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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早期落叶病发病规律与药剂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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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2001～ 2003 年分别对陕西渭北苹果产区主要发生的早期落叶病进行了系统调查, 初步明确了苹果

早期落叶病的发生种类, 其中以苹果斑点落叶病 (A ltem aria m ali Roberts)、苹果褐斑病 (M arsson ina coronarian

(E ll. E t D avis) D avis)和苹果圆斑病 (P hy llostcca solitaria) 发病最重, 病叶率 49. 62%～ 10. 36% , 病情指数14. 82～

2. 33; 苹果灰斑病 (P hy llosticta p irina Sacc)发生较轻, 病情指数 0. 31。同时选用 10 种无公害药剂进行防治效果比

较试验、药剂搭配组合试验、年防治次数试验等研究, 结果表明, 40% 福星W P 3 000 倍液和 50% 朴海因W P 1 500

倍液的防效最好, 年防治次数以 5～ 7 次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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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早期落叶病是我国苹果产区普遍发生且最

为严重的一种病害, 该病大流行时, 造成大片果树中

下部叶片脱落, 枝梢上苹果暴露在外, 群众称作“糖

葫芦”。早期落叶病严重影响苹果树的正常生长、花

芽形成、果实增大和来年苹果的产量与品质。苹果早

期落叶病是苹果落叶病的总称, 包括的病害种类较

多, 目前在陕西渭北苹果产区发生的主要病害种类

有: 苹果斑点落叶病 (A ltem a ria m a li Roberts)、苹

果褐斑病 (M a rsson ina corona rian (E ll. E t D avis)

D avis )、苹果灰斑病 (P hy llostcca p irina Sacc) 和苹

果圆斑病 (P hy llosticta solita ria)等。

有关苹果早期落叶病的研究报道较多[1～ 14 ], 但

大多以早期落叶病的某种病害研究为主[2～ 9 ] , 对其

综合性的研究报道甚少[4 ]。为此, 作者自 2001～

2003 年分别对陕西渭北苹果产区主要发生的早期

落叶病的发生规律进行了系统调查, 初步明确了苹

果早期落叶病的种类、发病规律及无公害药剂搭配

组合和不同施药次数对病害的防治效果等, 现将研

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发病种类与发病程度调查

　　调查地点在陕西洛川、白水、淳化等苹果主产县

的部分果园, 调查时间在苹果早期落叶病的盛发期,

即 7 月上旬至 9 月中旬。调查方法按照《农业部新农

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中杀菌剂防治苹果斑点落叶

病的调查标准执行。采取随机取样, 每片果园调查

3～ 5 点, 每点 2 棵树, 按东、南、西、北、中 5 个方位

各调查 2 个当年新生枝条上的叶片, 分别统计病害

种类、发生情况和发病程度。

1. 2　药剂搭配组合的防治试验

选择生产上常用的无公害药剂, 按常规使用浓

度, 遵照交替用药的原则进行合理搭配与组合: ①

大生M 245+ 好力克+ 甲基托布津+ 朴海因; ② 多

抗霉素+ 甲基托布津+ 大生M 245+ 代森锰锌; ③

宝丽安+ 朴海因+ 代森锰锌+ 烯唑醇; ④ 好力克+

福星+ 朴海因+ 世高; ⑤ 甲基托布津+ 烯唑醇+ 世

高+ 农抗 120; ⑥ 清水对照。每处理重复 4 次。采取

小区试验, 每 5 棵苹果树为一小区, 各处理的喷药时

间分别为 05220, 06212, 06225 和 07220, 共防治 4

次。

1. 3　早期落叶病防治药剂筛选

试验选用生产上推广的无公害药剂: 50% 朴海

因W P, 40% 福星W P, 43% 好力克W P, 10% 宝丽安

W P, 80% 大生M 245 W P, 1% 多抗霉素, 70% 代森锰

锌W P, 70% 甲基托布津W P, 10% 世高水分散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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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2. 5% 烯唑醇W P 共 10 种药剂, 进行防治苹果

早期落叶病的效果比较试验。

1. 4　早期落叶病年防治次数试验

试验设年防治 3 次 (5～ 7 月各 1 次)、5 次 (5 月

防 1 次, 6 月和 7 月各防 2 次)、7 次 (5 月防 1 次,

6～ 8 月各防 2 次)、9 次 (5 月防 1 次, 6～ 9 月各防 2

次) , 以不防治为对照, 共 5 个处理, 重复 3 次。试验

区冬前用 5 波美度的石硫合剂处理树干和树梢, 春

季 3 月树未萌芽前再用 5 波美度的石硫合剂处理树

干、树梢和地面; 冬前和开春用石硫合剂防治, 不列

入防治次数。从开花后 7～ 10 d 选用治疗型杀菌剂

防治第 1 次算起, 6 月份用保护剂防治 1～ 2 次, 7 月

份用治疗剂防治, 将治疗剂和保护剂交替使用, 药效

间隔 10～ 12 d。试验药剂选用甲基托布津、朴海因、

大生M 245、代森锰锌、宝丽安等常用药剂。

1. 5　施药方法和防治效果调查

施药器械为 3W T 24 型高压背负式喷雾器, 工

作压力 8～ 10 kgöM Pa, 喷头孔径 1. 2 mm , 喷液量

2 100～ 2 400 kgöhm 2。每次喷药前调查上次喷药的

效果, 最后一次喷药后 20 d 调查总防治效果; 每处

理选 4 棵挂果相对均一的树为调查对象, 按 5 个方

位随机调查约 400 片叶子, 分别统计病叶数、病情级

别和防治效果。

1. 6　病害的分级标准与防治效果的计算

按照《农业部新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中杀菌

剂防治苹果斑点落叶病的药效计算标准。其病害的

分级标准见表 1, 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按下式计算:

病情指数 ( Index of d isease) =
∑

9

0
x iy i

x m ax∑y i

×100

式中, x i 为病级代表值, y i 为 x i 对应病级的病叶数。

防治效果ö% = 1-
CK 0×P t1

CK 1×P t0
×100%

式中, CK 0 和CK 1 分别代表对照组防治前和防治后

的病情指数; P t0 和 P t1 分别代表处理组防治前和防

治后的病情指数。

表 1　苹果斑点落叶病病害分级标准

T able 1　Standard of classificat ion on app le alternaria leaf spo t

病级代表值 (x )
V alue of grade

病斑占叶面积比例 (X ) ö%
Percen tage of the disease spo t in to tal leaf

病斑叶片参考指数
Severity

0 X = 0 叶面无病斑D isease spo t p ropo rtion is 0
1 0≤X ≤10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1ö5 D isease spo t p ropo rtion is 1ö5
3 11≤X ≤25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1ö4 D isease spo t p ropo rtion is 1ö4
5 26≤X ≤40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2ö5 D isease spo t p ropo rtion is 2ö5
7 41≤X≤65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 3ö5 D isease spo t p ropo rtion is 3ö5

9 X > 65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多半以上D isease spo t p ropo rtion
mo re than half

2　结果与分析

2. 1　苹果早期落叶病发病种类与危害程度调查

由表 2 可以看出, 苹果褐斑病在陕西渭北苹果

产区发生很普遍, 田间发病最重, 病叶率和病情指数

分别为 49. 62% 和 14. 82, 为主要优势种类; 混合型、

斑点病和圆班病的发生也很重, 病叶率和病情指数

分别为 25. 22% , 19. 28% , 10. 36% 和 6. 46, 4. 65,

2. 33; 灰斑病发生相对较轻。

表 2　早期落叶病发病种类与危害程度调查结果

T able 2　A pp le early defo lia t ion disease variet ies and their harm s

病害种类
Kinds

叶片总数
To tal of

leaves

病叶数
D isease

leaves

病叶率ö%
Percen tage of

the disease
leaves

最高病级
H ighest

grade

病情指数
Index of
disease

褐斑病M arsson ina coronarian 1 326 658 49. 62 9 14. 82

混合型3 M ixed 1 257 317 25. 22 9 6. 46
斑点病 A ltem aria m a li 1 380 266 19. 28 7 4. 65
圆斑病 P hy llosticta solita ria 1 245 129 10. 36 5 2. 33
灰斑病 P hy llostcca p irina 1 356 32 2. 36 1 0. 31

　　注: 3 指 2 种以上病害同时在一片叶上发生。

N o te: 3 Stand mo re than 2 species diseases on one leaf.

2. 2　苹果早期落叶病无公害药剂搭配防治效果

由表 3 可知, 5 种搭配组合防治苹果早期落叶

病均有一定防效, 其中以处理 4 (好力克+ 福星+ 朴

海因+ 世高)的防效最好, 平均防效 76. 84% ; 处理 2

(多抗霉素+ 甲基托布津+ 大生M 245+ 代森锰锌)

的防效最差, 平均防效 52. 51% ; 其他处理的防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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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同, 均在 61. 55%～ 64. 53%。从各次调查结果

看, 病叶率和病情指数随着调查时间的推移呈上升

趋势, 防治效果也随防治次数的增加而提高。

表 3　苹果早期落叶病药剂搭配防治效果

T able 3　T he con tro l effect of app le early defo lia t ion disease by alternative app licat ion of fungicides

处理
T reatm en t

调查时间
T im e of

su rveying

药剂剂型与浓度
Fungicides type and consistency

病叶率ö%
Percen tage of

the disease
leaves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

1 06210 80% 大生 M 245 W P 1 000 × 80% M ancozeb245
W P

5. 00 1. 22 24. 22

06224 43% 好力克W P 5 000× 43% T ebuconazo le W P 8. 00 2. 00 56. 33

07219 70% 甲基托布津 W P 800 × 70% T h iophano te2
m ethylW P

11. 75 2. 92 81. 46

08214 50% 朴海因W P 50% Ip rodione W P 16. 00 6. 33 84. 20

均值M ean 10. 25 3. 12 61. 55

2 06210 1% 多抗霉素水剂 600× 1% Po lyox in W 6. 00 1. 78 -

06224 70% 甲基托布津 W P 800 × 70% T h iophano te2
m ethylW P

9. 50 1. 83 60. 04

07219 80% 大生 M 245 W P 1 000 × 80% M ancozeb245
W P

15. 25 3. 31 78. 98

08214 70% 代森锰锌W P 800× 70% M ancozeb W P 25. 00 11. 61 71. 02

均值M ean 13. 93 4. 63 52. 51

3 06210 10% 宝丽安W P 1 500× 10% Po lyox in W P 4. 75 0. 75 53. 42

06224 50% 朴海因W P 1 500× 50% Ip rodione W P 5. 75 1. 25 72. 71

07219 70% 代森锰锌W P 800× 70% M ancozeb W P 21. 00 5. 67 64. 00

08214 12. 5% 烯唑醇W P 800× 12. 5% D in iconazo le W P 31. 00 12. 83 67. 97

均值M ean 15. 63 5. 13 64. 53

4 06210 43% 好力克W P 5 000× 43% T ebuconazo le W P 4. 00 0. 78 51. 55

06224 40% 福星W P 3 000× 40% N ustare W P (flusila2
zo le) 3. 00 0. 56 87. 77

07219 50% 朴海因W P 1 500× 50% Ip rodione W P 13. 00 2. 83 82. 03

08214 10% 世高水分散粒剂 3 000× 10% D ifenoconazo le
W G

18. 00 5. 61 86. 00

均值M ean 9. 50 2. 45 76. 84

5 06210 70% 甲基托布津 W P 800 × 70% T h iophano te2
m ethylW P

5. 50 0. 83 48. 45

06224 12. 5% 烯唑醇W P 800× 12. 5% D in iconazo le W P 5. 00 1. 17 74. 45

07219 10% 世高水分散粒剂 3 000× 10% D ifenoconazo le
W G

13. 00 3. 50 77. 78

08214 2% 农抗 120 水剂 800× 2% N ongkang 120 SL 55. 00 21. 28 46. 88

均值M ean 19. 63 6. 69 61. 89

对照 06210 9. 50 1. 61

Contro l 06224 18. 25 4. 58

07219 13. 00 15. 75

08214 80. 00 40. 06

均值M ean 30. 19 15. 50

2. 3　苹果早期落叶病防治药剂筛选结果

由表 4 可以看出, 试验所选用的 10 种无公害药

剂防治苹果早期落叶病均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效果,

其中以 40% 福星W P 3 000 倍液和 50% 朴海因W P

1 500倍液的防效最好, 分别为 87. 77% 和79. 65% ;

其次是 12. 5% 烯唑醇W P 和 70% 代森锰锌W P、

10% 世高水分散粒剂和 70% 甲基托布津W P, 防效

分别为 71. 35% , 67. 51% , 64. 67% 和 63. 31% ; 其他

药剂的防效较差。

2. 4　苹果早期落叶病药剂防治次数试验

由表 5 可以看出, 年不同防治次数对苹果斑点

落叶病均有显著防治效果, 随着防治次数的增加,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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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率和病情指数降低, 防治效果提高。年防治 9 次、

7 次、5 次和 3 次的病叶率分别为 14. 17% ,

17. 66% , 23. 96% 和 30. 14% , 防治效果分别为

91. 48% , 89. 31% , 84. 47% 和 77. 80% ; 不防治对照

区的病叶率和病情指数高达 67. 69% 和 23. 11。从经

济成本、减少喷药次数和降低农药残留等综合因素

考虑, 以年喷药防治 5～ 7 次为宜。

表 4　无公害药剂防治苹果早期落叶病药效比较

T able 4　Contro l effect comparison of app le early defo lia t ion disease betw een 10 environm ent friendly fungicides

药剂剂型
Fungicides type

稀释倍数
Consistency

使用次数
T im es

病叶率ö%
Percen tage

of the
disease
leaves

病情指数
D isease

index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

50% 朴海因W P 50% Ip rodione W P 1 500 3 11. 58 3. 47 79. 65

40% 福星W P 40% N ustare W P (flusilazo le) 3 000 1 3. 00 0. 56 87. 77

43% 好力克W P 43% T ebuconazo le W P 5 000 2 6. 00 1. 39 53. 94

10% 宝丽安W P 10% Po lyox in W P 1 500 1 4. 75 0. 75 53. 42

80% 大生M 245 W P 80% M ancozeb245 W P 1 000 2 10. 13 2. 26 51. 60

1% 多抗霉素 1% Po lyox in W 800 1 6. 00 1. 78 46. 88

70% 代森锰锌W P 70% M ancozeb W P 800 2 23. 00 8. 64 67. 51

70% 甲基托布津W P 70% T h iophano te2m ethylW P 800 3 8. 92 1. 86 63. 31

10% 世高水分散粒剂 10% D ifenoconazo le W G 3 000 2 8. 50 2. 14 64. 67

12. 5% 烯唑醇W P 12. 5% D in iconazo le W P 800 2 18. 00 7. 02 71. 35

对照 CK 30. 00 15. 50

表 5　苹果早期落叶病药剂防治次数试验

T able 5　Contro l frequency of app le early defo lia t ion disease by 10 environm ent friendly fungicides

试验次数
T im es

重复
Repeats

病叶率ö%
Percen tage of

the disease leaves

病情指数
Index

disease

防治效果ö%
Contro l

effect

9 3 14. 17 1. 97 91. 48

7 3 17. 66 2. 47 89. 31

5 3 23. 96 3. 59 84. 47

3 3 30. 14 5. 13 77. 80

清水对照 CK 3 67. 69 23. 11

3　小结与讨论

1) 苹果早期落叶病是陕西渭北苹果产区的重

要病害, 该病发生普遍, 危害严重。调查结果表明, 病

害的发病种类以褐斑病为优势种类, 混合型、斑点病

和圆班病发病也较重, 灰斑病发生相对较轻。

2) 苹果早期落叶病发病原因是由于病菌分泌

毒素刺激叶柄基部形成了离层细胞, 严重年份可造

成当年发 2 次芽, 甚至开 2 次花, 对翌年树势和产量

的影响极大。病菌以菌丝团或分生孢子盘在落叶上

越冬, 第二年春季降雨后产生分生孢子, 随雨水冲溅

至树冠下叶片上, 成为初次侵染菌源, 继而进行多次

浸染, 6～ 7 月为发病盛期。发病叶片病斑开始为蝇

粪状褐色小点, 与健全部分界限不明显, 其后发展为

同心轮纹型、针芒型、混合型病斑, 并变黄脱落。

3) 苹果早期落叶病的发病轻重与 4～ 5 月份降

雨量及田间管理措施关系密切。雨水是病菌传播和

病害流行的主导因素, 4～ 5 月多雨时能产生大量分

生孢子, 而且传播和入侵需要足够的雨水条件。分生

孢子潜育期一般为 6～ 12 d, 最长可达 45 d。发病至

落叶约需 13～ 55 d。因此, 凡是春季多雨、夏秋雨季

提前、高温潮湿的年份, 病害就会大流行, 8～ 9 月便

会造成易感病品种叶片大量脱落。2002 年, 陕西省

不少果区苹果早期落叶病发生严重的教训证实了这

一点。此外, 树势和品种也与苹果早期落叶病密切相

关, 凡是地势低洼、树冠郁闭、通风透光条件差、管理

粗放、树势衰弱的果园均易感病, 这些果园病害危害

重、落叶重; 感病品种以富士系、元帅系、金帅系等品

种发病较重, 秦冠、嘎拉系等品种发病相对较轻。

4) 在早期落叶病的发病初期, 用 43% 好力克

W P 5 000 倍、40% 福星W P 3 000 倍、50% 朴海因

W P 1 500 倍和 10% 世高水分散粒剂 3 000 倍液交

替使用, 能有效控制苹果早期落叶病的发生和危害。

从单剂的防效上看, 40% 福星 W P 3 000 倍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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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朴海因W P 1 500 倍液的防效最好, 年防治次

数以 5～ 7 次为宜。

5) 苹果早期落叶病除采用药剂防治外, 还应加

强田间管理, 如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 控制氮肥使

用量; 合理修剪, 加强夏剪, 保证树冠的通风透光;

秋、冬季清扫净田间残枝落叶, 进行树干涂白和喷 5

波美度石硫合剂等, 以提高树体自身免疫力, 减少病

原菌的流行。苹果早期落叶病的防治要从综合防治

的角度出发, 才能达到彻底控制病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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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study of regu la rity of app le early defo lia t ion

d isease and its con tro l by fung icide

L ID ong-hong1a , ZHAO Zheng-yang1b, ZHAO Hui-yan 1a , HU X iang- shun 1a ,

L E IYan -m ing2,L IU X iang-yang2, SHANG D ong-dong2, GAO Peng3

(1 a Colleg e of P lan t P rotection; b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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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pp le early defo lia t ion disease w as system at ica lly invest iga ted in W eiBei app le grow ing

areas in 2001- 2003. T he k inds of th is d isease had been confirm ed and there w ere app le a lternaria leaf spo t

A ltem a ria m a li Roberts, app le b row n spo t (M a rsson ina corona rian (E ll. et D avis) D avis) , and app le fru it

b lo tch (P hy llosticta solita ria). T he ra t io of d isease leaves w as 49. 62% - 10. 36% , and the disease index w as

on ly 14. 82- 2. 33. How ever, the app le gray leaf spo t (P hy llostcca p irina Sacc) occu rred very sligh t ly, and

the disease index w as 0. 31. It show ed that by comparing 10 environm en t friendly fungicides and alternat ive

app lica t ion of fungicides and the frequencies, the con tro l effect of N u stare (40% flu silazo le W P 3 000×)

and 50% ip rodione W P 1 500× w ere desirab le, and 5- 7 app lica t ion s per year w as su itab le.

Key words: app le; early defo lia t ion; regu larity; chem icon tr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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