等多种草 本 植

物上接种成功这一事实
,

对于病毒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
。

T h o 二 a s 〔” 〕
,

L o n w (36 〕
,

A t k i n s o n
及 Ch a二 b e r l a i n 〔1 0 1

,

B l u m e r 〔1 5 1
,

p o s峥e t t。 `5 0〕

以及 M o ll 。 。 h 〔4幻等很导 : 苹果的静多品种均可感染花叶病
。

其中以缸玉 ( oJ ” “ , h“ n)
,

金冠 ( G
o l d o n D e l i e i o n .

)
,

白龙 ( W h i t e W i n t e r p e a r m a i n )
,

元帅 ( D
e l i c i o n s

)
,

生

娘 ( G
r a v e o s t e i n

)
,

赤阳 ( R
a i n i e r

)
,

柳玉 ( s m i t h C i d e r
)

, B o s k o o P
,

C o : ’ 5 o r a n g e -

p i P P i n ,

o h e o i m u r i
,

A l l i o g t o n p i p P i n
,

L o r d L a m b o u r n e
等品种的感病性校强

。

苹果花叶病毒的株系及其症状特点 :

据 oP
. 二 tt .

及 cr oP le y 4[ 8, 50 〕的描述
,

苹果花叶病在叶片上的症状可以 分 为 几

个类型 :

1
。

小型白色或浅黄色的不规 lllJ 斑驳
,

一般常 自小脉上发生但亦可例外
。

2
。

大型白色或浅黄色斑块
,

常扩及二或二以上的主脉简的叶片部份
。

3
。

沿脉失糠
,

却沿主脉和支脉呈白色或浅黄色条状变色
。

4
。

粗积坏死
,

常由大型斑块发展而成
。

5
。

白色或浅黄色的环形斑点
。

此外尚有明脉型和波杖型
。

p o s n o t t . 等又根据病毒的交互保护 ( c
r o o s 一 P r o t o e t i o n

) 拭脸
,

初步将苹果花 叶



3期 魏宁生 : 苹果花叶病拭教初报 4 3

表 I 苹 果 花 叶 病 的 寄 主 范 围

, , 名 称
}

, 告 人 , 。 种 方 *

杏 ( p
r、 , n u , a o e r i e a n a

)

樱 桃 ( P
.

p s
clt d o e e r a 、 u s

)

野玫瑰 ( R
o s a S p

.

)

梨 ( F y r u s e o m 。。 n i s )

祖悖 ( C , d o n ia o b l o n g a
)

构子 ( C
o t o n o a s t e r h a r r o v i a n a

)

桃祀 ( E
r io b o t r y a ja p o n ie a

)

石楠 (
p h o t i n ia a r

lbt t i f o l ia )

花袱 ( S
o r b u s p a l l e s e e n s

)

玫瑰 ( R
o sa : p )

山植 ( C
r a t a 。 g u s s p )

烟草 (N i e o t i a o a t a
恤

c e i )

心叶烟 (N
.

g l u t i n o s a

)

餐茄 ( L y e o p e r s i e、 : 。 , e s e u l e n t u m )

黄瓜 ( uC
e u m i s s a t i v 、 , s

)

菜豆 ( P h a s e o ! u s v u 一g a r i s

)

肛豆 ( e
o

仰
e :
)

盆豆 ( F
a
恤 , lg a r i s )

肉日葵 ( H
e l ia n t h u s a n n u u s

)

详商陆 ( p h y t o la e e a a m o r i
can

: )

C y a 一1一 o P s i s t e t r

ag
o n o lo恤

挑 ( p
r u n s p e r s i e a

)

( 1 9 )
C h r i s t o f f 吸19 3 4年 ) 嫁拍接种

(2 0 )
C h r i s t o f f ( 10 3 5年 )

奋

~ J孚

(5 8 )
T h o

am
s 叹1 93 7年 )

e u n n i n g h a 。 ,
( 23 ) ( 1 0 4眸 )

( 1 9M
,

1 . 5肠年 )

. 副上

该升接种

k i r k p a t r se k ( 33 ) ( 1 0 5 5年 )
雌栩搜种

挑椒 (ca
p s ie u ln a n n u u m )

暇向日葵 ( T i t h o n i a s v e e i o s a
)

花袱 ( S
o r

加
5 a u e u p a r i : )

(2 7 )
,

G i l n l e r 气1 9巧别够)
液汁摘种

蛛接接种

尸

病毒分为三个不同的株系
,

其名称及所致症状特点如下 :

1
。

重型花叶株系 ( S
e , er o

PP le 二 。 。的 c) : 可以引致以上前四种类型的症 状
,

但以大型斑块占优势
。

夏季大最形成坏死枯斑
,

造成早期落叶
。

至于明脉变色现象

lRJ 以幼叶发生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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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沿脉失糠花叶株系 ( v
e i n一 b a n d i n g a p p l e m o s a i e

) : 五种症状类 型 均 可 发

生
,

但以 白脉变色最为明显 ; 有时小脉也发生变色现象
,

因而使整个叶片呈相状黄

化
。

环斑在个别种类的寄主上亦可晃到
。

3
。

轻型花叶株系 ( iM ld a
PP le m o sa i 。 ) : 不形成坏死斑块

,

明脉变色和大型 斑

块亦很少发生
。

其主要症状表现为在少数叶片上产生为数不多的小型黄色斑裁
。

轻型花叶株系可能是苹果花叶病毒中最常晃的株系 ; 但因其所致症状不明显
,

故常被人俩所忽砚
。

iG 抽
e r

t27 〕曾在美国采集了不同地区的苹果花叶病毒来进行比校
。

桔果在五个样

本中
,

发现采自加利福尼亚洲者具有显著的不同
。

病毒可以通过液汁接 种 傅 至 烟

草
,

黄瓜及菜豆等植物上
,

而其他样本却不能液汁傅播
。

L u e k w i l l〔40j 护旨出 El l i o o n ’ 5 o r a n g e ,

R i , a l
,

T y d e m a n ` 5 L a t e s o x ,

G r e n a d i e r ,

s w e -

e t c o P P三n
,

A , h t o n B r o w n J e r e e y 等品种在感染苹果花叶病毒明脉变色株系 ( v
e i n 一

b a n d i n g A p P l e m o s a i e ) 后
,

不显现症状 而成为带毒者
。

同样 p o s n e t t e 〔5 0〕亦报导 E-

I l i s o n ` 5 o r a n o e , e o x , 5 c r a w l e , B e a n t y
,

E d w a r d钮等品种的少数植株可以发生症状隐

潜现象
。

苹果花叶病毒定名为 p u r u s v i r u s Z (B
r a d f o r d e t jo l e了) s m i t h

。

(或称M a r二 o r m ·

。 11 H o lm e s
)

。

关于苹果花叶病毒的性鹭及其 与其他果树病毒的关系过去了 解 很 少
。

195 5 年

Y o r , oo d〔6匀首先通过病毒的交互保护拭脸
,

歌为苹果花叶病毒是和烟草条 杖 病 毒

( T
o b a e e o S h r e a k V i r u s

) 相同的
,

但 T n l t o n 〔25 〕却提 出 异 蔽
。

其 后
,

G i lm e r 〔28 〕和

P os en tt 。 〔51 〕根据交互嫁接拭脸的桔果
,

指出苹果花叶病毒可能是 与李树 条 斑 病 毒

( lP
u m h ue aP tt e rn vi ur 。

) 相同的
,

或者是同一种病毒的二个不同株系
。

病毒 的 傅

播和艾延 :

v i b e r t 〔i的
,

B l o d g e t t 〔13〕
,

Ch r i s t o f f 〔19
,

20 〕
,

H o e k e y 〔3加
,

A t k i血 s o n ( 1 0〕
,

p o s n e t t -

.

48[
,

.
,

s0 〕
,

T h o m “ 〔a5 〕以及陈延熙等 〔的都反复多次地征明了苹果花叶病 毒 可 以

通过嫁接进行傅播
。 H un et r

等 〔32 〕还指出在自然条件下
,

相郑的苹 果 苗可 以 通 过

根部的 自然嫁接而傅播病毒
。

病毒的液汁傅播曾由
e h r i s t o f f侧

,

H o e k e , 3t 。
,

Y a r w 一 o o d (63
,

64
,

哟 以及 p o s n e -

ett 〔50j 等做过拭脸 ;其中只有 Ch r

.it of f 获得了成功
。

又 lB o d ge tt 〔1幻根据果园内病株成

行分布的情况
,

也推测病毒可能通过修剪进行傅播
。

但目前大多数工作者均歌为苹

.

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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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花叶病毒不能液汁傅播
。 Y o r w。 。 d[ 64

,

肠〕通过液汁接种
,

曾成功地将病毒自苹果

接种在烟草
、

菜豆及黄瓜等多种植物上 ; 但接种苹果以及从烟草同接苹果却未获成

功
。

另外利用莞林子 ( C
u s e u t a s u b i n e l u s a 和 C

。 e o m P e s t r i s
) 可将病毒 自烟草傅至 苹

果
、

烟草及蚕豆
。

拭脸征明苹果种子不能傅带病毒
。

至于尾虫傅毒周题
,

轻多人研究一道未能找出苹果花叶病毒的傅毒尾虫
,

但是

19 56年 p e t e r s o n 〔4 7〕在苏联报导
, ’

病毒可藉苹果蚜 ( A P h i s p o o i ) 和苹果木虱 ( p
s y -

l l a m a l i ) 进行傅播
。

lB o ag
e , , 〔14 〕在美国粗钓州的一些果园中曾稠查过苹果花叶病的蔓延情况

。

桔果

发现 19 32 年的病株数 目校 19 27 年增长 51
。

4%
,

而 19 37 年又比 19 32 年增长69
。

7%
。

加

拿大亦报导了病株在 7 年内从 2 4% 增长为 37%的事例
。

病害对于苹果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

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多
。 D ye r 〔2幻在南非报导

,

感染苹果花叶病病树的 单 株

平均产量 与健树相校分别为 19 5磅和2 9 4磅
,

产量减低 33
。

7%
。 M al l。 。 h 〔似〕在德国 报

导
,

病株产量捐失 55 % (九年平均值 )
,

同时果实的品臀亦大大降低
。

果树生长量

减少40% (五年平均值 )
,

发病严重的枝条有早期落叶现象
。

幼树受病后
,

其干周

的生长量要比健株减少46
。

4%
。

oP
oen u 。 〔50 〕在英国报导

,

不同苹果品种对病害的反

应不一致 : 如 A l l i n g t o n p i P P i n
和 c o x “ 。 o r a n g o p i PP i 。在接种重型花叶病毒株系后的

第四年和第五年
,

其产量分别降低 40 %和 so % ; 但 w
o r o e o t o r

eP
。 : 二。坛和N e wt “ n

w ·

ou de r
却浪有明显的反应

。

又Br a m l e y幼树在接种重型花叶病毒株系后
,

其生长 里 拍

校健株喊少2 0% 左右
。

病害的防治 :

大多数工作者昔建兼进行以下几种防治方法 :

1
.

剂除病株
,

避免病毒的粗植傅播
。

2
。

严格挑选母树
,

保征所用接穗没有感染病毒
。

3
。

对苗木进行热处理可以消除病苗体内的病毒
。

如 P os en tt e 〔的〕指出部份病苗在

37
O C气温下

,

处理27 天后
,

可以消除体内的病毒
。

新西兰报导在 100
“ F条件下 处 理

40 天
,

亦可收效
。

三 症状观察
病害的症状描述主要是根据对我院果园染病白龙品种成株的观察桔果

。

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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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三原前省农业粽合拭脸站果园和兴平聚粮寺果园还进行了补充观察和配载
。

兹

将所观察到的症状类型及其发生发展情况
,

桔合圈片挽明于下 :

症状类型 : 苹果花叶病主要为害叶片
,

形成病斑 ; 其类型可分为以下六种 :

1
。

斑驳型 : 病叶早不定形
, .

较少的鲜黄色斑驳 ; 边椽清晰
,

可互相瘫合
。

发生

于小叶脉上或与叶脉无关 (图一 ; 二 )
。

斑墩型为发生最普通
,

最早出现的类型
,

是苹果花叶病的典型症状
。

2
。

花叶型 : 病叶呈不定形
,

署大的深棘和浅徐相嵌合的症伏
,

如同烟草花叶病

(图三 ; 四 )
。

花叶型为数不多
,

发生亦馨较迟 (四月下旬 )
。

3
.

胭斑型 : 病叶沿叶脉黄化
,

并延及其附近的叶肉粗积
。

根据症状 的 发生 特

点
,

又可分为二种亚型 :

①条斑亚型 : 只有主脉 (包括中脉
,

侧脉及支脉 ) 发生黄化
,

同时延及叶肉

的黄化部份校竟
。

幼叶发病时
,

中脉向一侧明显弯曲
,

致使病叶呈畸形
,

或在病叶

琪部
,

以支脉为界形成
“ v ”

字形的病斑 (图五
,

;1 六 )
。

②胭杖亚型 : 主脉及小脉均变色黄化
,

且仅限于叶脉及其附近粗积
,

变色部

分胶狭窄
,

致使病叶呈胭杖状黄化 (图五
,

2 ; 七 )
。

以上二种亚型均发生较少
,

出现亦署迟
。

4
。

云斑型 : 病叶呈云斑状
,

不规则的大块黄化 ; 边椽不甚清晰
。

病斑可以互相

痣合
,

造成病叶的大部份均发生黄化
。

病叶可在中脉的基部 (离叶柄 1 / 3 处 ) 发生

向后弯曲的现象 (圈八 ; 九 )
。

云斑型为数亦少
,

校迟出现
。

5
。

环斑型 : 病叶呈鲜黄色环状斑杖 ; 其形状可为正园形
,

椭园形及 近 园 形 等

(图十 ; 十一 )
。

环斑型为数最最少
,

显现最晚的类型 (五月下旬 )
。

6
。

镶边型 : 病叶的边椽
,

自近缺刻 (据齿 ) 处起
,

速同缺刻发生黄化 ; 在叶片

上形成一条很窄的变色续边
。

而病叶的其他部份 lRJ 完全正常 (图十二 )
。

镶边型只

是在三原前省农业粽合拭脸站苗圃中的少数作为砧木 用的沙果 (M
o l u o

sA i o dd i。 。 )

根萦苗上发现
。

以上六种症状类型是病害的基本症状
,

是人为加以区分的
。

而在 自然条件下
,

,

症伏的变化和粗合则更为多样和复杂
。

各种不同的症状类型可以在同一病株
,

同一

枝条甚至同一叶片上同时发生
。

如翩杖型与云斑型 (图十三
,

以叶片中脉为界
,

二

者各作其半 )
,

云斑型以及斑欲型与花叶型等
。

此外
,

各类型之简
,

还有静多变型

和中简型
,

尤其是在环斑型与云斑型之简
。

因而造成了症伏的复什变化和多种粗合
。

`

月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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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以上复杂症状的原因为何 ? 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

据作者推拭可能

有下面二种原因 :

1
。

由于不同种类
,

特别是不同株系的病毒发生单独侵染或混杂侵染而造成 ; 这

可能是最主耍的原因
。

2
。

由于不同的环境条件
,

特别是温度的影响
,

而引起症状的各种变化
。

推测的

依据为 : 如各种类型的发生在时简上是有着一定先后差别的 ; 其中尤以环斑型发生

最晚 (五月下旬 )
。

再者
,

在各种环境条件中
,

也以温度对症状表现的影响校为明显
。

3
。

可能 与寄主植物的不同部份生长发育情况不同有关
。

总桔以上各种症状类型的特点
,

除了镶边型以外
,

其他均和 P 。 。en tt e
及 cr “ P le y

以8 ,

助〕所报导者基本相同
。

195 6年 6月
,

作者曾对病叶超积和健叶粗积做了一些徒手切片
,

用以镜检此校病

叶粗积的内部症状
。

病叶粗积的主要病变为韧胞内叶禄粒失去正常的深徐色而呈黄

称色或棕黄色 ; 同时其数量和大小亦馨鼓健叶者为少
。

至于病叶栅栩韧胞的形状及

其层次与健叶相校
,

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

在检查病叶表皮韧胞和毛袖胞时
,

未能找到类似桔晶体和 x 体的内含物
。

症状的季节性发生发展 :

为了系杭地了解和掌握病害症状的季节性发生发展情况
,

自苹果萌发后 ( 3 月

下旬—
4 月上旬 )

,

每星期进行二次观察和祀载
。

观察时固定一定的病株
,

病枝

及叶簇进行
,

同时桔合一般观察
,

以于获得较正确
、

系统而且全面的查料
。

5 月分

么后
,

由于症状的发展校为援慢
,

观察昆载 lllJ 改为每星期一次
。

为了便于症状的观

祭和纪载
,

曾就病斑在叶面上所占面积比例的大小
,

将发病程度分为五极
:

O 极 无病
。

l 极 只有个别病斑产生
。

2 极 病斑占叶面积的五分之一以下
。

3 极 病斑占叶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下
。

4 极 病斑占叶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
。

同一病枝和叶簇的病叶
,

在祀载时
,

以发生最重的叶片为标准
。

现以斑驳刑病斑为主
,

将症状的季节性发生发展的具休情况简要技述如下
。

在武功地区
,

症状的显现期相当集中 : 最早出现时期为四月十 日左右
,

而最晚

剧 为四月廿日左右
。

症状在 4 月初— 五月初时发展极为迅速
,

一般病叶在 15 一20

天内均可达到 4 极症状
。

其后
,

发展迅速械援
,

至 7
、

8 月盛夏别完全停止
。

9 月

初
,

苹果抽出秋梢
,

症状又重新开始发展
。

10 月时又急剧斡慢
,

n 月 lHJ 完全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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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一些当年生病枝
,

只在基部和顶部的叶簇上发生病斑
,

而中部的叶簇却浪有病

斑
。

病叶在 5 月下旬即可发生早期落叶现象
。

症状刚开始出现时
,

常在嫩叶的叶椽或叶脉简产生个别的黄徐色的退色小点
。

其表面并不凹陷或突出
,

边椽亦不清晰而呈扩散状
。

随后
,

退色部份的色泽逐渐变

淡
,

成为鲜黄色
,

与健全的椽色部份具有非常明 显的界钱
。

病斑的 形 状 不 一 ; 有

园形
,

近园形
,

长园形
,

三角形以及多角形等
。

病斑的发展受到小叶脉的限制
,

相

互简亦可减合成大块
。

在病斑发展的同时
,

病斑的数 目急速增加 ; 其分布亦逐步由

点到面
,

在叶片上早散发性症状
。

发病严重的叶片
,

由于病斑数 目的众多且互相感

合
,

病部可以扩大成片
,

甚至扩及近整个叶片
,

致使病叶几乎全部呈现鲜黄色或若

白色
。

有些病斑在后期
,

(六月中旬开始) 可么发生进一步色变
,

形成枯死斑点
。

病叶早落
,

发病越重
,

落叶越早
。

症状在病株上的发生发展 :

根据现有的观察和稠查材料
,

只能 另星的地合如下 :

一般视来
,

症状在成年病株上的发展是很慢的
。

发病首先 由个别枝条或同时由

几个枝条开始
,

然后逐渐从病枝上蔓延至其他枝条 ; 最后全株发病
。

其蔓延的具体

过程及所需时简
,

目前尚不能挽明
。

在观察和翻查的过程中
,

有爵多实例可以挽明

症状在病株上的发展是此校援慢的
,

有的历时近二年亦不发生任何蔓延 (从接穗到砧

木
,

或从病枝到相郑的健枝 )
。

甚至据陕西按德园艺裁脸站了鲜
,

在个别病株上只

有一个大枝发病
,
而与其相郑的大枝轻过近廿年后仍未出现症状

。

但是
,

亦有不少材料视明症状在病株上的蔓延
,

发展还是相当快的
。
如作者在

195 5年秋季为了准备 195 6年的隔离处理
,

曾分别在健株和病株上号选了一些健枝
。

在 17 个健枝中
,

195 6年发病者共有 4 枝
,

占总数的 2 .3 5% ( 4 枝中有 2 枝 选 自 健

株
,

2 枝选自病株 )
。 ’

当然
,

关于这 4 个枝条究竟何时被入侵
,

现在是无法肯定的
。

同样
,

又如 1 9 55

年秋季所挑选的作为稼接接种斌脸用的无病成株
,

在 195 6年亦有二株的个别枝条发

生了症状 (其中一株未行嫁接
,

一株 lRJ 为健 /健处理— 对照 )
。

苗木方面的情况与成株有所不同
。

只要嫁接所用的砧木或接德带病
,

别嫁接后

的成苗在当年必然发病
。

由病苗定植长大的小树亦全部发病 ; 这种情况在三原前省

农业粽合拭脸站的果园中提供了薛多实例
。

由于 目前对病害的潜育期及环境条件对症状表现的影响尚不殉了解 ; 因此有关

奎
月卜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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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在病株上 的蔓延情况
,

无法提出肯定的桔箫
。

环境条件对病害发生的影响 :

根据初步观察和刹查
,

影响症状表现的主要环境条件有以下几个因素 :

1
。

温度 : 对症状的是否显现起着决定性作用
。

气温枝低时 ( 10 一20
O C )

,

有利

于症状的表现
,

而温度升高后 lllJ 不利于症状的出现
,

甚至可以造成症状
“ 隐潜 ”

现

象
。
这点可从以下几件事例中得到征明

。

①在温室中进行盆栽的三株病苗 ( 1 9 5 5年严重发病者 )
,

在 195 6年 3 月上旬开

始萌发
。

三月中旬时
,

只有一株病苗显现了较微的症状 ( 1 极)
,

郎在植株中下部

的单个叶片上产生了三块小型的斑敏型病斑
。

此后
,

症状就不再有进一步发展
,

值

到 5 月下旬仍然为 1 极症状
。

不久
,

病叶早落
,

病苗亦再未重新发生病斑
。

至于其

他二株病苗剧从未发病
。

温室温度在 3
、

4 月里较低
,

白天为25
O C左右

,

夜简 lHJ 在

20
“ C左右

。
5 月以后温度升高

,

白天达到 30
O C或以上

,

夜简亦在 2 0
“ C以上

。

②从症状在 田简的发展时期和情况
,

亦可看出气温的同样影响
。

病害在 4 月份

f月平均气温为 1 2
.

7
“ C ( 9

.

5一 16
.

2
“ e ) ]

,

发展最为迅速
,

5 月以后 【2 1
.

1
“ c ( 17

.

6

一 24
.

0
“ C ) 」发展很慢

,

7
、

s 月份 ( 2 5
.

2一 23
.

1
“
c ) 员U完全停止 : 9 月后 ( 2 1

“ C )
,

随着新梢的产生
,

症状又重新开始发展
。

2
.

光栈 : 在一般情况下
,

强光有利于症状 的表现
,

而弱光或遮光 lRJ 可抑制病斑

的产生
。

可从以下几点加以羡明 :

①在隔离处理巾
,

被隔离的枝条是用防虫的韧铜抄能 (惘眼在 1 毫米左右 ) 罩

住的
。

因此在光钱承受上要校未处理者减少很多 ; 但在温度
、

湿度方面 lRJ 由于通气

夏好的关 系而差异很小
。
观察中发现症状在处理病枝上的显现

,

普遍要较未处理者

延迟 4 一 7 天左右
。

②果园中较遮蔽处 (如靠近艇笆的边行 ) 的果树发病枝轻
。

⑧在同一病株上
,

近树冠外围的枝条发病较重
,

而树冠中心部份的枝条 lRJ 发病

较轻
。

3
。

灌溉 : 灌溉园的病害要显著较旱园为轻
。

如三原前省农业粽合献脸站的果园
/

中
,

其灌溉园的发病率为9
。

9%
,

而旱园为高达84
.

4%
。

4
。

树势 : 苹果树势的强弱与发病有着密切联系 ; 树势强弱者较少发病
,

反之树

势衰弱时发病郎重
。

例如白龙为最感病的品种
,

但少数树势非常健旺的植株却发病

.
此项 目平均气沮为映西武功张家尚 1的 5

—
195 6年的平均徽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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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轻徽或者不发病
。

5
。

苹果的生长时期 : 症状只在幼嫩的叶粗积上表现
,

而老熟粗积 lRJ 不 发 生 病

斑
。

这点可从症状的季节性发展情况得且征明
。

四 病原忿断就殷

关于苹果花叶病的病原朋题
,

过去曾存在着二种分歧 : 一种看法款为病害是 由

于土坡中缺乏某种傲里元素所致
,

另一看法 lnJ 歌为是由于病毒侵染 而 引 起 的
。

因

此
,
进行了下列几项拭脸

。

缺素忿断拭脸 :

早在 1 9弘年
,

我院园艺系孙华教授等曾以硫酸俄
,

硫酸镁及硫酸锌等溶液用叶

尖浸演法进行过替断拭脸
。

但是没有获得明显的治疗效果
。

作老于 195 5一1957 年进

行了几项有关的拭脸
,

处理项目及拭脸桔果如下 :

i
。

1翁5年拭脸项目:

①树干注射 : 3 月中旬选 10 株严重发病的白龙成株
,

分别进行以下不同的处理 :

舀

盛月

往射盐类

M g S 0 4

溶液浓度%

0
。

1

0
。

3

处理株数

2

2

处理效果

无治疗效果

Z n S 0 4
0

0

2

2

:
00H B0 3

0 5

0 1

有械轻病害的趋势

无治疗效果

②叶面喷射 : 挑选 6 株严重发病的 白龙成株
,

在 4 月下旬及 5 月中旬分别进行

二次叶面喷射
。

每次喷射前
,

均事先昆载处理病枝的发病等极
,

以便了 鲜 喷 射 效

果
。

处理项 目如下 ;

喷射盐类

…
溶液浓度% 处理株数

.

处理效果
.

弓二d.ō1ō

M g S 0 4 无治疗效果

,二,二门二

2
。

1956 年拭脸项目
:

供拭盐类及其浓度 :

F e s o 一 2
.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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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n S 0 4

M n S 0 4

蒸始水

处理方法 :

个处理项 目
。

献 脸桔果 :

2
。

5

0
。

2

(对照 )

树干注射及叶面喷射

0
。

4

0
。

4

(包括成株和盆栽苗木 ) 同时进行
,

共针有2 1

盆栽苗木叶面嗜射处理 : 没有治疗效果
。

果园成株叶面喷射处理 : 没有治疗效果
。

成株树干注射处理 : 2
。

5%和 5% F e S O 4以及 2
。

5% Z sn O4 溶液注射处
.

户盈

, 曰吐

理发生葵害 ; 其他处理没有治疗效果
。

3
.

19 57 年硫酸截溶液的根部灌施处理 :

在果园选了 8 株严重发病的白龙成株进行拭脸
,

其中处理和对照各为 4 株
。

处理病株在萌发前 ( 3 月27 日 ) 和生长盛期 ( 7 月3 日 ) 分别在根部环状沟灌 l / 300

eF S O 4溶液二次
,

每次每株灌施溶液 30 0斤
。
对照 lBJ 不加任何处理

。

处理后
,

没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

总桔以上三年的献脸桔果
,

可以初步肯定苹果花叶病不是 由于缺乏某种微盆元

素供应而引起的
“
缺素症

” 。

嫁接接种献脸 :

为了征明苹果花叶病的侵染性霄
,

征明病害是由于病毒寄生所引起 的
,

我们在

病株与健株简进行了一系列各种粗合的嫁接接种拭脸
,

以于征实病毒可以通过嫁接

而傅播
、

艾延
。

1
.

献脸材料及嫁接方法 :

切接接种贰脸材料的选择在前一年的秋季进行
,

对有病 的及健全的砧木 (包括

成株和苗木 ) 和接穗分别进行仔耙地观察和昆载
。

然后分开保管和赊藏
,

至翌年春

季 (四月初 ) 苹果萌发前进行嫁接处理
。

芽接接种款脸材料别于八月初嫁接以前进

行细撇观察和挑选
。

嫁接工作 由果园的熟拣技工同志操作 : 嫁接时
,

用二把嫁接刀

分别处理有病及健全的款脸材料
,

并于每种处理嫁接完毕后
,

用肥皂水清洗双手和

工具
,

以预防拭脸桔果遭受影响
。

每 种处理嫁接 20 一 25 株
,

但成株嫁接接种献脸的

每种处理全在一株上进行
。

在 19 56 年苗木嫁接接种款脸的各种处理中
,

均分别有二株嫁接苗木用大秒彼进

行隔离 (其主要作用为防虫)
,

以备进一步征明嫁接在病害傅播中的作用
。

芽接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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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材料在接芽成活后
,

于翌年春季剪去其上部枝条
,

以利接芽的充分生长
。

为了辨歌

切接接种材料中的砧木是否发病
,

轻常在砧木部份保持 1一 2 个萌芽
,

以便观察
。

拭脸材料在生长期简轻常进行管理 (如中耕
,

施肥
,

灌溉等 )
,

同于一般苗木 ; 此

外
,

还特别加强化学保护工作
,

多次喷射 10 59
,

焦藤精
, D D T以及波尔 多 液等 集

剂
,

用以防止蚜虫
,

浮尘子以及叶斑病的为害
,

避免影响拭脸桔果
。

2
。

嫁接接种的处理及其拭脸桔果 :

① 19 55 年成株嫁接接种献脸 : 切接在 4 月初进行
,

而芽接在八月进行
。

拭脸桔

果可冕下表 :

表 11 19 55 年成株嫁接接种斌墩桔果

.

` 明

处 理 , 目 {。 株
州 篱麒慧霖 }

, 病 , %

1
砧木发。 况

白病 /白该 *

白健 /白病

白病 /珊盆* *

姗建 /白病

白病 /白谊

白睡 /白病

白病 /翔睡

姗姚 /白病

8 3
。

3

8 9
。

5

OUg
曰上山上

1 4

18

7 1
。
4

口4
。
4

不发病

严龙发病

接稼下部的个别枝条发病

严孟发病

ù舀月̀nJ7口上弓人口几口二

7 )
。

q

7 5
。

0

1 0 0
。
0

1 0 0
。

0

不发病

严 , 发病

有个别叶簇发病

严宜发病

2)1224
势接

附胜 : i苗水蜂接接种吠欢因材料被致
.

故无拭软特果
。

“表中教字为 19 5 5年 (切接 ) 和 1肠 6年 (茅接 ) 的观察桔果
。

② 19 56 年成株嫁接接 种献脸 : 切接在 4 月 2 日进行
,

而芽 接 剧 在 8 月 5 日进

行
。

供裁材料全为白龙品种
。

拭脸桔果可晃下表 :

表兀 19 56 年成株嫁接接种斌脸桔果

处 理 项 目 成活株数
接
的
往或搜
发病株轰}

, ` , %
砧木发病情况

病 /睡

位 /病

佑 /该

病 /眺

健 /病

偏 /维

1 0〕
。
0

1 4
。

3

1 0
。
5

有个别枝条发病

严皿发病

有个 XlJ 叶摸发病

832
口二

1821场

10 0
。

0

ge
o

Z

不生病

严 1发病

不发病

1525015e223

Fj打比: 表中敬字为 195 6年 (切摘 )和 1. 5 7年 (茅挑 )的观拼箱果
:
* 分子代我接桩成接茅

.

分母代表砧水 ;.
`

病 ”

代滋病株 “ 健
, ,
代表妞株

。 * 一 “ 白
”
代丧白龙品种

, “
.

, ,
代我大翔瑚 (

s t a y 。 、 a n w `n e s a p )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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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1956 年苗木嫁接接种拭脸 : 嫁接 日期和拭脸品种同上
。

献脸拮果可见下表 :

表VI 1蛤日年苗木嫁接接种拭嗡桔果

` 址

处 理 , 目
{。 。 1蓄熬馨落 }

, , 。 %
1

砧木发。 况

, { 病 z健 1
2,

}
2:

}
: 。。

.

。
{ 有

z
嗽发病

,

发病率为。1
.

。%

, }
_

二 ! 1 1 }

{ 呼
/

钾 !
’ 日

{
’ 3

1
’ 2

·

2

{
’
琳姗

严 , 发病

。
{ 侧睡

{
2 ,

}
,

}
3 3

·
3

} 有
, 3株发病其 中包括 5橄

~ 1 } ! 1 } 接稼亦发病着

别 翩 {
: 3

`

}
: 2

’

}
。 .5 7

}一
’

~
. ”

一

可 ! } } } }

1
健偏 …

“ “

… ”
}

8
.85 {

“
嗽全部严

教
病

{ 健瓜 } 23 1
1 4

}
“
.09 { 23株全部发称 其申包括 14株

很 } } { l {

二
、 ` , `

! } } ! } , 才妙双们有

附截 : 表中教字为 1 9 56年 (切接 ) 和 1 9 5 7年 (芽接 ) 的观疾桔果
。

总桔以上拭脸桔果
,

可以粽合 为么下几点 :

( 1 ) 通过嫁接病害是可以傅播的
,

亦征明病害是 由于病毒的侵染而造成的
。

不湍病 /健或健 /病的处理告可互相傅染发病
。

但成株上的病 /健处理
,

一般对砧木 影

响很小
,

只能使其上的个别枝条发病 ; 而在苗木上
,

病穗或病芽的傅病力远校成株

为高
。

( 2 ) 病害的潜育期 (从嫁接到表现症状的时简 ) 随嫁接接种方式和接种材料

的年龄而异
。

成株上的最短潜育期为85 天 (以切接
,

健 /病为例 )
,

苗木上 lllJ 为 32

天
。

至于芽接接种的潜育期不渝成株或苗木全为 8 个多月之久
。

( 3 ) 19 56 年嫁接接种拭脸 中的健 /健对照处理亦有发病
,

其巾尤以苗木 发 较

病多 ; 如苗木切接处理的发病率为 71
。

3%
,

芽接处理则为100 %
,

而成株切接处理只

有 10
。

5% (发病举的抗舒中包括接穗发病
,

砧木发病么及二者均发病者 )
。

( 4 )病株上 的接穗和接芽可以傅病
。

如 19 5 5年成株嫁接接 种的发病举为8 3
。

3%

(切接 ) 和 7 0% (芽接 )
,

19 5 6年切接嫁接接种的发病举为 100 % (成株与苗木普

相同 )
,

而芽接接种的发病牟 lllJ 为95
.

7% (苗木 ) 和 10 0% (成株 )
。

3
。

嫁接接种栽脸枯果的初步分析和貌明 :

①在成株的病 /健处理中
,

病穗或病芽对砧木影响很少
。

推侧其原因可 能是

由于病毒一般多适宜于在寄主的幼嫩粗积中繁殖
,

因此当成株上的病穗
,

病茅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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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后
,

病毒即校多地随着树液向上移动并集中在幼嫩的粗积中
,

反之
,

病毒向其

下部老熟砧木粗扭的移动即相对鞍少
,

并且不易及时地进入那些正在迅速生长的当

年生枝条
。

同时病穗和病茅在成株上的数 目亦不多
,

因而也难于迅速地发生明显的

影响
。

根据对成株嫁接材料的观察
,

在嫁接接种的当年
,

一般砧木均未晃发病
,

只

是在 1 9 56 年的切接处理的成株上 (其上病穗数目最多者)
,

在当年发现有个别枝条

出现花叶症状
。

其他如 195 5年的白病 /珊健 (切接和茅接 ) 处理
,

替在 1 956 年 才 发

现砧木的个别枝条或叶簇发生症状 (在自然条件下
,

大珊瑚品种是完全不发病的 )
。

但是苗木上的情况却与上相反
,

如 195 6年的切接病 /健处理
,

当年郎有 91 % 的 砧 木

显现症状
。

② 19 56 年苗木嫁接接种的健 /健对照处理中
,

仍有较多的植株表砚了 症 状
,

如切接处理有 71
。

3% 发病
,

而芽接处理竞 10 0%全部发病
。

分析发病情况可以 看 出

病苗主要是砧木发病成砧木
,

接穗 (或接茅 ) 共同发病
,

而接穗或接茅单独发病者

却为数甚少
。

因此推测处理苗木发病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砧木带毒的原故
。

至于

具体情况可有么下几点 :

119 55 年挑选无病苗木作为砧木时
,

将少数已轻感染病毒但尚未显现 症 状 的植

株也选上了
,

因而在 1 955 年造成了砧木或及其上的接穗表现出了症状
。

ii 同样在 195 5年所挑选的无病接穗或接芽中
,

亦有少数是带毒的
。

尹

iii 苗木在 195 6年 3 月中旬定植后
,

遭受了病毒的侵染而发病
。

例如芽接处理的病

情纪载为 195 7年
,

比切接处理晚一年 ; 因而感染病毒的可能性亦较多
,

所以其发病

举竟高达 100 %
。

同时在切接处理中
,

对照处理的发病亦校其他处理为迟
,

砧木最早

发病 日期为 4 月2 7日
,

且艳大多数是砧木先发病
,

随后接穗再发病
。

至于病毒侵染

的方式估酚以尾虫傅毒的可能性较大
。

属 在各项健 /病嫁接处理中
,

一致可以看到接穗或接芽具有 较 高 的 发 病 举

( 19 56 年成株切接处理例外 )
,

这挽明病毒向上移动和傅递的能力相当高
。

这可能

是因为接穗或接芽在春季生长迅速
。

植株内部的汁液流动方向主要是往上的
,

这就

有利于病毒的向上傅递
。

④ 19 5 6年大树嫁接接种献脸的桔果
,

很好地视明了苹果花叶病是由于病毒的侵

染而引起的病毒病害 ; 其中尤么芽接处理的桔果最为有力地征明了这一事实
。

至于

切接健 /健对照处理中的二枝病穗
,

估针是因为接穗本身带毒的原故
。

在 19 57 年
,

这二枝病穗均清失了症状
,

其原因为何
,

尚有特进一步的察观和献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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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病毒的傅播途理

.

白月 .

介二

在作者拥查和肪周的过程中
,

均发现病害除了通过嫁接进行扩大蔓延之外
,

还

可能有其他的傅播途径
。

这种现象在静多老果园中非常明显
,

病株的数目在未轻任

何嫁接处理的条件下 (包括根部 自然嫁接在内) 却年年增加
。

推测起来以尾虫傅毒

的可能性最大
,

过去尾虫接种未能成功
,

主要是因为傅毒尾虫种类没有找到
。

为了

初步摸索病毒的各种傅播方式的可能性
,

作者在 195 6一1958 年进行了汁液接种
,

种

子带毒以及昆虫傅毒等项拭脸
,

拭脸的具休情况及其桔果如下 :

汁液接种拭脸 :

1
。

二年生苗木的室外接种拭脸 :

献脸材料及方法 : 195 5年秋季在我院农伤的苹果苗圃中
,

仔袖挑选了 10 株无病

的当年生白龙苗木
,

标以韶号 ; 并于 19 56 年 3 月初在校园内定植
,

么作 为 接 种 材

料
。

其中还有二株在四月初苗木开始萌发时加以秒罩隔离
,

防止尾虫傅毒 的可能
。

接种工作是在 195 6年 5 月16 日进行的
。

共接种了五株苗木
,

每 株 接 种 4 一 5 个 叶

簇
,

平均每株共豹接种 16 一20 片叶片 ; 对照处理亦为五株苗木
。

接种的具体方法如

下 :

①选用严重发病苹果新梢上的值部病叶少薛放在研辞中
,

并加入少 t 的灭菌袖

金铜砂和 1 % K Z H P o 4溶液
。

然后充分研碎
,

作为接种毒源
,

而且立郎进行接种工作
。

② 先用灭菌蒸镭水将接种叶片的表面进行洗滁
,

再用 1 % K Z H P O 4溶 液冲 洗一

通 ; 然后用消毒棉花蘸取接种毒源轻轻磨擦接种叶片的表面
。

@ 五株对照苗木亦同样进行以上的操作
,

仅以 l % K Z H P 0 4溶液代替接种毒源
。

④对所有处理叶簇和植株
,

分别进 行褂牌和祀载
。

接种粘果 : 自195 6年 5 月 16 日接种以后
,

一值到 1 957 年 10 月底
,

不箫处理和对

照均无发病现象
。

2
。

实生苗在温室内的接种拭脸 :

拭脸材料及方法 : 19 5 6年冬季
,

在温室内播种了一批采 自无病白龙 成 株 的 种

子
。

事先还用肥皂水对种子进行了表面消毒
,

土壤也作了蒸汽处理 ( 15 磅压力
,

处

理 30分蹬 )
。

侯幼苗 长出 3 一 4 片真叶后
,

移栽在小花盆中 (土壤和花盆均用福尔用

林消毒 )
,

作为接种材料
。

接种工作是在 195 7年 4 月 16 日进行的
。

一共接种了20 株

实生苗
,

另外有 1 0株作为对照 ; 接种方法同于 Y ar w o
od 〔63 〕的新鲜病叶粗粗快速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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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对照处理 lRJ 用健叶粗积代替病叶 ; 具体方法步璨如下 :

①先用灭菌蒸始水将接种叶面洗稼 2一 3 次
,

然后再喷以 1 % K Z H P 0 4溶 液
,

并在叶面上薄薄撤上一层栩金拥砂
。

② 自新鲜幼嫩病叶上
,

用直径为 1 公分的打孔器 (事先清毒 ) 级下 3 一 4 片小

块园形粗积 ; 使之重盛在一块
,

用其边椽邵份轻轻磨擦接种叶面郎可
,

每株实生苗

拍接种 3一 4 片叶片
。

⑧对照植株处理同
_

匕 仅用健叶粗积代替病叶粗积
。

④接种完毕后进行褂牌
,

妃载
,

并放在温室中进行管理和观察 (在 7 月20 日一

8 月 15 日因温室内气温过高
,

曾将接种实生苗移至室外
,

罩以防虫秒罩 )
。

接种桔果 : 1 95 7年 4 月 16 日接种后一道到 195 8年 i 月22 日
,

因温室发生火炎
,

妞去接种材料为止 ; 在接种植株和对照植株中均未冕有任何症状出现
。

通过么上二项接种献脸
,

作者初步确定苹果花叶病毒是不能藉液汁 进 行 傅 播

的
。

同时在果园的实地调查 中
,

从病株分布及蔓延情况来看也可阴接征明病毒不能

通过液汁进行傅播
。

这一桔果与过去文献祀载是一致的
。

种子傅毒拭脸 :

拭脸材料及方法 : 195 6年 9 月2 3 日自严重发病的白龙枝条上采收了一批果实
,

共 flJ 出 32 0粒种子
。

在 n 月 2 日播种于发芽箱内
,

其内土壤用 15 磅蒸气
,

消毒 30 分

组
。
拭脸分为二个处理 :

i
。

用 1 %肥皂水仔捆清洗种子表面
,

再用清水冲洗数次后播种
。

2
。

不进行任何处理
,

道接播种
。

种子播种深度为 2 公分
,

行株距为 l 、 l 寸
。

发芽箱半埋土中
,

其上并复盖麦

草么防止冻害和过 t 蒸发
。

195 7年 4 月 7 日将萌发的2 10 株实 生 苗 (有 2 一 3 片峨

叶) 移栽在室外
,

观察其是否发病
。

在生长季中对献脸材料轻常喷以 石 硫 合 剂
,

DD T及 105 9等杀虫剂
,

防止蚜虫
,

浮尘 子等尾虫为害
。

195 7年 9 月又同样采收了一大批 白龙病株上的种子
,

分为以上二种处理
,

在招

月2 1日播种于清毒土坡中
。

舒表面消毒处理播了81 4拉种子
,

不加处理者播了 1000 拉

种子
,

共针 181 4拉种子
。

发芽箱放在温室内保管
。

195 8年 3 月初将幼苗分别移入小

花盆中
,

共针有10 8株
, ·

其中轻表面消毒者有 72 株
,

不处理者 36 株
。

拭脸材料 挂

核放在温室中管理和观察
。

*
种子播种后

,

因分理不尸一成食率极低
。

.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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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脸桔果 :195 6年播种的材料中
,

在 1 9 5 7年 7 月初有三株实生苗开始出现了症

状
,

随后又增加至六株
,

全部属于未轻表面消毒的处理
。

处理的发病举为 5
.

5%
,

而

总发病举 lRJ 为2
。

9%
。

195 7年播种材料
,

自195 8年初道到 195 9年 4 月中旬
,

在二种处理中均未免到症

状的显现
。

通过以上二次拭验可以初步视明苹果花叶病毒不能藉种子进行傅播
。

至于 195 6

年播种的室外观察拭脸其中虽有 6 株实生苗发生了症状
,

但因为藏脸材料移栽在室

外
,

尾虫傅毒的可能性不能完全避免
,

故尚不足以税明种子带毒的可能性
。

尾虫接种初步献脸 :

l
。

195 6年接种藏脸
:

接种材料 :
24 株二年生白龙无病苗木 (同于汁液接种者)

,

其中有U 株在 195 6

年 4 月初用防虫秒罩进行隔离
。

接种昆虫种类 :

①苹果蚜 ( A P h i s P o m i ) ⑧梨蚜 ( T
o x o p t e r a Pi r i e o l a )

③桃粉蚜 (H y a l o P t e r a P r u n i )

④桃 浮尘子 ( Em P o a s e a F l a v e s e e n s
) ⑤苹果浮尘子

接种 日期和株数 : 蚜虫接种 日期为 6 月 15 日
,

处理和对照各有 5 株
。

浮尘子接

种则为 8 月 17 日
,

接种株数同上
。

接种方法及步眯 :

①自无病苹果树
,

梨树及桃树上将苹果蚜
,

梨蚜及桃粉蚜
,

速 同新梢 采 集下

来
,

然后使三种蚜虫加以混合
,

分别放在有病和无病的白龙枝梢上进行铜养
。

铜养

时以粕铜抄罩将供铜枝梢能住以防蚜虫逃逸
。

② 铜毒 36 小时后
,

将有毒蚜虫 (三种混合在一块 ) 和无毒蚜虫分别接种在供拭

苗木上
,

以后者作为对照
。

每株苗木接种蚜虫 15 0一 300 头
,

其中每种蚜 为 50 一 I co

头 (艳大部份告为无翅蚜
,

只有极少数为有翅蚜 )
。

接种时使蚜虫速同叶片用少静

浆糊粘附在接种苗木的幼叶上 (中简隔以 白摄 )
,

蚜虫不久即会自动蒋移至苗木幼

叶上
。

⑧接种36 小时后
,

用 20 0倍 D D T乳剂混合 150 倍焦藤精仔袖喷洒接种苗木
,

杀死

全部蚜虫
。

④桃浮尘子和苹果浮尘子的接种方法
,

步探同于蚜虫
,

但其铜毒时期延长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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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每株苗木接种成虫 0 1一 0 2头
,

其中二种浮尘子各为 5 一 10 头
。

虫体棘移主要是

用吸虫管进行的
。

接种苗木均罩以钞罩以防止尾虫潜逃
。

接种三天后
,

喷集杀死所

有浮尘子
。

⑤对接种苗木进行拼牌和登韶
。

接种桔果可晃下表 :

表 V 扮56 年 昆 虫 接 种 拭 段 桔 果

.

月卜~

之月ùùU、 J八U、口

ù斑比ù4
ēJ几0工,人,人

*

徽
.

*

5254

株
ó

病

.

发41一一教株5555种接
·

ù

i

理ù.-子)
·

)ù照
虫朋尘对

对一(

好"ù浮子

虫一尘

碌奸
.

母浮

琢
.

睁

处一 无有
一

有无

. 1 956 年 7 月 3 0日观察枯果
。

二 19 5 6年 1 0月 1 5 日观察枯果
。

从么上接种枯果可以看出不渝处理和对照均表现了症状
,

只是在发病率上有所

不同
。

2
.

19 5 7年接种拭脸 :

7 月中旬又用苹果蚜进行了重复接种献脸
,

接种材料为 18 株 当年生 白 龙 实 生

苗
,

有毒蚜虫和无毒蚜虫各接种 9 株
。

接种方法同于 19 56 年
,

工作仍在室外进行
。

自接种后直到 195 8年 n 月落叶为止
,

处理和对照均无一株显现症状
。

根据以上二年的初步接种桔果
,

对于尾虫是否傅毒的简题不能做出 肯 定 的 桔

偏
。

关于 195 6年接种献脸中的对照植株发病的原因
,

据作者分析可能有以下二种情

况 :

①部份供拭苗木在接种以前已轻带毒
。

②对照处理中所用的无毒尾虫
,

实际上有少数是带毒的
。

这二种可能性都同时存在
,

目前尚不能加以进一步阴明 ; 因此尾虫傅毒的接种

工作尚急待粗箱进行
。

六 病害的寄主靶围及不同苹果品种的感病性比较

通过在陕西省兴平
,

西安
,

三原
,

蒲城及商县等地的润查发现苹果花叶病除主

耍为害西洋苹果外
,

尚可在沙果 ( m
a l u s a s i a t i c a

)
,

秋子 ( M
。
P r u n i f o l i a )

,

以及肠



3 期 魏宁生 :苹果花叶病试孩初报 盼

于 M
.。 。 ia ic t

:
种的林擒

,

中花 (花杠 )
,

蜜果
,

白果
,

茶子上发现
。

又据孙华教授在

砍北和甘肃河西地区的调查
,

病害还可为害冬杠果和棉苹果 (二者普属 M
。

uP m il a)
。

不同苹果品种对病害的感受性是具有显著差异的
。

据在我院果园及西安
、

三原

表 vI 西农果园主要苹果品种感染花叶病的扰针 l( 956 年调查 )

品 种 } 总 株 数 发 荆 牟%

.

尸月

确口、 J62

54的26U1219442们181772)171110

…
.̀̀̀̀,...胜..,胜..

…
一刁`

白 龙

节 兹

俊 幼

新 侯 偏

金 冠

生 撰

黄 魁

赶 魁

赶 星

赶 妓

元 帅

旭

醉 露

麟 衣

杠 玉

渐 肛 玉

柳 玉

国 光

祝

大 珊 湖

早 生 旭

英 金

印 度

2 4 9

1 8

3 3 2

1 9

1 1 3

2 2

1 1 5

一一

}
! ,, } 111 毅毅

8 5
。

5

1 0 0
。

0

5 3
。
3

5 7
。

9

5 1
。

4

5 )
。

8

4 5
。
0

9
。
1

8
。
7

3
。
7

3
。
4

7
。
7

9
.

0

8
。

3

7
。
2

4
。
8

2
。

5

0
。

8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 目落

* 工极症状 : 榷株上只有个别枝精发病
。

11毅症状 : 植株上有少数小枝发病
。

11
.

毅症状 : 植株上有 l

—
2 个大桂发病

。

n 极症状 : 植株上普通发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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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调查的桔果
,

均以白龙最为感病
,

其他如甘露 ( oT 地 au
夕 。 s w e o

o
、

生娘
、

俊绵

(B
e n D a v i s

) 金冠
、

新楼锦 ( B l a e k B e n D a v i s
) 亦高度感染

。

中度感病的品种有黄

魁 ( y
e l l o , T r a n s v a r e n t )

、

赶魁 ( Re d A s t r a e h a n
)

、

醉露 (W i n e s a P)
、

杠星 (
s t a r -

k i n g )
、

耕衣 ( T
o m Pk i n ` 5 K i n s )

、

旭 (皿
e l n t o s h )

、

缸玉
、

新杠玉 ( K i n g D a v
i d )

、

杠较 ( T
a m e u s e

) 元帅
、

柳玉
、

国光 ( R
a l l s )

、

祝 ( A m e r i e a n s u二 m e r p e a r m a i n )

等
。

高度抗病的品种有英金 ( A ik )n
、

大珊瑚 ( s t a y m an W i en s aP )
、

印度
、

杠国光
、

早生旭 ( E
a r l y M e i n t o s h ) 等

。

群细情况可兑表 VI
。

。 但 19 56年在三原前省农业粽合斌脸站果园的刹查桔果馨有出入
,

如祝
,

杠校
,

国光及柳玉等品种的发病奉分别为 90
。

6%
,

88
。

0%
,

72
。

5% 及 44
。

3%
,

均鼓西农果

园者为烈
。

为了进一步明确病害的寄主范围及不同苹果品种感病性的比鼓
,

1 9 5 7年 7 月又

在三年生的严重发病的白龙苗木上通过芽接接种进行了病毒寄主范围及苹果品种感

病性的测定拭脸
。

每种寄主或苹果品种的接茅数目为1 0se 12 个
。

献脸枯 果 可 晃 表

Vn
。

.

` ,

表姐 苹果花叶病寄主范围及品种感病性的初步测定枯果 (1 958年观察 )

1...
厄l

!I

…
`

…
.

…
l-l
。l

(M a l u s

山

《M
。

P r u n i fo l ì )

子

恤 e ca t a )

早早早早44

吸弓

00c00000
,占.上心上.上

. 东 梅 粼

(M
。

k a n s u e o s i s
)

花 海 粱

( M
。 s p e e t a b i l i s )

, 趁 海 粼

( M
。

h . ll ia n a )

白 龙

金 冠

供 .

元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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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早迟早迟中迟 100

10 〕

0 9

0 9

83
一

3

20

1 8
。
2

{

: …
{
{

:

二
: 飞

1

玉玉蕊光柳赶醉国

瑚魁

祝珊

大黄

t

尸月 .

附注: 在侧定病害寄主范围时
,

本想将梨
、

桃
、

姐俘
,

山植
、

杏
.

李等种类包括在内
、

但由于映乏材料

及娘搜技术等简题
、

尚待来日进行
。

以上茅接接种拮果是与渊查桔果基本上相一致的
。

七 病害对苹果植株生长及果实产量和品臀的影响

一司睡

苹果花叶病对受病植株的影响一般来羡是比校援慢的
。

病株在相 当 长 的时 期

内
,

其生长势与产鼻不会发生明显地下降
,

而只是一个逐渐地援慢变化过程
。

但在

一定阶段
,

这种援慢变化郎会褪之以病株树势的嵘然而月
.

迅速地衰弱
,

产里亦大大

下降
。

至于病害对于果实品育的影响是轻常易被人俩所忽视的
。

因此
,

有不少工作

者便得出了花叶病对苹果为害性不大 的桔渝 ; 这种敲靓在一些苹果花叶病的研究文

献中亦同样有所反映
,

如晃L i h n e l l〔2 0〕和 R a m s f je l z〔` 8 〕等人的研究报告
。

作者为了明确病害的为害性
,

在 1 956 一 1957 年进行了以下几项调查和拭脸 :

病害对植株新梢生长的影响 :

1 9 5 6年 9 月 14 一 16 日于苹果枝梢完全停止生长后
,

在我院果园中尽里选择了 15

株各方面较一致的22 年生白龙成株
,

其中严重发病 ( VI 极症状 )
,

轻度发病 ( 工极

症状 ) 及健株各为 5 株
,

以进行 当年生枝条生长长度的测量和抗爵
。

侧量时
,

在植

株的东
,

南
,

西
,

北四方各选出位于树冠中
,

上面的最外层的主要生长枝一根
,

枝

条的生长角度一般为 7 0
“

左右
。

具体数字可晃表恤 :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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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妞 不同受病程度的白龙成株枝梢的生长情况

竺粤斗共粉铃糕平笠黔黑黔

一… 1{…
“

〕 !……
训 {…州…… {

.

番

口阮喇

.
我巾每株教字为 4祖往条的平均蔽值

。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现象 :

1
。

病株当年生枝梢的生长长度较健株为短
,

尤其是严重发病者
,

较 健 株 减 少

27%
。

2
。

病株秋梢的生长 t 亦同样校健株为低
,

其中重病株校健株减低 65 %
。

3
.

病株当年生枝条的节数亦较健株为少
,

其中重病株较健株减少23
.

5%
。

4
。

病株与健株的平均节简长度没有明显区别
。

5
。

病株枝条的总长度
,

秋梢长度
,

总节数以及节简平均长度在枝简与株简均校

不一致 ; 与健株者相比
,

具有明显的差异
,

尤以重病株更为突出
。

病害对果实产 t 和品霄的影响 :

195 6年和 195 7年秋季于苹果采收以前
,

在我院果园选择了 3 0株较一致的2 2一 23

年生白龙成株
,

其中重病株
,

轻病株及健株各占10 株
。

然后进行单株单收
,

核算产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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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同时并对果品加以分极
。

兹将杭爵桔果琪入表XI

表双
、

病害刘果实产量和品极影响的抚舒

单 株 平

均 产 经

3 6
.

5 7斤 *

3 6
。

2 5

果 品 分

” “
{
甲 “ } 乙 ,

}
丙

蔽 情 况

州
了
叫

病伤果
{
好
蜘福

理处
年份

康 株

重病株

,
·

” 。斤

{
` “ ·

5 5斤

{
,
·
5 5斤

{
` ·

6 ,斤

{
。 · `。斤

}
`

·

8 ,斤

【
` 6

·

,

l
日

’
2 0

{
` ·

, 5

1
3

·
5 5

}
` ·

2 ,

…
’ 5

·
2 5

…
5“ ·

0

4
·
6 5 } 1 3

·

6 5 } 1 0
·
4 0 } 5

·
9 5 } 2

·

3O } 1 4
·

8 5 } 6 9
·
5

` 7
·

0 0
{ 28

·
, 。

{
28

· `。

{
`。 ·

, 5

}
3
·
3。

{
` 5

·
, 5

{
。 , ”

3。·
5 5

…
5 3

· , 5

!
` 3

·
8 0

1
’ 2 3

· 。

…
日

·
, 0

{
4`

·

` 5

{
’ 7

’

6

2 8
·

0 5 } “ 6
·

0 0 】4 5
·
4 0 { 4 0

·
4 0 } 1 2

·

2 0 } 7 7
·

70 ! 7 1
·

2

一九五

.

卜 J `

健健 株株
...

重重病株株 1 0 3
。

7 000

挺挺病株株 2 0 5
。
2 555

22222 69
。

7 555

~ 刁`

* 表中数宇为 1 0株平钧数值
。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

l
。

病害对于果实产最没有影响
,

相反轻病株的产量还校健株高出不少
。

195 7年

重病株的产量亦高于健株
。

2
。

病害对于果品的好果李是有较明显的影响
,

健株的好果举高于病株
。

上面的抗爵查料作者歌为是不殉理想的
。

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取样过少而且不

狗典型的原故
,

此外
,

抗爵年份过少亦有关
。

至于轻病株产量高于健株的原因
,

推

侧可能是由于在发病初期
,

病害具有刺激病株多桔果的作用
。

此外
,

还利用商便旋光测定仅对不同受病程度白龙成株上的果实样本进行了果

汁中可溶性物鬓 (主要为单醋和双酷 ) 的速侧
。

测定时在每个果实的阴阳面分别取

样榨汁
,

每种处理每次取样 12 一 16 个果实
。

测定桔果可兑表 X
。

表 X
、

病害对果实汁液中可溶性物臀 含量的影响

, ”
,“ ` , ’

{
, 二” 定 ` ,

…
` 三“ ,。定 , ,

{
, 。 含 ,

1 2
.

86 土 1
.

15% * *

1 3
一

幼士 2
。

1 5

1 3
。
1 1士 1

。
口8

1 3
。

触土 i
。
5 3%

1 4
一
2 0士 2

一
0 5

1 3
。
6 5士 2

。
3 0

1 2
.

2 8士 1
。

6 5%

1 3
。
0 2士 1

。
1 8

1 2
。
3 9士 1

。
1公

1艺
。

79土 1
。

4令羚

1 3
.

4 9土 1
。

7 9

·

13
。

0 5土 1
。
8 2

病病
一九五六

1 1
。

O4 土 1
。
1 8

1 1
。
5 0士 1

。

00

1 0
。

9 8士 1
。

3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钊一引司创
J

叫侧
Jee

引

病病

处一,1.一,,月份一一

一九五七

` 以`

* 结一次湘定为 1肠 6年 10月 1 7日
,

第二次为 1 1月 1 7日
,

策三次为 1 9 5 7年 , 月 1 2日。

* * 表中徽字为 12 一 16 个果实阴阳西洲定乎均傲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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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二点 :

1
。

病株果实的可溶性物臀含量枝健

株为高
,

其中以重病株果实的含量最高

; 如将二年数字平均
,

其含量校健株提

高 4
。

8 7%
。

2
。

病株果实的可溶性物霄含最的变

动幅度一般较健株为鸟
,

其中以 195 “年

的测定数字比校明显
。

病害对果实骼藏影响的拭脸
:

19 56 年及 195 7年进行了不同发病程

度白龙成株上所产果实的盼藏拭脸
,

以

便了解病害对苹果果实盼藏 性 能 的 影

响
。

聆藏时期是从本年 9 月底开始一直

到次年元月底
,

共扫 4 个月左右
。

盼藏

地点为我院果康 (改夏土窑)
。

果实在

入康前都轻过严格挑选
,

去除一切病伤

果实并分极进行盼藏
。

在盼藏期中
,

每

隔 7 一10 天检查一次
,

剔除腐烂果实后

重新核对其个数和重皿
。

献脸桔果可兑

表议

从上表可以得出以下二点 :

1
。

病果不耐狞藏
,

其中重病株果实

的摄失率皎健株高出 9
。

6一35
。

2 %
。

2
。

病果易在狞藏期简遭 受 炭 疽 病

( G一
。 , e r e l l a C i n g u l a t a ) 的为害

,

其受

病率显著的彼健株为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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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现已不可查考
。

但据在兴平
、

三原等地的筋周了解
,

早在 1 947 年以前就发现了

花叶病的为害
。

当时发生很少
,

而且只仅仅在 白龙等个别品种上发生
,

因此一道未引

起人们的注惫
,

解放初期
,

在 1 9 5 1一 195 3年期简病害突然在关中地区的一些果园内

把速 发展蔓延开来 ; 不但病株数量加多而且发病品种也增 多了
。

据一些果园工作同

志敲及在 195 1一 195 3年期简
.

一般果园都枝严重地发生了蚜虫和浮尘子的为害
,

并

怀疑其与病害发生有着一定的关系
。

i肠 3年以后
,

苹果的种植在陕西迅速发展
,

对

各种苹果苗木的需要量大大增加
,

因此薛多原有果园的苗木繁殖工作也相应地加强

了
。

为了加快苗木的繁育
,

曾应用了大批沙果
,

秋子
,

蔡子及白果的根夔苗作为砧

木 ; 但在这些根萦苗中有爵多是已轻感染了花叶病的 (母株为染病株 )
。

如 195 6年

在三原前省农业粽合拭脸站苗圃渊查
,

根集苗的发病举为25
。

34 %
,

前扶风果园的发

病牟亦达 26
。

81 %
。

再加上在挑选接芽 中亦参杂了部份病芽
。

这些病苗对于病害的

扩大分布起着重耍作用
。

同时病害在原有果园中仍然祖箱蔓延为害 ; 如我院果园的

2 76 株白龙成株
,

195 4年调查发病率为 58
。

33%
,

而 1% 6年即增加为 85
.

5%
。

目前
,

在

殃西省的关中地区已普派发生为害
。

受病品种已占现有栽植品种的大多数 (群情 可

免第六节 )
,

其中尤以白龙 : 甘露
,

楼锦
,

等品种的发病最为普温
,

一般果园内这

些品种的发病奉为 70 一 100 %
。

在拥查 中还发现凡是用种子繁殖的砧木一般均不发病
。

关于我国苹果花叶病的来源简题
,

过去有薛多工作者都歌为是随着西洋苹果苗

木的橇入而从欧
,

美或 日本先傅入我国沿海地区 (山东
,

河北及辽东等地 )
,

而后再

陆箱傅入内地各省 ; 作者亦同惫这种惫晃
。

但 195 6年我院园艺系孙华教授在甘肃河

西地带调查时
,

却在敦煌的一些 1 0 0一2 00 年的沙果老树上发现了花叶病
,

有时单独

一株也发病 ; 但是在当地附近尚无西洋苹果的种植
。

作者于 195 8年在商县也遇到了

同样的情况
。

这种现象貌明了苹果花叶病可能很早即在我国西北地区存在为害了
,

至于这些病株对西北地区西洋苹果花叶病发生蔓延的具体作用
,

目前尚不清楚
,

有

待今后进一步的刹查
。

九 衬 瀚

总桔以上各项调查材料和裁脸桔果
,

可以初步肯定我国苹果花叶病是一种由于

病毒寄生而引起的侵染性病害
,

而不是 由于缺乏某种徽皿元素而造成的缺素症
。

至

于个别利用 1/ 30 0几 S。 `溶液进行根部灌施具有一定治疗效果 (如据原长安县果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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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栩 )
,

在作者的拭脸中并未获得相同的桔果
,

但这里并不否歌利用某种元素尤其

是利用微 t 元素刺激植物
,

提高生活力
,

抗病性的可能
。

因此
,

应用各种微 t 元素

防治苹果花叶病的献脸工作仍然可以在今后粗植进行
。

根据病害的症状表现
,

傅播途径
,

寄主范围与品种反应以及其发生发展情况等

方面来看
,

是和过去文献 中所报导的苹果花叶病相同的 ; 是由于 p u y r。 衫 r us Z 号

( m
o r m o r m o

il) 病毒寄生所引起的
。

续边型的症状
,

过去文献尚无祀载
。

不过此型

仅冕于前陕西省农业粽合拭脸站苗圃中
,

在作者的接种献脸中亦未 出现此型
,

此点

尚需进一步研究
。

苹果花叶病的研究虽然有着长期的历史
,

但研究工作不多
,

尤其是在深度方面显

得非常不殉
。

且有矛盾
,

例如与防治关系最密切的病害傅布蔓延商题
,

迄无定箫
。

在汁

液傅播方面
,

作者拭脸是和从前有关这方面大多数拭脸获得相同的桔果
,

、

而是此病

不由汁液傅播
。

但 c h r i s t o f f 〔, o〕及 y a , w o o d〔. `

一
`〕却获得成功

。

不过 p o s n e + + e
及 c r o P I

e y 〔` 。〕
,

iG lm o r 〔t 7〕亦曾指出 r’a r w 。 。 d的汁液接种亦只限于采自美国加州的毒源 ; 因

此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

关于病毒的尾虫傅播简题
,

有爵多工作者 如 P os en tt e

及 ct o P I

: y 〔` 。〕等人根据病害的发展蔓延情况
,

估针尾虫傅毒的可能性很大
。

作者通过 一些

翻查和观察桔果亦同惫这样的估爵
,

并且敲为蚜虫傅毒的可能性最大
。

P o

itr
o on 〔` ’ 〕

的拭脸初步征实了这种想法 ; 但是在 eP it sr ou 以前
,

曾有一些工作者用同样的苹果蚜

侈户加 oP 二 i) 进行接种
,

如 H oc k e y 〔3 ” 〕等都未能得到成功
。

这一矛盾是不能单纯

用接种技术简题来园满解释的
,

同样作者的初步接种工作亦未能获得肯定的桔果
,

现尚在粗植献脸
。

在调查观察中
,

看到栽培管理
,

树势强弱与发病密切有关
,

但是具体栽培措施

对病害所起影响的资料还十分缺乏
,

今后应大力通过拥查和拭脸工作来累积这方面

的资料
。

奋

月卜 . .

十 病害防治的几点建蒸

在前一工作阶段中
,

对于病害防治的简题不约重砚
,

所掌握的具体查料不多
。

目前只是根据工作中的一些初步桔果
,

提出病害防治的以下几点建裁 :

i
。

为了避免病害的进一步傅播
,

特别是保护新区果园
,

苗木的检座工作还是必

需严格执行的
。

耍想繁殖无病苗木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惫 :

①选择适应于本地区的夏好砧木种类
, 一

据西北农科所园艺系的润查研究
,

在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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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以秋子
,

西府海棠 (M
o lu o m i o

r o m : hi 。
)二种为优

。

在繁殖时最好利用种子繁殖
,

这样可以完全避免 自母株道接傅播花叶病 ; 若万一必须采用根萦苗进行繁殖时
,

一

定要对母株进行仔翱检查
,

有病者抱对不能采用
。

②严格选用无病接穗
,

对采穗母株需要在 2 一 3 年内轻过反复多次 的 捆 致 检

查
,

确定无病后
,

然后加以标韶
,

以备采取接穗
。

③苗圃应 与果园隔离开来
,

以防止花叶病及其他病虫害的傅播为害
,

在发生病

虫时亦需喷桑防治
。

④苗木出圃前严格检疫
,

不郭有病苗木外运
。

据作者了鲜
,

目前爵多苗圃都未能进行苗木的严格检疫
。

此外
,

有一些果园每

年还道接外运大批接穗
,

亦未能进行检疫 ; 桔果必然使花叶病不断向新区蔓延
。

这

些漏洞
,

应孩迅速加以堵塞 ; 建裁有关检疫机构充分注意这一阴题
。

2
。

加强栽培管理措施
,

提高树势
,

增强植株对病害的抵抗力
。

这是病害防治的

一个主要方面
,

尤其是对于现已发病的果园来锐就更形重要了
。

但是具休进行那些

措施可以扭速提高树势
,

增强植株抗病力 ; 目前尚不能明确提出
,

有待今后的大力

拥查和研究
。

现仅初步提出如下几点意晃 :

①加强施肥和灌溉 : 施肥时对有机肥料
,

如厩肥
,

豆爵等
,

应拾以 足 约 的 注

意
。

追肥的数量
,

次数及时简亦很重要
。

在 灌溉方面由于陕西省春旱
,

故对冬灌和

春油尤应注意
。

②适 当控制每年的桔果数量
,

这点在树势不 强的果园尤为重要
。

果树的桔果数

t 决定于栽培管理及树势的水平 ; 二者必须互相适应
,

否剧过多枯果
,

即会减弱树

势
。

彻底消灭隔年桔果现象
,

对于恢复和增强树势有着很大 的意义
。

⑧适度修剪
,

以免重剪影响树势
。

在幼树整枝时
,

主干不可留得过低
,

另外还

应保留中心枝干
。

3
。

在严重发病地区最好不要大量发展高度感病的品种
,

(如白龙
,

甘露
,

华纬

及金冠等品种 )
。

而代之以比较抗病的品种
,

(如国光
,

杠玉
,

元帅
,

大珊瑚等品

种 )
。

4
。

对于可能傅播病毒的尾虫应大力防治
,

其中尤其对苹果蚜要特别注惫
.

十一 摘 要

产一一一 准
·

苹果花叶病在我国齐多苹果产区都有分布
,

如辽宁
、 ’

由东
、

河北
、

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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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及甘肃等省
。

其中陕西省的关中
、

陕北及陕南地区均有病害发生
,

尤以关中地

忆发病普瘟而且严重
。

2
。

作者圈续了国内外有关苹果花叶病的部份文献 (包括橘要 )
,

对病害的研究

历史和现况作了一个商要的粽述
。

其中包括病害的研究历史
,

寄主范围 及 品 种
.

反

应
,

病毒株系及其症状特点
,

病毒的傅播及其在果园中蔓延的情况
,

病害对于苹果

的生长及产 t 的影响以及防治途径等方面
。

3
.

花叶病的症状具有以下 6 种类型
: ①斑驳型多花叶型⑧搁斑型 (其中又分为

条斑亚型和拥斑亚型 ) ④云斑型⑤环斑型⑥续边型 ; 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症状
。

在自然条件下所有这些类型 (续边型除外 ) 均可发生于同一植株
,

同一株条
,

甚至

同一叶片上
。

在各类型之简还可混合发生
,

因此具有不少中简类型 ; 所有这些情况

构成了病害症状的复杂变化
。

4
。

病害的盛发期是与植株新梢生长期相一致的 ; 此外
,

较温 暖 的 气 温 ( 10 一

20
O C )

,

较强烈的光栈
,

校干旱的条件以及树势襄弱均有利于病害的发生
。

5
。

通过嫁接接种拭脸及 eF
。 : n 。

m n o g
。
B 等微量元素的珍断拭脸

,

征明苹果花叶

病是由于 P yr
u . , i r su Z 号病毒寄主所 引起的侵染性病害

。

病毒不能藉汁液及种子进

行傅播 ; 蚜虫及浮尘子的初步接种拭脸
,

未能获得肯定的桔渝
。

6
。

病毒的寄主范围根据拥查和嫁接接种拭脸的初步桔果
,

包括苹果
,

冬杠果
,

稀苹果
,

沙果
,

林摘
,

秋子
,

中花
,

蜜果
,

白果
,

茶子
,

山定子
,

陇东海棠以及花

海棠等多种植物
。

不同的西洋苹果品种对于病毒感染性具有明显的差异
,

其中以白龙
,

甘露
,

华

锦及金冠等品种最为感病
,

其次为黄魁
,

杠妓
,

杠玉
,

国光及元帅 等 品 种
,

而 英

金
,

大珊瑚及印度等品种 lllJ 高度抗病
。

7
。

重病株的新梢生长长度校健株平均减少27 %
。

采自病株的果实其可溶性物霄

伯含 t 较无病株者昙高
,

同时不耐盼藏
,

特别容易遭受炭疽病的为害 ; 轻过四个月

户盼藏拭脸
,

其担失率胶健株果实增高9
.

6一35
.

2 %
。

但是在二年产 t 的比较中
,

病

株与健株没有显著区别
。

8
。

苹果花叶病在关中地区的最早发生历史已不可考
。
但在 1 9 4 7年以前郎有零星

分布
,

病容在 i肠 1一 1弱 3年大 t 扩展蔓延
,

推测其原因有二 : ①栽植有病苗木
。

②可

能与蚜虫等害虫的大发生有关
。

9
。

建蔽病害防治应从①苗木
,

接称严格执行检疫
,

②加强栽培 管 理
,

增 强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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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③在严重发病地区避免大量种植高度感病品 冲
,

④防治可能傅播病毒的尾虫
,

翔蚜虫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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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班敬型病班

图 () 2
,

班城型病班的发展



图 (三 )花叶型病班

图 (四 )花叶型病班的发展



图 (五 )拥班型病班

1
。

条斑亚型病斑

轰 扣较皿皿病奋



图 (六、 条斑皿型病斑的发展



图 (七 ) 相斑亚型病斑的大展



〔八 )云斑型病斑

图 (九 )云斑型病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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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十二 )镇班塑病斑

图 (十三 )“ 云斑型与捆杖型混合发
`
l: 的病斑



图 (十四 )云斑型与环斑型简的中简型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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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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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年泳翻 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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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峨的处理情况

i一 2苗木的隔离处理一防虫

4苗木切接传病处理

3 成株成条隔离处理一防虫

5 成株切接传病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