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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套袋技术是目前生产高档梨果的重要措施之一 ,梨果套袋后避免了与外界的直接接触 ,减轻了病虫

危害 ,提高了果面光洁度和果实的商品价值。但果袋所提供的微域环境加重了梨果黑点病、褐斑病、中国梨木虱、黄

粉蚜等病虫害的发生。文章综述了套袋梨主要病虫害的研究现状、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 ,以期为梨果的无公害化生

产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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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ear f ruit bagg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 ractices in p roducing high quality f ruit s.

Bagging pear f ruit can avoid direct contact with t he out side ,reduce t he plant disease and insect pest s ,en2
hance t he f ruit surface smoot hness ,and increase the f ruit goods value. However , t he exceptional environ2
ment inside t he f ruit bag of ten induces some f rui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 s , such as pear black2dot ,pear

brow spot , Ps y l l a Chiesis Yang et Li ,A p hanosti gm a j ak usuienis Kishida etc. Recent research on t he famil2
iar f rui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 s (listed above) af ter bagging is summarized so as to lay t heoretical basis

for non2pollution production of pe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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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实套袋已成为当前生产优质无公害高档梨果

的一项主要技术措施。梨果套袋后避免了与外界的

直接接触 ,使果实成熟期的果点、锈斑面积变小 ,颜

色变浅 ,提高了果面光洁度 ,同时也减少了农药污

染 ,提高了果实商品价值。但是套袋对果实病虫害

的发生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纸袋通过物理隔绝和

化学防除作用减轻了一般性果实病虫害 ,如裂果、轮

纹病、炭疽病及梨食心类害虫 ;另一方面 ,纸袋提供

的微域环境加重了具有喜温、趋阴习性 的害虫及某

些病害的发生[122 ] 。本文就目前套袋梨果采摘前的

主要病虫害研究现状作初步综述 ,以期为梨果的无

公害生产奠定理论基础。

1 　套袋梨的主要病害

1. 1 　黑点病

该病是由弱寄生菌侵染引起的一种新型病害 ,

只侵染套袋梨果 ,裸果上很少发生[3 ] 。1996～1997

年河北农业大学从病斑中取样 ,用柯赫法则诊断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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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由细交链孢菌 ( A l ternari a tenuis Nees) 和粉红单

端孢菌 ( T richot heci urm roseurn Link) 真菌侵染所

致 ,两者单独侵染或混合侵染均能引发套袋梨黑点

病[4 ] 。

黑点病常在果实膨大至近成熟期发生 ,多发生

在萼洼处、果柄基部及胴部和肩部 ,集中连片居多 ,

也有零散分布。初期为针尖大小的黑色小圆点 ,3～

5 个成堆 ;中期连接成片甚至形成黑斑 ,稍凹陷 ,黑

点直径多为 0. 1～1 mm ,少数为 1～5 mm ,直径 1

mm 以下的黑点呈圆形或近圆形 ,直径 1 mm 以上呈

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斑。后期直径 1 mm 以上的

黑斑中央灰褐色 ,木栓化 ,不同程度龟裂 ,大的黑斑边

圈黑色 ,圈外有黑晕或绿晕 ,中央龟裂 ,深度一般不超

过 1 mm ,采摘后黑点或黑斑不扩大 ,不腐烂[5 ] 。

Hideo [6 ]认为 ,梨在花期时雌蕊最易感染黑点病

病原菌 ,进而感染其他花器 ,而套袋后又提供了适宜

的温度、湿度 ,导致该病的大发生。据周志芳等[7 ]实

地调查发现 ,89 %的发病梨育果袋内有花器残留 ,表

明花瓣、花萼、柱头均能滋生黑点病病原菌 ,证实了

黑点病的发生与育果袋内的花器残留有直接关系。

此外 ,该病的发生与果袋的透气性、气候条件、套袋

梨品种的抗病性、立地环境等因素有关。套袋时所

选育果袋的透气性差也影响发病 ,不同育果袋发病

次数由多到少依次为报纸袋 > 羊皮袋 > 不套袋[8 ] 。

透气性好的育果袋 ,可以降低袋内的温度和湿度 ,能

减少黑点病的发生 ,通透性差的药蜡袋黑点果率高

达 27. 09 % ,而通透性好的纸袋仅为 1. 48 %[8 ] 。气

候条件是黑点病发生的根本原因 ,此病多发于 6 月

下旬至 8 月上旬 ,遇高温、高湿、连阴雨天最易发病 ,

当气温超过 28 ℃、连续阴雨 3 d 以上、梨园相对湿

度达 80 %时 ,病果率明显上升[3 ] 。不同品种梨套袋

后黑点病发生的程度具有差异 ,鸭梨、绿宝石、早酥等

品种套袋后发病重 ,皇冠、黄金、大果水晶等品种套袋

后发病轻[9 ] 。地势平坦、排水良好的砂壤土果园发病

较轻 ,反之发病重 ,结果部位在树体 1. 5 m 以下的套

袋果发病率高于 1. 5 m 以上的套袋果 ,黑点病水平分

布树冠中部最多 ,垂直分布树冠下部较多 ,不同方位

差异不明显[9 ] 。用 70 %代森锰锌和 50 %福美双对黑

点病的 2 种病原菌均有很好的抑菌效果[7 ] 。

1. 2 　黑斑病

梨黑斑病是梨种植区广泛发生的一种病害 ,韩

国、日本及我国发生均较严重。该病的病原菌为菊

池链孢霉 ( A l ternari a Ki k uchi ana Tanka) ,属半知

菌亚门丛梗孢目真菌[10 ] 。

该病主要侵染果实、叶片和新梢。幼果初期受

害 ,在果面上会产生 1 个至数个黑色圆形针头大小

的点 ,之后逐渐扩大形成圆形或椭圆形病斑 ,表面略

凹陷 ;后期病果畸形、龟裂 ,裂果可深达果心 ,并常引

起落果 ;近成熟果受害 ,初为褐色圆形病斑 ,扩大后

为黑色至黑褐色病斑 ,稍凹陷 ,同时病斑表面产生墨

绿色至黑色霉状物[11 ] 。

不同梨品种对黑斑病的抗性不同 ,秦酥、宝珠、

七月酥、富源黄、爱宕、新水、绿云、金水 2 号 8 个品

种最易感病 ;不同种类梨的抗病性由低到高依次为

白梨 < 砂梨 < 种间杂交品种 < 西洋梨 ;日本砂梨对

黑斑病的抗性大于中国砂梨 ;长江以南地区的中国

梨品种抗黑斑病能力低于长江以北地区的中国梨 ,

中部地区和淮河以北地区梨品种对黑斑病的抗性差

异不大[12 ] 。黑斑病病原菌生长的适宜温度为 20～

30 ℃,孢子萌发的最适温度为 28 ℃;病原菌生长的

相对湿度为 50 %～100 % ,最适相对湿度为 98 %～

100 % ;孢子萌发必须具备相对湿度 98 %的高湿条

件 ,其在水滴中的萌发率最高。气温在 24～28 ℃且

连续阴雨有利于黑斑病的发生与蔓延 ,气温达到 30

℃以上并连续晴天 ,病害则停止蔓延 ,田间温度主要

影响梨黑斑病病原菌的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 ;而湿

度主要影响梨黑斑病病原菌孢子的萌发[ 13 ] 。室内

药效测定结果表明[14 ] ,腈菌唑 5 000～7 000 倍、克

霉灵 500～1 000 倍、甲基托布津 1 000 倍对黑斑病

病原菌菌丝生长和孢子萌发均有抑制效果。生产上

用多菌灵防治套袋梨黑斑病 ,但效果不佳 ,主要是由

于多菌灵对病菌菌丝生长无抑制作用 ,只对抑制孢

子萌发有一定效果。

1. 3 　褐斑病

该病俗称“鸡爪病”,是套袋梨果表面发病率比

较高的一种缺钙性生理病害。在果实成熟期及贮运

期间 ,该病发生严重 ,但只危害果皮 ,发病后不腐烂 ,

病斑不扩展。该病在果实气孔周围发病 ,开始在皮

孔的周围出现褐色斑点 ,然后沿皮孔周边细胞向外

迅速扩展 ,形成不规则弯曲褐色纹理 ,约 1 周后 ,便

形成中心颜色浅淡、四周浓重的不规则褐色斑。当

多个病斑连在一起时 ,则形成较大的不规则斑块 ,病

斑随时间推移 ,颜色由浅变深并伴随轻微凹陷。病

斑直径一般为 1～2 mm ,灰褐色 ,多呈纵条形或带

形排列 ,少数呈多点聚合片状[15 ] 。

褐斑病发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1)套袋后果

实酚类物质代谢紊乱 ,是引起果皮组织褐变的根本

原因。与套袋正常果实比较 ,发病果果皮和果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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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酚含量以及过氧化物酶 ( POD) 和多酚氧化酶

( PPO)活性均较高 ,但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活性

差异不显著 ,另外果面褐斑区比正常区有较高的酚

含量。通过外施药剂证明 ,果皮发生褐变与 PPO 活

性显著升高有密切关系[ 1 ] 。从梨品种的果皮特性

看 ,该病发生比较严重的品种是皇冠梨、大果水晶、

绿宝石等 ,绿皮梨品种发病程度相对较小 ,皮糙而厚

的褐皮梨不感病[16 ] 。( 2) 果实 Ca 含量低及其与

Mg、K元素含量比例不协调易引发褐斑病。套袋后

降低了果实的蒸腾速率 ,而 Ca 为不活泼元素 ,在树

体内移动性差 ,从而降低了 Ca 元素向果实中的转

移 ,套袋果 Ca 含量仅为不套袋果的 49 %～63 % ,但

K含量明显高于未套袋果。套袋病果与未套袋果果

皮 N/ Ca 分别为 9. 8 和 6. 1 , K/ Ca 分别为 17. 6 和

8. 8 ;套袋健康果 N/ Ca 和 K/ Ca 分别为 6. 2 和

11. 5。说明 Ca 含量低以及 N/ Ca、K/ Ca 高 ,是诱导

果皮组织发生褐变的重要原因[15 ] 。(3) 果实近成熟

期或贮藏期发病时间与气候条件关系密切。此期若

连续高温晴天后 ,温度骤降且伴有雨水出现 ,很容易

发生褐斑病 ;另外连阴雨天、多雨天或果实膨大后期

温度骤降并遇雨水也能加重该病发生[17 ] 。(4) 园址

和土壤酸碱度会影响褐斑病的发生。黄泥低洼田褐

斑病发病率为 77. 18 % ,黄泥背阳斜坡地发病率为

36. 18 %。酸性土壤能引发褐斑病 ,据调查 ,土壤

p H 在 5. 5～6 的果园 ,幼果均有不同程度的褐斑病

病斑[ 18 ] 。(5)成熟度高、单果重大的果实病果率高 ,

成熟度低、单果重小的果实病果率低[16 ] 。在防治方

面 ,推迟套袋时间 ,增加果皮在自然环境下的暴露时

间。另外 ,应平衡施肥、适度灌水 ,控制产量 ,并且提

早采收期 ,避免由于成熟度高而引起的褐斑病病

害[19 ] 。

1. 4 　日灼病

套袋梨果日灼病是目前发生比较普遍的一种病

害。有研究者认为[20 ] ,发生日灼病的机理之一是氨

毒害 ,高温抑制氮化合物的合成 ,导致氮积累过多而

毒害细胞 ,造成果实发生日灼病。套袋梨发生日灼

病可归纳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个方面。内部原

因是套袋初期 ,梨果表面组织幼嫩 ,生理活动较活

跃 ,果内干物质含量降低 ,含水量相对增多 ,果皮蜡

质层变薄 ,对不良气候条件的抵御能力差 ,此时在强

烈光照下 ,果面温度迅速升高 ,蒸腾、呼吸速率加强 ,

导致果皮失水出现日灼[21 ] 。外部原因有以下几点 :

(1) 日灼病的发生取决于强日照使果面温度升

高[22 ] 。(2)果树生长势强弱与结果部位不同 ,发生

日灼病的程度不同。树冠外围日灼率大于内膛 ,树

冠南部和西部日灼率大于北部和东部 ;树势过弱或

虚旺 ,贮存营养不足 ,幼果角质层发育不良 ,对外界

刺激反应敏感 ,易受日灼伤害[23 ] 。(3) 日灼病的发

生与育果袋及套袋、去袋时间关系密切。套塑膜袋

果实日灼率大于纸袋 ,单层袋日灼率大于双层袋 ,外

黄单层袋比外花单层袋日灼率高 ,外灰内黑比外灰

内红的双层袋日灼率高 ,而双层优质袋的日灼率与

对照果基本相同[24 ] ;早晚或阴天套袋发生日灼病的

机会相对较少 ,中午气温高时最易发生日灼病[21 ] 。

在防治方面 ,将用阿司匹林复配的植物解热剂格瑞

3 号施用于套袋梨树上 ,梨果的抗日灼病性能显著

提高[20 ] 。另外 ,多施磷肥和钾肥能提高梨树的抗旱

性 ,磷、钾、硼、铜、镁和锌等微量元素 ,均可通过改善

植物体的分子结构 ,增强分子的热稳定性 ,进而提高

植物体的抗日灼病性能[25 ] 。

1. 5 　顶腐病

梨顶腐病又名梨蒂腐病、梨“铁头病”和梨“黄头

病”,是主要危害西洋梨品系、黄金梨和水晶梨的一

种生理性病害[26 ] 。梨果套袋后于幼果期就开始发

病 ,初期果实萼洼周围出现淡褐色稍湿润晕圈 ,随后

逐渐扩大 ,颜色加深 ;后期病斑可及果顶的大半部 ,

病部黑点 ,质地坚硬 ,中央灰褐色。此时可受到细交

链孢菌 ( A l ternari a tenuis Nees) 和粉红单端孢菌

( T richot heci urm roseurn Link)真菌侵染 ,因此后期

发病症状又与黑点病相似 ,这给梨顶腐病的鉴定、防

治带来困难[27 ] 。发生该病的内在原因主要是所选

的砧木不当 ,由于亲和力不良 ,进入结果期后树势衰

弱 ,树体营养元素失衡导致发病[ 26 ] 。外在原因主要

是不良环境刺激造成果皮老化 ,果皮下的薄壁细胞

经过细胞壁加厚及木栓化后 ,角质、蜡质及表皮层破

裂坏死 ,或者因幼果期果实未脱绒毛时套袋触碰果

面 ,造成表皮细胞受伤而停止发育[28 ] 。防治措施

有 :均衡施肥 ,秋季施有机肥 3. 75 万～ 4. 50 万

kg/ hm2 ,同时配施硅钙镁肥 (主要成分为硅 35 % ,钙

20 % ,镁 10 %) ,防治效果可达到 97 %以上 ;幼果期

严格喷药种类 ,禁止喷乳油和杀虫剂等农药 ,以免形

成药害 ;合理进行水分调控 ,防止旱灾涝害 ;对顶腐

病发生严重的梨园 ,幼果期喷布 1 次 50 mL/ kg 细

胞分裂素 ,可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29 ] 。

2 　套袋梨的主要虫害

2. 1 　中国梨木虱

中国梨木虱 ( Psy l l a Chiesis Yang et Li)属同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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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木虱科。近年来发生严重 ,已成为危害套袋梨果

的主要优势种群。在中国大部分地区 ,1 年发生 6～

7 代 ,6～9 月是危害严重期。梨木虱对套袋梨的直

接危害指由梨木虱若虫入袋刺吸果面并分泌黏液 ,

形成内浅褐色、外围黑褐色大小不同的斑点 ,斑点周

围的黑褐色或黄褐色果点 ,直接形成黑斑 ,在虫体的

整个生长季节持续出现 ;间接危害指梨木虱分泌的

黏液 ,经雨水冲刷流至袋内果实上 ,被链格孢菌附生

破坏表皮组织并产生不规则的褐色或黑色病斑 ,严

重时导致果皮表皮脱落 ,果面凹陷 ,其危害程度大于

直接危害[30 ] 。梨木虱入袋危害的主要原因是幼果

萼洼部的虫卵未被杀死造成的 ,对其防治应该以控

制越冬成虫为主 ,控制其套袋之前不在幼果花器上

产卵[ 31 ] 。梨木虱危害果面的斑点一般发生在果柄

基部、果肩部及果实胴部 ,多呈片状 ,少有单个分布 ,

黑点直径 0. 3～3 mm。黑点以果点为中心 ,周围黑

色略有凸起 ,中央灰黑色 ,形状多数与果点相同 ,呈

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 ,如不重复危害 ,很快形成褐

色愈伤组织 ,不扩大 ,不腐烂[32 ] 。针对梨木虱对套

袋梨果的直接和间接危害特点 ,对梨木虱的防治策

略应该是虫菌兼治 ,前期重点治虫 ,中期侧重清除分

泌物兼治虫 ,后期重点防治霉菌附生[33 ] 。

2. 2 　黄粉蚜

梨黄粉蚜 ( A p hanosti gm a j ak usuienis Kishida)

属同翅目根瘤蚜科 ,是套袋梨果上的主要害虫之一。

黄粉蚜在我国 1 年发生 8～10 代 ,以卵在果苔、枝干

裂缝及秋稍芽鳞上越冬 ,5 月下旬该虫即可爬到梨

果实上进行危害 ,此时果袋内已有黄粉蚜在果实上

栖息 ,取食部位以萼洼处为主[34 ] 。另外 ,梨黄粉蚜

还可以从未扎紧的育果袋口进入 ,入袋后在果柄基

部、果肩部等处取食[35 ] 。采收过早的梨果常带黄粉

蚜 ,在贮藏、运输和销售期间可继续繁殖危害 ,引起

梨果腐烂[36 ] 。黄粉蚜危害套袋梨果的症状为 :初期

刺吸处周围形成环形、半圆形或圆形褐色晕圈 ,圆圈

逐渐形成黑点 ,直径约 1 mm ,若及时控制危害 ,晕

圈将形成圆形或月牙形直径 1 mm 左右的红褐色

点 ,其周围果面不同程度凹陷 ,不翘起 ,不脱落 ,果实

不腐烂 ;若不能及时控制 ,则数个或数十个黑点集中

成腐烂块 ,果柄处被害 2/ 3 面积以上的果实脱落 ,其

他部位受害采摘后斑点继续扩大、腐烂[37 ] 。套袋前

利用化学防治彻底杀除已经危害果实的黄粉蚜 ,改

进套袋技术 ,选用防虫的双层育果袋 ,并在套袋时用

双面塑膜胶带做成的捆扎带紧扎袋口 ,可有效阻止

黄粉蚜入袋[38 ] 。

2. 3 　康氏粉蚧

康氏粉蚧 ( Pseu dococcus comstocki ) ,属蚧总科

(Coccidae)粉蚧科 ( Pseudococcidae) 粉蚧属 ( Pseu d2
ococcus) ,在北方 1 年发生 3 代 ,在南方 1 年发生 6

代以上 ,雌雄成虫交尾后雄虫即死去 ,以卵和少量的

若虫、成虫越冬。第 1 代若虫孵化后 ,主要危害树

体 ,第 2～3 代若虫孵化后 ,进入果袋危害果实 ,集中

在梨果萼洼、梗洼处刺吸果实汁液。轻者有针尖大

小的黑点 ,重则为直径 1～5 mm 的黑斑 ,有时其上

覆有白色粉末状物。除萼洼部位外 ,梗洼、果实阴面

有时也有黑点产生[39 ] 。康氏粉蚧繁殖力的大小 ,因

发生时期和寄生部位不同而有所差异 ,寄生在果上

的成虫产卵数多于寄生在叶片和主干上的产卵数 ,

越冬代产卵数较少[40 ] 。康氏粉蚧聚集分布在树冠

内 ,以东西方向密度较大 ,聚集强度随种群密度的升

高而增加[ 41 ] 。康氏粉蚧属刺吸式害虫 ,前期危害幼

芽、嫩枝 ,后期危害果实并使果实呈畸形及果面有黏

液 ,严重时果实外袋呈油渍湿润状。目前对康氏粉

蚧防治效果显著的方法 ,仍以农业防治措施和化学

防治为主 ,根据其各世代发生规律 ,人为改变其生存

环境或喷洒化学药剂 ,对其在袋内危害有一定的控

制 ,使受害果率明显降低。在康氏粉蚧 1 代和 2 代

若虫高峰期 ,用 40 %乐斯苯乳油 1 500 倍、52. 25 %

农地乐乳油 1 500 倍、3 %莫比朗乳油 1 500 倍、40 %

速扑杀乳油 1 500 倍、25 %蚧死净乳油 1 000～1 200

倍 ,均能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42 ] 。

2. 4 　蝽 　象

茶翅蝽 ( Halyomorp ha picus ( Fabricius) ) 、斑须

蝽 (Dolycoris baccarum (Linnaeus) ) 和梨蝽象 ( U ro2
chel a L uteov ari a Dist ant) 多在梨树上混合危害 ,均

属半翅目 ,蝽科。近几年已成为危害梨果的优势种

群 ,其中茶翅蝽和斑须蝽的危害最严重 ,造成大量梨

果脱落。蝽象类害虫均以卵在杂草、树皮裂缝及浅

层土壤中越冬 ,第 2 年 3～4 月份 ,在平均气温达 10

℃以上、相对湿度在 70 %左右时开始孵化 ,而后转

移至树体上危害[43 ] 。蝽象种类不同 ,其发生期也不

尽相同 ,即使同一类亦是世代重叠或发育进度不整

齐 ,发生期时间延长 ,成虫又十分活跃 ,白天潜伏 ,夜

间活动取食 ,受惊时速迁 ,使药剂防治难以达到理想

的效果 ,导致蝽象类害虫常年危害成灾。蝽象不仅

危害新梢、叶片 ,而且还危害果面 ,特别是套袋前幼

果果面受害最重 ;套袋后 ,该虫除了可入袋危害外 ,

还可以透过育果袋刺吸紧贴袋体的果面[ 44 ] 。不同

园区蝽象危害程度有差异 ,水浇地梨园受害大于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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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梨园 ;园缘大于园内 ;梨树与其他果树混栽园大

于纯梨园 ,特别与柿树、苹果树或杏树混栽园中 ,发

生最为严重[45 ] 。梨园蝽象类害虫食性复杂 ,活动范

围广 ,利用成虫喜爱吸收向日葵汁液 ,可在梨园周围

种植向日葵进行诱杀。据报道[46 ] ,苦兰盘 ( Clero2
dend ron i nerme) 、水黄皮 ( Pongami a pi nnat a) 和决

明 ( Cassi a tora) 植物的水提取物 ,对蝽象的取食和

繁殖有明显的抑制效果。

3 　问题与展望

梨树是多年生果树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易受到

大量病虫害的危害。近几年 ,随着无公害果品生产

的需要 ,果实套袋技术在梨果上广泛应用 ,使危害果

实的病虫害优势种群发生了明显变化。套袋引起的

新型病虫害 ,是目前影响套袋梨果品质的主要因子 ,

果园套袋时使用的育果袋种类和套袋相关技术不

当 ,以及果园管理水平滞后 ,均给病害的发生创造了

条件 ,袋内梨果一旦受到危害 ,再有效的防治方法也

无法彻底消除病虫。

因此 ,对于套袋梨果病虫害的防治 ,“预防”是基

础 ,依然要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一贯植保方

针。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然控制作用 ,以自然生

态调控为手段 ,创造良好的梨园生态环境。措施安

排应以农业防治为基础 ,优先采用生物防治 ,关键时

期合理使用优质化学农药 ,协调运用其他防治手段 ,

力争将梨园主要病虫害的种群数量控制在经济允许

水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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