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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草害防控研究室   李保华 张振芳 练森 王彩霞 董向丽 

  

已记载的苹果病虫害有上百种，目前常见、且能形成严重危害

的病虫害有 40余种。节省防治成本，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的根本措

施是改善果园生态环境，提高树体的抗病性，防止病虫害发生，或

降低有害生物的种群数量。当病虫害发生时需针对具体情况，选择

最佳时期，采用最经济有效的技术方法，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危害。

我国苹果的病虫害防控中，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一是果园内病虫

害种类多，生态环境有利于病虫害发生；二是果农和技术人员对各

种病虫害的发生规律认识不透，病虫防控抓不准关键环节，防治效

果差，实际生产中不得不依靠大量农药控制病虫害的危害。因此，

病虫害防治节本增效的关键，一是通过栽培高抗品种，改良栽培管

理制度，改善果园生态环境；二提高基层技术推广人员和果农对病

虫害发生规律的认识，掌握各种病虫防治的关键环节，逐渐削减作

用不大或效果差的叠加用药或重复用药。为此，作者结合胶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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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防控经验，探讨苹果病虫害节本增效的防控原

则与技术，以抛砖引玉，提高苹果病虫害的防控整体水平。 

一、苹果病虫害防控原则 

1、总体原则：在苹果病虫害的管理中，既要有效控制病虫害危

害，保证果品安全、高效、可持续生产，又要降低防控成本，减少

化学农药的投入量，就需在科学的栽培管理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

技术措施，压低果园内有害生物的种群数量，当果园内病虫害基数

过大或有严重危害趋势时，按照病虫害的防控需要，选择适宜的防

控药剂，适时、精准用药。 

综合运用生态、抗性品种、栽培、物理、生物等防控技术措施，

压低病源和虫源基数，创造不利于有害生物生长和繁殖的果园生态

环境，抑制病虫种群数量及其增长速度，这是病虫害防控的基础措

施。按照病虫害防控需要是指在病虫种群数量、果园生态环境、果

树生长发育状况等因子实时监测基础上，预测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趋

势和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当病虫害基数过大、环境条件特别适宜于

病虫害发展、或寄主处于敏感期，预测有严重危害的趋势，可能会

造成危害时，使用生物农药、矿物农药或化学农药，压低病源虫源

基数、保护寄主植物、或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展和危害。选择适宜

的防治产品是指针对主要防控对象，选用防控效果好、持效期长、

能同时防治多种病虫农药，首先考虑植物源、生物源和矿物源农药，

其次考虑使用剂量小、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尽量减少

化学农药的投入量。适时是依据病虫害发生规律和病虫害发生的监

测、预测信息，在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以适宜的方式用药，以

获得最佳的防治效果。精准是通过改进施药器械和施药技术，将防

治药剂传送到病虫害所在的靶标部位，减少农药的漂移、流失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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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2、病害防控：以清除园内的侵染菌源、培养树体抗病性和改善

果园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减少果园内的侵染菌源量，创造有利于果

树生长和不利于病害发生的环境条件。树体休眠季节以铲除越冬菌

源和保护枝干为主；生长季节应及时关注气象预报，监测降雨量，

降雨持续时间，果园内的菌源等，在持续降雨期到来之前或降雨前，

喷施保护性杀菌剂，以保护叶片、果实和枝干在降雨期间不受病菌

侵染；降雨期间，或降雨过后，当预测到有大量病菌侵染时，及时

采取补救措施，铲除已侵染的病菌。杀菌剂提倡在雨前使用，主要

用于保护寄主，防止病菌在降雨过程中侵染。 

3、虫害防控：在改善果园生态环境和清除越冬虫源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措施，如性迷向、诱杀、利用天敌等技术措施控

制害虫的种群密度。在此基础上，加强监测，根据果园内的虫口密

度和防控指标，当害虫有严重危害趋势时，在防控关键时期采用化

学防控，控制害虫危害。各种害虫的卵孵化高峰期是防治该种害虫

的最佳时期。苹果生长前期，以压低虫口基数为主；生长中后期，

以控制虫口密度的快速增长和危害为主。蛀果、蛀干和蛀叶害虫，

应在害虫蛀入寄主组织之前采取措施。杀虫剂提倡在雨后使用，以

获得更长的持效期。 

4、用药策略：以机械化施药为主的果园，因施药及时、高效、

成本相对较低，可依据病虫害监测和预测结果，每次针对 1-2 个防

控对象，选择单一的农药品种，“按需、及时”用药。然而，以人工

施药为主的果园，因施药效率低，用药成本相对较高，病虫害防控

可以“防控历”为基础，每次用药同时兼治该期发生的多种病虫，

以减少用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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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治药剂：每种药剂在一个生长季节的使用次数都不能超过

3 次，提倡不同药剂交替使用。在苹果生长前期建议选用专化性较强

的杀虫剂和生防制剂，不建议使用有机磷、拟除虫菊酯类等广谱性

杀虫剂，以最大的可能保护和利用天敌的控制作用。多雨季节在降

雨前需喷施粘附性强、耐雨水冲刷、持效期长的杀菌剂。雨前没有

喷药，或喷药后遇连续阴雨，雨后及时补喷施高效的内吸治疗剂。

幼嫩果实对各种药剂敏感，用药不当常形成果锈、粗皮、黑点等阴

性药害，影响果实外观质量。因此，幼果期尽量使用刺激性小、温

和、使用倍数高的高效药剂。 

休眠季节建议喷施杀伤力强、作用谱广，而且粘附性好、耐雨

水冲涮、持效期长的铲除剂，以控制生长季节难以控制的病虫害，

如枝干病害、蚧类、绵蚜等，不建议使用化学合成的杀菌剂和杀虫

剂。 

二、树体休眠期病虫害防控 

休眠期是指苹果树自 11月中下旬落叶至次年 3月份树体萌芽前

的时期。树体休眠期病虫害管理一是清除枝干、果园地面和周边环

境越冬的各种病菌和虫源，减少生长季节防控压力；二是保护枝干

不受腐烂病菌和轮纹病菌的侵害。春季清园是全年病虫害管理的基

础，直接影响果园内的病虫害基数。 

腐烂病发病严重，且雨季园内有大量产孢病斑的果园，冬前需

针对主干和主枝喷施稍高浓度的杀菌剂，如 100 倍的波尔多液 (硫

酸铜:生石灰:水=1:0.5-1:100)，以铲除已定殖于枝干表层，但还未

侵入活体组织的腐烂病菌。 

已发生腐烂病或轮纹病，或周边有腐烂病和轮纹病的果园，在

苹果树修剪后的当天，需用剪锯口保护剂涂布剪锯口，直径超过 5cm



 

 5 

的锯口还需贴保护膜。理想的剪锯口保护剂应在剪锯口上形成一层

不透水、不透气、且附着牢固的物理保护膜层，膜层内需含有少量

杀菌剂和促进剪口愈合植物激素。 

春季清园需彻底清除园内没用价值的病虫害载体，包括： 1）

刨除病树、弱树、枯桩、死桩；2）锯除死枝、病树，包括花脸病或

锈果病的病树、弱树、死枝、弱枝；3）剪除死枝、枯枝、病枝、弱

枝、腐烂病枝、干腐病枝、轮纹病枝、天牛和蠹蛾为害枝、苹果绵

蚜为害枝、带有死芽和病芽的枝条；4）刮除枝干上的病斑、病皮、

病瘤、死皮、翘皮、绵蚜为害瘤状突起；5）清除果园内及周边的落

叶、修剪下来的枝条、病残体、僵果、落果等，腐熟后可作为有机

质再施于果园内；6）解除树干捆绑的诱虫草把或诱虫板，并及时处

理。 

枝干轮纹病发病严重的果园，轻轻地刮除主干和主枝上的带菌

的病斑、粗皮、病皮、死皮等，荡除病瘤，并涂病斑治疗剂。理想

的病斑治疗剂应能在枝干上形成一层透气、透水、且耐雨水冲刷的

物理保护膜层，膜内含有少量抑制病菌生长的杀菌剂，病斑治疗剂

对枝干的保护期应维持一年以上。 

枝干上发生腐烂病后，应自病斑以下 5-10cm处，直接剪除带病

枝干，并涂剪锯口保护剂，尤其幼树园，需彻底清除腐烂病斑，以

绝后患。对树体或产量影响较大的病斑，再考虑刮治等治疗措施。 

对进入结果期的果园，清园后于 3 月中下旬全园喷布一遍铲除

剂。对于红蜘蛛、蚧类、绵蚜等害虫发生严重的果园，建议喷施 3-5

波美度的新熬制石硫合剂。对于轮纹病、腐烂病等枝干病害严重的

果园，或前一个年度雨水过多的年份，建议喷施 100 倍波尔多液。

石硫合剂和波尔多液可隔年交替使用。春季清园不建议喷施有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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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 

三、花期和幼果期病虫害防控 

花期和幼果期指自 4 月份自苹果萌芽至 6 月份雨季之前。这一

时期是苹果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叶片和果实幼嫩，对各种病虫害

敏感，管理不当常会造成严重损失。花期和幼果期需重点防控的害

虫有两种红蜘蛛、三种蚜虫、绿盲蝽；重点监测的害虫有苹小卷叶

蛾、棉铃虫、蛀干天牛、木蠹蛾、金纹细蛾等。重点控制的病害为

套袋果实斑点病、霉心病、白粉病、锈病、斑点落叶病；需注意防

控或兼治的病害有轮纹病、腐烂病、花腐病、褐斑病等。这一时期

的病虫害仍以药剂防控为主，药剂防控的关键时期为：红蜘蛛和蚜

虫的孵化高峰期及快速繁殖期、霉心病菌的定殖高峰期、套袋前的

2-3天，及降雨前后 2-3天。 

苹果开花前以防控害虫为主。蚜虫和红蜘蛛是每年必防的害虫，

用药最佳时期为绣线菊蚜（苹果黄蚜）和榆全爪螨（苹果红蜘蛛）

的孵化高峰期。一般年份于花序分离期前后喷药。当园内有大量白

粉病梢或预报花期有雨，对历年白粉病、锈病或花腐病严重的果园，

应于花前喷药预防或防控三种病害。 

花期重点防控霉心病。霉心病菌主要于花期定殖于花柱上，生

长季节由开放的萼筒进入果心。花器败落后，腐生菌能定殖于残花

上，适宜条件下诱发套袋果实黑点病。对花期遇雨、花期受冻或霉

心病发病重的品种，应在中心花授粉后单独喷施杀菌剂，或随化学

疏花疏果喷施杀菌剂，防止病菌在花器上定殖。杀菌剂应选对对链

格孢和粉红单端孢有效好防治效果的药剂。花腐病严重的果园应根

据病情监测情况，及时喷药防控。盛花期，可喷施对山楂叶螨越冬

成螨和榆全爪螨若螨防治效果好、且对授粉蜂无毒的杀螨剂，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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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可同时控制两种害螨。 

花后重点防控山楂叶螨和绿盲蝽。防控山楂叶螨的用药最佳时

期为卵孵化高峰期，一般年份在富士苹果落花后的 7-10 天用药。绿

盲蝽的越冬卵于花期前后，遇雨后大量孵化，雨后 2-5 天是喷药防

治绿盲蝽的最佳时期。一般果园可于花前、花后喷药防控绿盲蝽。

花期遇雨，考虑喷施杀菌剂铲除在残花和幼果表面定殖的弱寄生菌。

自苹果萌芽，各种蛀干天牛和木囊蛾开始活动，花期前后有新鲜粪

便排出，非常适合于人工捕杀。 

苹果落花后的 3-4 周内是苹果新梢的旺长期，新梢旺长期重点

防控白粉病、锈病和斑点落叶病。苹果落花后，若白粉病发病严重，

且天气干旱有严重危害趋势，应及时喷施杀菌剂控制白粉病的发展。

对于历年锈病发病严重果园，苹果新梢旺长期应密切关注气象预报，

在预报降雨前的 2-3 天喷药保护叶片；若遇雨量大于 10mm、阴雨持

续时间超过 12小时的降雨，雨前 7天内若没有喷施杀菌剂，应有雨

后的 7 天内喷施三唑类杀菌剂。对于斑点落叶病特别感病的品种，

新梢速长期若气象预报有雨，应在雨前的 1-2 天喷施杀菌剂保护叶

片。5 月份，若遇雨量超过 20mm、持续时间长于 3 天的阴雨，应注

意向地面和树体下部果实喷施杀菌剂，防治疫腐病。 

幼果生长期密切关注棉铃虫、苹小卷叶蛾等危害幼果的害虫，

当虫口密度大，在对果实形成危害前，及时喷药防控。 

小满节气过后，随气温快迅回升，蚜虫和螨类进入繁殖高峰期，

种群数量迅速增长，两类害虫的繁殖高峰期也防控的关键时期，一

般年份在 5月下旬或 6月上旬都要喷药防治螨类和蚜虫。5月中下旬

是朝鲜球坚蚧和日本球坚蚧的卵孵化高峰期，是防治两种害虫的关

键时期，两种蚧类发生严重的果园，注意喷药防治。5月下旬或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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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旬，二代金纹细蛾卵孵化高峰期，也是防控金纹细蛾的最佳时期，

当虫口密度特别大量，可考虑喷施灭幼脲防控金纹细蛾。枝干轮纹

病发病特别严重的果园，5月中下旬在气象预报的降雨前喷施杀菌剂

保护果实，防止轮纹病菌侵染尚未套袋的果实。  

苹果套袋前用药以杀菌剂为主，主要目的降低果面和残花上的

带菌率，保护果实在套袋后的数周内不受病虫害的危害。套袋前重

点针对粉红单端孢选择防控药剂。如果 5 月中下旬降雨特别多，套

袋前的用药应兼治果实轮纹病和叶部的褐斑病。 

自苹果开花期可开启诱虫灯，诱杀各种害虫。5月中下旬，蚜虫

进入迁飞高峰前，可在果园内挂黄板，诱杀各种蚜虫。自苹果落花

后开始，有条件的果园，可根据各种害虫的发生期，采用物理方法

或化学方法诱杀害虫。 

四、雨季病虫害防控 

山东苹果产区自 6 月中下旬进入雨季至 8 月底结束，是叶部病

害和枝干病害的高发季节，防治不当会导致树体早期大量落叶和病

菌的大量侵染枝干。雨季防控褐斑病、炭疽叶枯病、腐烂病、轮纹

病、果实炭疽病、金纹细蛾、康氏粉蚧、食叶害虫等；同时密切监

测各种叶螨、梨小食心虫、卷叶蛾、各种天牛、木囊蛾、根部病害

的发生动态。雨季病害防治以雨前喷药保护为主，保护剂要求粘附

性强、耐雨水冲刷、持效期长；年降雨量超 600mm 的地区，建议每

个雨季前喷布一次倍量式波尔多液（硫酸铜 :生石灰 :水

=1:2:200-240）；雨前若没有及时喷药，阴雨期间，或阴雨过后应立

即喷施高效内吸性杀菌剂补救。 

进入雨季后，注意疏除旺长枝，雨后及时排涝，保持通风透光、

降低园内的相对湿度。适时补施磷钾肥和中微量元素，保护健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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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每次喷药前，剪除园内枯死枝条，病虫害危害枝；刮除所有腐

烂病斑和较大的干腐病斑；摘除病叶和病果。6月中下旬和 7月中下

旬雨季来临前，各喷布一次耐雨冲刷、持效期较长的保护性杀菌剂。

8 月上中旬是褐斑病和炭疽叶枯病的盛发期，雨前应及时喷施高效的

内吸性杀菌剂，以控制病害的发展。若 6月中下旬雨水多，7月上中

应增喷一次高效的内吸治疗剂。8月下旬或 9月份雨水较多的年份或

地区，应在雨前再增喷一次高效的内吸性杀菌剂。对炭疽叶枯病敏

感的早中熟品种，在果实解袋后至采收前，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

预报降雨前的 2-3 天及时喷药保护果实；果实采收后，全园喷施一

次持效期较长的保护性杀菌剂。雨季喷药，应使整个树体均匀着药，

保证叶片、果实和枝干在雨季不受病菌侵染。三唑类杀菌剂对褐斑

病有较好的内吸治疗效果和防治效果，吡唑醚菌酯是目前防治炭疽

叶枯病最有效的防治药剂。多雨地区和多雨年份，波尔多液是雨前

使用的最好保护剂。 

6月下旬至 7月上旬是三代金纹细蛾卵孵化期，同时也是黄刺蛾、

青刺蛾等食叶害虫的卵孵化期，当其虫口密度较大时，可在卵孵化

高峰期喷施灭幼脲防治。6、7 月份是各种叶螨的危害高峰期，当天

气干旱，叶螨有严重危害趋势时，可考虑喷施杀螨剂。康氏粉蚧可

钻入苹果袋内为害果实，危害较大。6 月份一代康氏粉蚧虫口密度较

大的果园，应于 6 月下旬二代康氏粉蚧卵孵化盛期，喷施螺虫乙酯

等杀灭初孵若虫。8、9 月份是梨小食心虫的发生高峰期，当梨小食

心虫的虫口密度特别大时也为害苹果，自 7 月中下旬应密切关注梨

小食心虫的成虫的诱捕量和卵的数量，当果袋上卵量特别大量，注

意喷药防治。6、7 月也是各种天牛成虫羽化和产卵期，天牛危害严

重的果园，或离桑园或林地较近的果园，需要人工捕杀天牛成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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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是金纹细蛾危害高峰，当 7 月份苹果叶片上的虫斑较多时，如

百叶虫斑超过 10 个，7 月下旬四代金纹细蛾的卵孵化高峰期，需再

次喷药防治。秋梢生长期，绣线菊蚜和各种卷叶蛾虫口密度较大，

当其有严重危害趋势时，注意防治。8 月上旬前后是 2代美国白蛾的

危害期，注意人工摘除美国白蛾为害的网幕。 

五、生长后期病虫害防控 

自 9月初雨季结束至 11月中下旬苹果落叶，苹果进入成熟期和

树体营养的回补期。苹果生长后期，病虫重点防控套袋果实的斑点

病、梨小食心虫、苹果绵蚜和其他危害果实的病虫害虫，保证近成

熟期果实不再受病虫害的危害。9月份晚熟的富士苹果仍生长膨大，

肥水管理不当常成形大量自然裂纹，导致在果实表面腐生的大量病

菌从自然裂口侵入营养丰富的果肉组织，形成各种坏死斑。果实生

长后期主要通过水肥管理，控制果实生长，避免形成自然裂口，降

低果实斑点病的发生率，尤其是前期干旱后期多雨年份。9月中下旬，

随气温下降，苹果绵蚜的种群数再度回升，形成全年的第二个发生

高峰期。当绵蚜种群数量过大，能形成严重危害时，需在苹果解袋

前喷药防治苹果绵蚜。9月份也是梨小食心虫的危害高峰期，应注意

监测和防治。9月中旬前后是 3代美国白蛾的危害盛期，应注意剪除

网幕。为了避免解袋后，苹果小卷叶蛾和非苹果专化性的病虫害危

害裸露的果实，对于病虫害基数高的果园，解袋前的 2-3 天，全园

喷布一遍广谱性的杀虫剂和杀菌剂。 

果实采收后进入树体营养进入回补期，通过各种管理措施，保

证叶片的正常生理功能和叶片按时脱落，使叶部营养充分回补树体，

保持建壮树势，防止冻害，降低腐烂病等病害的发病率。落叶前期，

向叶片喷施锌肥、硼肥，增加树体内锌和硼元素的积累量，降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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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因缺锌、缺硼导致的各种生理病害。 

六、免套袋果园的病虫害管理 

对于免套袋栽培果园，除按常规措施防治病虫害外，重点防治

果实轮纹病、炭疽病、桃小食心虫和梨小食心虫四种病虫害。免套

袋栽培，首先应选择没有枝干轮纹病，或枝干轮纹病发病轻的果园，

且对炭疽病具有一定抗性的品种，并保证没有外来的轮纹病菌和炭

疽病菌。若要在枝干轮轮纹病较重的果实内实施免套袋栽培，首先

要铲除枝干上的轮纹病菌和炭疽病菌。即春季随清园，刮除枝干上

轮纹病瘤、马鞍状病斑和粗皮，整树涂布枝干保护剂，防止轮纹病

菌和炭疽病菌在雨季释放孢子侵染果实。雨季注意喷药保护果实，

保证每次出现大的降雨时，果实上都有杀菌剂保护。 

免套袋栽培果园，自 5 月上旬，通过人工埋茧法或盖瓦片诱捕

法，监测桃小食心虫的出蛰时间，当桃小食心虫进入出蛰盛期后，

地面喷施杀虫剂，或斯氏线虫制剂，防治出蛰幼虫。5月上旬在果园

内设置 3-5个诱捕器，相距 30米以上，用性诱芯诱捕桃小食心虫，

每 3-5 天检查一次，接近发蛾高峰期时每天检查一次。桃小食诱蛾

高峰出现后的第 5-7 天，向果面喷施持效期长的杀虫剂。当药剂的

持效期快结束时，继续诱捕桃小食心虫的成虫，当每个诱捕器日诱

蛾量超过 3 头时，继续监测诱蛾高峰，在诱蛾高峰后的 5-7 天内喷

施长效的杀虫剂防治初孵幼虫。8、9 月份按类似的方法监测和防治

梨小食心虫。 

七、幼树期病虫害控制 

幼树期是指从苗木栽植到形成产量的 3-5 年时间。幼树期除按

常规的管理防治病虫害外，还应重点防治腐烂病、轮纹病、根部病

害和蛀干害虫，保证幼树的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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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健壮无病的苹果苗木是幼树期病虫害管理的关键。不要购

置带有轮纹病瘤、腐烂病斑和根癌病瘤的苗木；不建议从老果园附

近的苗圃购置苗木，更不能购置在老果园内培育的苹果苗木。对于

可能带菌的苗木，栽植前的 2-3 天，应剪除嫁接口上方的枯死桩，

涂布剪锯口保护剂，用稍高浓度的杀菌剂，喷淋整株苗木，直到根

部有药液流下为止，然后用塑料膜包严，保湿 24-48 小时，使药液

渗入更深层的组织，以铲除苗木表层组织内潜伏的各种病菌。药液

中也可混加杀虫剂，以杀灭绵蚜等害虫。幼树栽植初后，整树套网

袋，防治害虫蛀食刚萌发的嫩芽。5月份新植幼树全部萌芽后，摘除

网袋，一周后用涂干剂涂布整个枝干。涂干时应避开幼芽，防止药

害。 

对于 2-4 年生的幼树，于 3 月中下旬清园后，树体萌芽之前，

用涂干剂涂布整个枝干。理想的涂干剂应能在枝干上形成一层透气、

透水、且耐雨水冲刷的物理保护膜层，膜内含有少量杀菌剂，膜层

保护作用维持一个生长季节。苹果幼树刻芽或环剥后，伤口涂布稍

高浓度的杀菌剂，以防治腐烂病菌和轮纹病自受伤部位扩展致病或

从伤口侵染。 

白娟病是导致幼树死亡的重要根部病害，病菌主要侵染根茎部。

对于白绢病带菌量大或受害严重的果园，培高根围 10-20cm 范围内

土壤，防止根围积水，且在根茎周围表土撒施草木灰或生石灰粉，

创造一个不利于病菌生长的微生态环境。当出现死树时，对受病菌

威胁的树体，应用杀菌剂灌根。白娟病发病严重的苗圃，可于浇水

后或大雨过后，向地面撒施生石灰粉，或喷施杀菌剂。 

八 苗期病虫害的防控 

育苗期除常规的管理控制苗期病虫害外，重点控制苗木传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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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和各种检疫性病虫害，包括各种病毒病、腐烂病、轮纹病、

根病、瘤蚜等。 

苹果苗木建议在非苹果产区培育，在苹果产区育苗时，采穗圃

和苗圃应远离周边果园 5km 以上，以防止老果园内的病虫害传入苗

圃。不能选择前茬为林木、苗圃、花生地块作为育苗圃，育苗地需

实施 3 年以上的轮作。采穗圃和苗圃内及周边 1km 范围内不能栽植

蔷薇科植物，更不能栽植苹果属植物，不建议用杨树和柳树作为防

风林，以避免病菌交叉感染。保持苗圃内的卫生，及时销毁废弃的

苗木和接穗、潜带病虫害的材料、病残体等。 

所有采穗母本树都要经过病毒的检测，及时汰除带毒母本树，

保证采穗母本树不潜带 7种已知病毒。对于带毒情况不明的商品苗，

需进行抽样检测，防止带毒苗流行市场。采穗圃和苗圃内发现腐烂

病、轮纹病、花叶病，应及时彻底铲除病株；发现瘤蚜后及时铲除

染虫植株，并向周围苗木喷施杀菌或杀菌剂，防止病虫害扩散。发

现检疫性病害后，及时销毁所有苗木。起苗后，剔除各种病苗，并

于花盆内栽植数株苗木，移于室内（20℃以上）后，栽植后浇足水

份，此后停止浇水，诱发轮纹病，依此判定苗木带菌率。若苗木带

菌率高，能导致大量死苗，应停止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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