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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褐斑病 2020 年山东产区严重发病的原因与防控建议

病 虫 草 害 防 控 研 究 室 李保华 王彩霞 练 森

烟台大山果业开发有限公司 王厚臣

2020年苹果褐斑病发病是近十余年来最为严重的一年，导致富士

等品种早期严重落叶。作者于9-10月份在山东、陕西、甘肃、河南等

苹果产区调查，发现很多果园早期落叶现象严重，重病园落叶率超过

90%。在山东苹果产区，管理差的果园自7月 5日开始落叶，7月底落

叶率已超过80%；管理稍差好的果园自9月上旬开始落叶，到 10月上

旬果实解袋期落叶率达50-70%；管理较好的果园从9月下旬开始落叶，

果实解袋期落叶率也超过 30%。苹果早期落叶，不但严重影响当年的

产量、果品质量和花芽分化，而且会导致二次开花和树体衰，影响来

年的挂果量和果品质量，直接威胁苹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者根

据实地考查所掌握的情况，对导致2020年苹果褐斑病严重发病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褐斑病的防控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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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褐斑病严重发病的原因分析

导致 2020 年苹果褐斑病严重发病的主要原因是降雨偏多和未能

按实际病害防控需求增用药。2020年 4-9月，设立在青岛城阳青岛农

业大学校院内的气象站记录到45个雨量超过1mm降雨日，总降水量为

703.6mm；设立在烟台福山区的气象站记录到 46个雨量超过 1mm降雨

日，总降水量560.6mm。2019 年两个气象站记录的降雨日和降雨量分

别为25个、233.7mm 和 31个、326.4mm。2020年的降雨日数和降雨量，

显著的高于往年和常年。

表1 设在青岛城阳和烟台福山两个气象站在 2020和 2019年记录的降雨数据(日降雨量超过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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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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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 16,19 4(34.2)
9,13,14,

25

5 7(88.8)
1,4,7,11,

17,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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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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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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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6)

1,6,8,

20,28
7(77.4)

2,10,18,23,

24,27,29
8(44.5)

2,3,4,5,

6,8,9,18

7 8(209.6)
6,12,15,18,1

9,22,23,31
5(40.4)

2,6,7,

12,30
6(131.7)

6,12,13,18,

19,23
5(56)

3,7,25,

28,30

8 14(252.4)

2,3,4,5,6,7,

13,21,24,25,

26,27,30,31

4(78.6)
2,5,10,

11
14(116.1)

2,4,6,7,13,15

,16,19,20,21,

24,26,27,31

7(117.7)
2,8,9,11,

12,15,27

9 4(15.6) 4,11,12,24 2(3.4) 3,13 5(89.7) 3,11,12,13,16 3(64.1) 4,7,13

苹果褐斑病菌主要以未成熟的子囊盘在落地的病叶上越冬，次年

春季苹果开花后10-20 天，当地表温度超过15
o
C 时，遇能使落地病叶

湿润36小时以上的降雨，子囊盘便陆续发育成熟。成熟的子囊孢子遇

雨后释放,随气流传播，侵染苹果叶片[1]。初侵染病斑经10-60 天的潜

育期，开始发病并不断产生分生孢子进行再侵染
[2]
。病叶上的褐斑病

菌产生分生孢子需要 70%以上的相对湿度和5-30oC 的温度，最适产孢

温度为24.6oC。当空气相对湿度超过90%时，能显著的促进病菌产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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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斑上的分生孢子盘在12小时内可产生大量分生孢子。褐斑病菌分生

孢子的萌发与侵染需要自由水，即需要叶面湿润或结露。只有当叶面

持续湿润或结露5小时以上，褐斑病菌的分生孢子才能完成全部的侵

染过程，导致叶片发病。分生孢子萌发侵染的温度为 5-30
o
C，最适

22.6oC。当气温超过 30oC，不利于褐斑病菌的产孢和分生孢子的萌发

与侵染[3]。

一般年份，苹果褐斑病菌的子囊孢子于5-6月进行初侵染，初侵

染病菌于6-8月份开始显症并持续产生分生孢，分生孢子遇雨后随雨

水传播进行再侵染。6-7 月份是病原菌的繁殖、侵染和不断积累的时

期。8 月下中旬，当病原菌的数量累积到一定数量后，如病叶率达到

或超过3%时，再遇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如持续时间超过 3天的阴雨，

可导致病原菌的大量侵染，2-3周后叶片的发病率将达到 60-80%，并

开始大量落叶。6-7 月份的高温不利于褐斑病的发生与发展，其潜育

期较长，发病慢，产孢少，侵染量低。然而，6-7 月份的阴雨所带来

的低温，能促进褐斑病的发生与发展。5月份，8月中下旬和 9月份的

温度非常适合褐斑病的发生与发展，在适宜温度下，侵染病斑的潜育

期短，发病速度快，产孢量大，侵染量也大。尤其是8月中下旬，果

园内的湿度高，非高有利于病斑的显症与产孢，当果园内的侵染菌原

量足够大时，持续3-5天的降雨，可导致病害的流行。因此，一般年

份褐斑病的发病高峰期主要出现在8月下旬和9月份。进入10月份后，

随气温降低和降雨量的减少，褐斑病菌的侵染量明显减少，但叶片上

的病菌仍继续生长扩展，并产生小型孢子，为病菌的越冬做准备，直

到11月份落叶为止。因此，山东产区褐斑病的周年流行动态可以划分

为四个时期：1）5-6月份的初侵染期；2）7月份 8月上旬的病原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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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期；3）8 中旬到 9 月底的病害的流行期和 4）10-11 月份病原菌的

越冬预备期[4]。

9月底以前，落到地上的病叶在入冬前基本腐烂分解，越冬率很

低。然而，10 月份树上未脱落的病叶，于 11 月份脱落后完全可以在

地面上越冬，并为来年提供初侵染菌源。因此，10份树上褐斑病叶的

数量就决定了越冬病菌的数量及来年初侵染菌源的数量。在实际生产

中，可以根据10月中下旬树上未脱落病叶的数量，预测来年5-6月份

褐斑病初侵染菌原的数量。

2020年5月份的降雨较常年明显偏多，导致褐斑病的初侵染提前，

使初侵染病斑于6月份开始发病并产孢，从延长了病害的发生期。6-7

月份的低温多雨天气，一方面缩短了病斑的潜育期，加速了侵染病斑

的显症与产孢，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病斑的产孢与侵染。因此，在防治

较差或没有用药的果园内，褐斑病于7月上中旬开始大量发病，并造

成落叶。在防治效果较好的果园，虽然前期能有效控制褐斑病的发展，

但与常年相比，病叶率仍然偏多，超过8月初的防治指标3%。

8 月份多雨，以及没有按病害的实际防控需求增加用药是导致

2020年褐斑病严重发病的重要原因。一般年份，山东产区自8月中旬

后降雨明显减少，绝大多数果园的管理方案自8月中旬停止使用杀菌

剂和杀虫剂。然而，2020年从 8月 19日开始，直到 8月 30日为止，

出现连续一旬阴雨期。本次降雨对褐斑病的发病、产孢和侵染极为有

利，从而导致大量病菌的侵染，侵染病斑于 9月上旬开旬显症，于 9

月中下旬导致大量落叶。作者曾于8月初，在一个前期没有褐斑病的

果园内用褐斑病菌的分生孢子接种了5株苹果树，接种树自8月下旬

开始大量发病，出现褐斑病的典型症状，9 月中旬 5株接种树的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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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90%以上。

二、山东产区苹果褐斑病防控建议

山东产区，一般月份的防控方案为，春季随清园彻底清除果园内

和果园周边的落叶，以减少初侵染菌源；6月中旬雨季到来前全园喷

布一遍波尔多液，以压低病原菌的初侵染量；7月中旬集中降雨期来

临前，全园喷施第二遍波尔多液，防止褐斑病在集中降雨期大量产孢

与侵染；8 月上中旬降雨前或降雨后，全园喷布一遍高效的内吸治疗

性杀菌剂，以抑制已侵染的病菌发病和已发病的病斑产孢。西北黄土

高原产区可于8月中下旬的集中降雨期之前喷施第二次波尔多液可，

将8上中旬的内吸治疗剂改为 7月中下旬喷施。一般年份，三次用药

就能有效控制褐斑病的危害。

然而，在特殊年份需增加用药。1）5月份雨水特别多的年份，应

在6月初苹果套袋前，随套袋前的用药喷施对褐斑病高效的内吸治疗

性杀菌剂，目的是抑制5月份降雨期间初侵染病斑的发病与产孢；2）

如果8月初果园内的病叶率超过 3%，或者 8月份喷施过内吸性杀菌剂

后，再遇难5个以上的降雨日，需在降雨后加喷内吸治疗性杀菌剂；3）

如果 7月初，果园内的褐斑病叶超过 1%，7月上中旬，需加喷 1次内

吸治疗性杀菌剂。2020年，绝大多数果园都按常规方案防治褐斑病，

在套袋前和8月份都未按褐斑病防控的实际需求加喷防治药剂，从而

导致了褐斑病的严重发病。

受 2020 年严重发病的影响，2021 年褐斑病菌的初侵染菌原量较

常年明显偏高。因此，2021年除按上述常规方案防治褐斑病外，无论

5月份降雨多少，在 6月初套袋前所使用药剂中，一定混加对褐斑病

高效的内吸治疗剂；另外，特别注意监测6月下旬和 7月上中果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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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斑病的发病率，尤其注意已开始产孢，但没有病状的病斑。当病叶

率超过1%时，及时加喷一次吸治疗性杀菌剂。

目前，防治苹果褐斑病效果较好且较为经济实用的内吸治疗性杀

菌剂为三唑类杀菌剂，戊唑醇、苯醚甲环唑、腈菌唑、丙环唑等对褐

斑病都有非常好的防治效果[5-8]。甲氧基丙烯酸酯类药剂，如吡唑醚菌

酯等，对褐斑病的内吸治疗效果稍差，不建议在褐斑病的防治关键期

使用。波尔多液建议使用自行配制的倍量式波尔多液。配比为硫酸铜:

生石灰:水=1:2-2.5:200-260。当温度高或遇长期阴雨，易形成药害时，

可将生石灰的用药增加至2.5，水的用量增加致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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