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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卷 第 23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8 年 12 月 17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腐烂病菌能够利用苹果枝干木质部内的营养生长扩展并在木质部内长期存活 

苹果科学种植发展，是开拓市场唯一出路 
调查研究：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研究进展选登 
基础资料：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国外追踪：数字化栽培: 2018 年度优秀水果种植者 

-------普拉斯应用电子制表程序指导新一代生产计划 
************************************    

 腐烂病菌能够利用苹果枝干木质部内的营养生长扩展  

并在木质部内长期存活 
 王晓焕 王彩霞 练 森 董向丽 李保华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青岛农业大学植物医学学院） 

 通过枝条接种和离体培养证明，腐烂病菌能够利用苹果枝干木质部内的可溶性营

养和结构组分生长扩展。在用木质部粉末、韧皮部粉末、木质部粉末浸出液和韧皮部粉

末浸出液制作的培养基中，腐烂病菌都能正常生长，其生长速度和生长量都不低于在常

规马铃薯+葡萄糖+琼酯（PDA）培养基中的生长。腐烂病菌在木质部组分培养基中，生

长扩展较快，菌落直径较大，但气生菌丝较少；在韧皮部组分培养基中，菌丝浓密，气

生菌丝多，但形成菌落的直径相对较小。说明腐烂病菌能够利用苹果枝干木质部内的可

溶性营养和结构组分在木质部内生长扩展。 
病菌在木质部内的生长扩展速度显著快于在皮层内的生长速度。病菌在苹果枝条木

质部内生长扩展距离也显著大于在皮层内扩展形成腐烂病斑的长度，也大于木质部组织

变色部分的长度。组织切片观察表明，腐烂病菌在枝干木质部内的生长扩展，即不破坏

木质部结构，不改变木质部的颜色，也没有造成木质部病变。腐烂病斑下部的木质部变

色，很可能是腐烂病菌在皮层扩展致病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毒素、色素所致，而不是由

腐烂病菌在木质部生长扩展所致。因此，在腐烂病斑的刮治中，不能以刮净木质部的变

色组织为刮治标准，刮净木质部的变色组织，并没有彻底刮除木质部内的腐烂病菌。  
腐烂病菌在木质部内的生长扩展主要受温度、枝干含水量和木质部的组织结构影

响。接种到苹果枝条木质部的腐烂病菌在5—35℃的范围内都能生长扩展，在30℃下生

长扩展速度最快。当枝干的相对含水量大于90%时，腐烂病菌在木质部内的生长扩展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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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快；当枝干的含水量低于90%时，或枝条含水量在饱和状态下，病菌的生长扩展受

到明显的抑制。受枝条木质部组织结构的影响，腐烂病菌在当年生枝条木质部内的生长

扩展速度显著快于在2—3年生枝条木质部内的生长扩展速度；在经121℃高温处理20分
钟枝条木质部内，腐烂病菌的扩展速度显著快于未处理枝条。自然条件下，接种到枝条

剪锯口上腐烂病菌的生长扩展速度主要受温度的影响。12月至次年3月份，腐烂病菌在

活体的富士枝条内扩展速度很慢，当气温低于0℃时，病菌停止扩展； 3—11月份扩展

较快，其中8—9月份扩展最快，最快时平均每天可扩展0.75 cm。  
腐烂病菌能够利用苹果枝干木质部内的可溶性营养和结构组分生长扩展。因此，只

要枝干的木质部内存在养分和水分，腐烂病菌就能生长扩展，通过缓慢的生长在木质部

内长期存活，致使树体终生带菌。在木质部内，腐烂病菌虽然不能致病，但其生长扩展

到达韧皮部后，仍可导致皮层发病。皮层发病后，病菌就能产生大量孢子，再侵染其他

枝干和树体。为了彻底清除腐烂病菌，对于发生腐烂病的枝干，应从离病斑5—10cm以

下的位置彻底剪除病枝。对于新建果园，幼树发现腐烂病斑后，更应彻底剪除，以防其

扩展蔓延。当剪除病枝对树体影响较大时，再考虑刮治。 
************************************  

苹果科学种植发展，是开拓市场唯一出路 
保定市唐县“唐水青山”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崔建军 

一年的果园生产既漫长又短暂。年底了，苹果销

售接近尾声，现就 2018年专家的技术指导，生产过

程与市场效果，谈谈自己的体会与感想。 

一、科学规划，助农发展 

     去年底，由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

室主任曹克强教授领导的技术团队对果农进行技术

培训，晚上找到曹教授深入细谈，请教生产中的困难、

销售压力及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觉中谈到深夜，回想

起来觉得很对不起曹老师（因为路上坐车、讲课、解

答果农的问题一天下来老师其实已经很疲劳了）。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曹教授主动找我提出，由河北

农大苹果专家团队在河北省和周边区域，选出几个有

代表性的大果园，对其生产全程指导，根据各果园的树势、土壤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

的病虫害防控和水肥管理方案。专家重点指导大园区科学管理，产出优质生态苹果，然

后由大园区带动小果园，利用大园区的便利条件，组织周边果农培训授课。曹教授为我

们果农今后的长远发展，用心良苦，使我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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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由农大植保学院、园艺学院、机电学院和资环学院等有关专家组建的苹果

团队开始在河北、北京区域选出 6家规模化具有代表性的大园区做示范，每一个园区指

派一名专家负责，每个园区规划出部分地块做试点对比，因地制宜科学管理，合理配发

肥料，统一病虫害防控。 

二、科学指导、有问必答、有难必帮 

     生产中专家团队仔细分析各个园区存在的问题（因地域、气候环境、土质等条件

不同）研究制定不同生产计划措施，给园区安装小型气象站实时监控气候变化，各专业

老师每周集体远程监控，判断会诊果园的具体问题，实施汇报问询制度，给各个园区建

立微信群，做到图文并茂每日一汇报，便于沟通，有问必答，极时解决遇到的各种难题，

科学指导整个种植过程。 

    我的果园地处保定西部深山区，是太行山脉红色革命贫困区，距离保定 90余公里，

交通不方便，路窄坑多，团队的专家老师们不惧困难，风吹日晒，甚至冒雨来到田间地

头指导。在果园各个关键生长期，老师们多次来果园实地调查、寻访，指导并布置下一

阶段管理方案，遇到疑难问题有问必答、有困难必帮。王勤英教授带领学生，多次来做

试验，通过性诱剂诱捕害虫。为了生产绿色生态产品，尽可能用生防防控技术替代化学

农药。张丽娟教授带领学生，挖坑取样，化验土壤养分含量，为土肥水管理提供依据，

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胡同乐教授和李建平教授在三伏天，而且还是交通修路阻断期间，

下车后步行一公里，汗流浃背的把试验药剂送到果园。邵建柱教授亲自传授嫁接技术，

还提供了优良果树接穗。王树桐教授多次传授病害防治和用药指导等，还有很多老师带

来植保用药，新肥试验等。曹克强教授在果园病害高发季节放弃周末和节假日休息时间，

自驾车多次到果园考察，甚至冒雨指导，制定病害防控计划等有效措施，我对老师们的

专业精神和无私奉献，内心里十分感激和敬佩。每次专家老师们来果园我内心都十分激

动，而每当他们离开时又十分的难舍，和他们在一起好像有永远说不完的话，有提不完

的问题。我心里也明白，这是对专家的敬重与留恋，以及对科技知识的崇尚与渴望。 

三、喜获成果 帮推助销 

    经过 8个多月专家老师们的精心指导，在 10月中旬苹果脱袋后露出了红彤彤的笑

脸，随后抽样到实验室进行品质、农残等多项检测，检测结果为优良。绿色生态，品质

优良的果品终于喜获丰收，并在今年 11月份第五届河北省苹果鉴评大赛中，经过来自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离岗专家组和果农代表的打分，我果园的果品荣获了富士组金

奖，王林组铜奖的好成绩！ 

    在成熟丰收的季节到来，又面临着销售难题，我果园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专

家团队及时联系了保定百果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李云皓经理，收购部分优质果品，推

向了高端市场，剩余部分果品也在各位老师大力推荐帮助下采摘和销售。感谢曹克强教

授、张丽娟教授、王勤英教授等老师们的鼎力相助。老师们说：“以前很少向朋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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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品，能推荐你的果品是因为你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了近 2%，含糖量达到 17%以上，

而且又符合绿色食品的安全标准”。在大家的帮助下 110余亩的果品销售进入了尾声，

消费客户反馈信息，好评率达 99％, 1％是我工作失误造成的，品质口感好评率 100％, 

如此高的评价让我很自豪，也说明科学种植生产的果品是与众不同的。在此特别感谢河

北农大培养了众多李保国式的好老师，感谢农大苹果产业体系的专家团队一心为农无私

奉献的精神！ 

     一年来经过专家团队精心指导、帮助推广销售果品、获得客户的很多好评，事实

充分证明了果园科学管理的价值。以后还应继续虚心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种植管理水平，

将所学知识做好传帮带，协助散户果农科学管理，尤其在农药、化肥等使用管理方面做

好宣传。重视品质，关注农残，改变观念，为农村周边果品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也为果农发家致富，带动脱贫尽微薄之力！ 

    再次感谢农大苹果产业体系的专家老师团队以及张瑜、李云皓、张杰、刘丽、刘霈

霈、刘晓等默默奉献的老师们！有这么好的专家团队为我们果农保驾护航，我们的果园

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为有这样全心全意为农服务的专家团队感到骄傲和自豪！ 

************************************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研究进展选登 

果园农药试验情况调研 
依托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 24 个综合试验站，对 88 个示范县共 280 个苹果园进行

了样品采集盒生产调研，收回有效调查表 232 份。统计显示，232 个苹果园共使用农药

有效成分 90 余种，其中，戊唑醇等 24 种农药使用频次位居前列，使用次数之和占总使

用次数的 81.6%，特别是戊唑醇、阿维菌素、毒死蜱、甲基硫菌灵、代森锰锌、甲氨基

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吡虫啉、苯醚甲环唑、多菌灵、高效氯氰菊酯、多抗霉素等 11 种

农药，使用次数均接近或超过 100 次，最高达 187 次，是目前我国苹果农药残留风险的

关注重点。（聂继云） 
 
苹果种植户适度规模经营研究 

产业经济研究室利用陕西 661 个苹果种植户实地调查数据，研究苹果户适度经营规

模问题。结果表明：在权衡单产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三种导向的理论背景

下，苹果户果园面积 13-23 亩是陕西苹果主产区能够实现适度规模的优化配置；规模扩

大导致有机肥及土地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收益为负。实现苹果户规模化经营是我国苹果现

代化的基础，土地规模流转是苹果产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研究发现：不同地区苹果

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差异明显。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年龄、苹果户家庭从事苹果生产

经营的劳动力人数、兼业化程度对苹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苹果

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苹果种植年限、苹果园规模，对苹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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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霍学喜） 
************************************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根据中国天气网（http://weather.com.cn）对分布在全国 25 个苹果试验站的气象资料

进行了查询和记录，表 23-1 和表 23-2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低温度和降水情况。 
表 23-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8 年 12 月上中旬日最低温度 

 

根据表 23-1 可以看出，近期气温有明显的下降。各试验站均出现了 0 ℃以下的日

最低气温，12 月 2 日前后有小幅的气温回升，但到中旬时气温持续下降。最低气温出现

在牡丹江试验站的 12 月 10 日和 11 日，温度为-21 ℃。与往年同期相比，气温相对较低。 

表 23-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8 年 12 月上中旬日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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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2-2 降水情况来看，与 11 月下旬相比降水量差别不大，部分试验站未见降水，

除烟台试验站和胶州试验站外，各试验站累积降水量差异不大，累积降水量在 10 毫米

左右，烟台试验站的降水相对较多，为 45.2 毫米。 
未来 10 天（12 月 14-23 日），华南北部及西藏南部、重庆、贵州、云南西部等地

累计降水量有 10～25 毫米，江南及贵州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

30～40 毫米；上述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我国其余大部降水偏少。影响我国

的冷空气势力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3℃，其中东北北部的部分

地区气温偏高幅度可达 4℃。19-21 日，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

局地有大雨。22-23 日，南方地区还将有阴雨天气。 
（刘霈霈 整理） 

************************************ 

数字化栽培: 2018 年度优秀水果种植者 

-------普拉斯应用电子制表程序指导新一代生产计划 

【美】Kate Prengaman 

 

 
丹·普拉斯在位于华盛顿亚基马的华盛顿水果与生产公司总部的办公室展示了几种数据管理表格和

作物估算工具以及电子表格。(TJ Mullinax/Good Fruit Grower) 

丹·普拉斯根据得到的数据进行耕作。 
他经常以“基于我们的投资回报计算……”工具来回答记者关于园艺决策的疑问。 
业界内的每个人都这么说，但华盛顿水果和生产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确实那

样做了”，种植者查理·德·拉·查佩尔这样说。 
丹·普拉斯说，慎重经营农场是每一家公司的传统，但是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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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可以提供更多关于改进的见解。 
当被问及和他的侄子丹尼克一起务农学到了什么时，丹·普拉斯说，“嗯，他们的确

擅长电子表格。" 
丹·普拉斯说，在过去六年左右的时间里，华盛顿水果公司使用数据集约型方法进

行作物负载管理，在提高产量、水果质量和稳产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管理者开发一种目标作物负载技术，利用树干横截面积来预设幼树的目标产量，利

用历年产量来指导老树的目标产量。然后，在修剪之前，他们清点样本树上的芽数，并

把它们切开，看看这些短枝和顶梢到底有多少是花芽。 
丹·普拉斯说，将花芽的百分比乘以总芽数，可以获得潜在的作物负载量。 
考虑每个品种的坐果情况，保守情况下减去 10%的误差，进而知道你需要修剪到什

么程度。 
但在修剪队开始工作之前，管理者将测试修剪策略并重新评估所产生的芽数，有时

会重复多次，直到修剪后能够稳定达到目标结果。 

 

华盛顿水果公司安装了 V 型棚架系统，以支撑苹果植株，包括位于亚基马谷响尾蛇岭牧场上的新的

蜜脆嫁接区。 (TJ Mullinax/Good Fruit Grower) 

 
“在电脑上记录数字是很棒的，但是你还是要去田间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丹·普

拉斯说。“直到你修剪，再次收集数据，并把它放在这里进行分析，否则你不知道结果

会怎样”。 
一旦修剪人员开始工作，管理人员将继续抽取芽样本，以确保目标策略。 
当花蕾开始萌发时，它们重复同样的计数过程，以指导人工疏花。考虑到整个栽植

区树冠大小的差异性，他们还使用三种树冠指标来获得目标花量。到疏幼果时他们再次

重复这一过程。 



 

 227 

这意味着随着更多指标的增加，电子表格上的数据会逐年增长。 
丹·普拉斯说：“我试图尽量减少我们在现场做的事与电脑捕获的内容之间的脱节。”

经过多年在电子表格中添加更多数据后，他说他相信自己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收获。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取得的依然是初步的成果。再继续提高是比较困难

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英国智能水果视觉公司的新的作物负荷分析技术感到兴奋。华盛

顿水果公司今年在两个种植区测试了这套系统——两个摄像头和一台安装在 ATV 上的

高功率计算机，用来扫描树冠。普拉斯和优秀水果种植者杂志谈话时，渴望将 IFV 的数

据与他的数据进行比较。 
他说：“如果这套系统可以，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数据，更有效”。该公司将这项

技术推向市场，种植者可以使用这项技术扫描到每个果园的每一行，但普拉斯拒绝了这

一想法，而赞成采用抽样方法来计算产量和水果大小。“如果我在每块区域上下选取几

行，我就会得到比现在更多的数据”。 
计算机视觉系统不会取代基于芽数的修剪工作，但是在几年内，这项技术将能够分

析果树的开花和结果，足以指导果树的疏花疏果。目前，它正在收集收获前的产量和果

实大小的数据。 
“作为一名农场主，我对这些数据将如何改进我们的园艺实践感到兴奋”，普拉斯

说。“但对于我们的销售和包装团队来说，这也是有价值的信息。” 
来源： 
https://www.goodfruit.com/growing-by-the-numbers-2018-good-fruit-growers-of-the-year/ 

（赵坷 译，邵建柱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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