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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新建苹果园内苗木和 2-4年生的幼树死亡现象严重，

部分新建果园的幼树死亡率高达 60%以上，严重影响苹果产业的发

展。结合近些年来的田间考查所遇到的问题，作者分析了新栽植苗

木和 2-4 年生幼树的死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防控措施。 

原因之一：干旱缺水与轮纹病菌协同危害 

因干旱缺水导致潜伏的轮纹病菌扩展形成干腐病斑所导致新栽

植苗木和幼树的死亡量约占总死苗量的 80%，甚至 90%以上，这是造

成新栽植苗木死亡和幼树死亡的主要原因。 

1、原因与条件 

近些年来，各地培育的苹果苗木普遍潜带轮纹病菌，其中带菌

量最高的部位是嫁接口上方的枯死桩。轮纹病菌是木本植物枝干上

的重要病原菌，其寄主可达 200 余种，可侵染苹果、梨、桃、葡萄

等各种果树，而且还侵染杨树、柳树、槐树等林木。病菌主要在木



本寄主枝条的溃疡斑(枯死病斑)、枯死的枝条和修剪下来的枝条上

产生孢子。6-9 月份雨季，病菌产生的子囊孢子随气流传播，侵染周

围数公里内的苹果苗木和果树。在正常生长的苹果苗木和树体上，

侵染的病菌不会立即致病，或仅形成小的病瘤，而主要潜伏在嫁接

口的坏死组织内或枝条的皮孔内，并在其中长期存活，存活时间可

长达 10 数年。因此，在苹果产区和林木附近培育的苹果苗木多潜带

有轮纹病菌，其带菌量主要取决于苗圃周边果园或菌源量、苗圃与

果园或林地的距离以及 6-9 月份的降雨量。 

正常生长的树体和枝条的抗病性强，潜伏的轮纹病菌难以扩展

致病。然而，当苗木缺水或树体衰弱，树体丧失抗病性时，潜伏的

轮纹病菌会在枝干皮层内迅速扩展致病，形成干腐病斑。当干腐病

斑环绕主干后，导致整株苗木死亡；即使病斑不能环绕主干，也会

严重影响树体生长。新栽植幼树由于起苗时根系受到破坏，吸改水

分的能力明显不足，尤其是根系不发达的自根砧苗；苗木贮运和栽

培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失水；当苗木栽植后不能及时补水和保水，

树体含水量会降至发病阈限；尤其是温度回升过快，病菌提前进行

活动期，而枝条的蒸发量过大，苗木失水严重或枝干抽条时，极易

导致潜伏在嫁接口和皮孔内的轮纹病菌迅速扩展，形成干腐病斑，

环绕主干，造成死苗或死树。 

春季 2-3 月份，2-4 年生的幼树上潜伏的轮纹病菌也会扩展形成

干腐病，破坏枝干皮层，重者导致死树。除因缺水导致轮纹病菌扩

展致病外，树体在萌芽之前，寄主组织处于休眠状态，树体的抗病

性处于全年中的最低水平，无法阻止潜伏的轮纹病菌生长扩展。尤

其是前一年树体生长过旺，冬前叶片不能如期脱落，树体存储营养

不足的植株，抗病性尤其差。早春如果气温回升过快，潜伏在树体

坏死组织、病瘤或皮孔内的轮纹病菌，比树体先行一步进入活动状



态，仍处于休眠树体不能有效阻止其生长扩展，从而诱发干腐病斑

或“马鞍状”病斑，破坏皮层，重者造成死枝死树。若遇暖冬，幼

树一般处于浅休眠状态，早春气温回升过早过快，会造成树体大量

失水，若再遇“倒春寒”，对树体抗病性和树势的削弱更为严重。

因此，2-4 年生幼树，如果潜带轮纹病菌的数量大，冬季树体内营养

存储不足，春季温度回升过快，会诱发大量干腐病斑，常导致大量

幼树死亡。 

2、诊断方法 

新栽植苗木和 2-4 年生幼树的死树是否由于干腐病斑所致，可

检查苗木或幼树上有无环绕主干的干腐病斑，尤其是嫁接口部位。

干腐病斑表面红褐色至黑褐色，湿润后颜色更为明显，发病时间较

长的病斑表面生有黑色小点，大小约为 0.1mm 左右，为病菌的分生

孢子器；刮开病斑表皮，内部皮层红褐色至黑褐色坏死（如图 1）。

死亡的苗木在果园内呈随机分布。 

 

图 1 因失水导致轮纹病菌扩展致病所造成死苗 

3、防控措施 

防治因干旱缺水与轮纹病菌协同危害造成的死苗和死树问题，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培育不带轮纹病菌的苹果苗木。然而，目前的生



态环境条件下，培育不带轮纹病菌的苗木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实际

生长中可通过减少苗木的带菌量、防止潜伏病菌扩展致病和药剂处

理等措施，来降低苗木的死亡率。主要措施有三项： 

1）防止病菌侵染苗木，减少苗木带菌量 

我们提倡在非苹果产区育苗，以减少交叉感染，或育苗圃远离

果园、林地和防风林带，以减少轮纹病菌随雨水和气流传播侵染；

保持苗圃卫生，及时清除苗圃内和周围的杂物，尤其是废弃的苗木、

修剪下来的枝条和接穗等，并及时销毁；禁止用海棠、杨树、柳树

作绿化苗木或防风林带，防止病菌交叉感染；苗木生长期，于雨前

和雨后及时喷药保护枝干不受轮纹病菌的侵染；嫁接或剪砧后及时

用伤口愈合剂等保护嫁接口和剪砧口。 

2）防止苗木失水，保持树体的抗病性 

加强苗期管理，即要防止苗木贪青徒长，又要防止早期落叶，

首先要保证树体内有充足的存储营养；苗木出圃时避免伤根过重，

尽量保持根系完整性；苗木出圃后及时入库保存或栽植，苗木储运

期间注意保水，降低苗木在贮运和栽植过程中的失水量；苗木栽植

前，视情况用清水浸泡苗木数小时，保证栽植苗木有充足的含水量；

苗木栽植后，及时浇足浇透定植水，定植行铺设地膜或定植行两侧

配置滴管定期滴灌，防止新栽植苗木失水；地上部可通过涂膜、套

袋、喷施保水剂等，防止苗木因过量蒸发而失水。  

3）药剂处理，降低发病率 

药剂处理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铲除枝干表层所潜带的部

分病菌，二是保护苹果枝干在幼树期不受病原菌的侵染。处理方法

包括两种： 

药液浸苗：在苗木出圃后或栽植前用甲基硫菌灵、多菌灵、吡

唑醚菌酯等杀菌剂，为了兼治害虫，可混加噻虫嗪、吡虫啉、毒死



蜱、高效氯氟氰菊酯等杀光虫剂，配成高稍高浓度的药液，用喷雾

器将药液喷淋到苗木上，直到根部流水为止，然后用塑料袋包括或

塑料膜覆盖，保持苗木上的药液在 12 到 48 小时内不干，使药剂能

渗入更深的表皮组织，杀灭苗木表层潜带的病菌和害虫。药剂的使

用剂量应是厂家推荐果园内喷雾剂量的 5-10倍或将厂家推荐的喷雾

使用倍数降低 5-10 倍。 

药剂涂干：涂干药剂可选用成品的涂干药剂，如甲硫•萘乙酸、

树安康、靓桩等，但这些成品药剂的持效期较短，难以保护枝干在

整个雨季不受病菌的侵染。涂干基质可以购买基质混加杀菌剂和杀

虫剂后配制，建筑用的内墙乳胶漆是比较好的涂干基质，其附着力

强，耐雨水冲刷，能够保护枝干在整个雨季不受病菌的侵染；而且

好的内墙乳胶漆还能保护其中的杀菌和杀虫活性成份，延长其持效

期；杀菌剂和杀虫剂可选用上述药剂。例如，用立邦新时时丽亚光

乳胶漆直接混加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00倍和 25%噻虫嗪 600倍(无

需加水稀释)，配制的涂干剂对幼树的保护效果不错。新栽植苗木可

在出圃当天或栽植前的几个小时用毛刷直接涂干，晾干成膜后，再

入库存储或直接栽植。2-4 年生幼树可在冬前或 3 月份萌芽前，轻轻

的刮除枝干上的病瘤、病斑和翘皮后，再用毛刷直接涂布。 

对于根癌病较为严重的苗木或地块，于栽植时将苗木在 100 倍

的硫铜液中浸蘸 2-3 分钟，然后带药液入地栽植。 

原因二：冻害 

冻害是导致 2-4 年生幼树死亡的重要原因，尤其温度低于零下

15
o
C 的寒冷地区或年份。 

1、原因与条件 

冬季过低的温度主要破坏枝干韧皮部和木质部细胞的膜系统，

导致细胞褐化死亡，形成冻害，尤其是树体的主干。冻害严重的树



体皮层坏死，主干死亡；冻害较轻的树体仅局部皮层或木质部坏死。

树体冻害除与温度有关外，还与砧木、品种及果园管理水平密切相

关。2-4 生幼树如果当年生长过旺，或氮肥过量，后期徒长，不能正

常如期落叶，导致冬季树体内存贮营养不足，枝干细胞内原生质液

浓度过低，遭遇极端低温时细胞内易形成冰晶，导致细胞褐化死亡，

从而形成冻害。树体发生冻害后，常诱发潜伏的轮纹病菌迅速扩展

形成干腐病斑，加速树体的死亡，提高了冻害的死树率。 

2、诊断方法 

2-3 月份春季天气转暖后，枝干表面有不规则形的表皮爆裂或撕

裂现象，重者木质部有纵裂纹；刮开受害枝干的表皮层或皮层观察，

皮层内活体组织或木质部变为浅红褐色至深红褐色斑，常有早淡后

浓的酒糟味，褐化组织逐渐坏死，坏死部位常流出黄褐色汁液。受

害严重的树体早期还能萌芽，但萌芽后很快死亡。4-5月份，受冻坏

死的皮层常发展为干腐病斑，出现干腐病菌子实体（图 2）。 

 

图 2苹果幼树发生冻害后的症状 

3、防控措施 

1）选择抗寒品种和砧木 

为了防止冻害的发生，首先需要根据本地冬季的极端低温，选

择相应的抗寒品种和砧木。 



2）保护主干，防止冻害 

冬前通过培土、绑草帘、主干涂白等方法防止树体受冻，安全

过冬。 

3）防止幼树徒长，提高树体的抗逆能力 

除栽培抗寒砧木与抗寒品种，冬前采用相应的保护措施外，还

应通过肥水管理控制树体过旺生长，尤其树体生长的后期应适应控

制水肥，落叶前及时喷施尿素等脱叶剂，促进树体适期落叶和营养

回流，增加树体内营养物质存贮量；同时，加强病虫害的防治，避

免树体早期落叶和枝干受害，以提高树体本身的抗逆能力。 

原因之三  

白绢病、腐烂病、根朽病等都能造成死树，在部分新建园中发

生严重，是造成幼树死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原因与条件 

白绢病：近些年来，白绢病在苗圃和幼树园中发生较为严重，

个别果园死苗死树严重，尤其在自根砧的繁育圃和自根砧苗木上，

是继轮纹病之后，造成死苗和死树的第二大病害。白绢病菌主要来

源于带菌土壤，少量来自苗木潜带的病菌。6-8 月份，当气温超过

20
o
C，遇雨或高湿条件后，菌核或苗木潜伏的菌丝萌发生长，沿地面

匍匐生长到达树体的根颈部，再沿枝干上下扩展，并环绕根颈部，

为害皮层，导致主干根颈部皮层腐烂，造成死树。病菌根颈部产生

大量油菜籽状菌核。 

腐烂病：在新建果园中，腐烂病虽然没有轮纹病发病严重，然

而，如果不加注意，会逐年加重，最终会成为果园内造成死树的主

要病害。新建果园中的腐烂病菌主要来源于周边果园内病树和苗木

上潜带的腐烂病菌。苹果树被腐烂病菌侵染后，当树体受冻、受伤

或春季树势衰弱时，潜伏在树体上的腐烂病菌趁机侵入活体皮层，



扩展形成腐烂病斑，病斑环绕主干后，导致死树。在幼树上，嫁接

口是腐烂病的高发部位。 

根朽病：根朽病菌主要来源土壤和病残体，林迹地和重茬果园

内菌源量很大。当土壤中的根朽病菌从侧根或毛根侵入根部后，常

形成菌索，由菌索或菌丝沿根表面和根部皮层很快生长到达主根和

根颈部，导致主根和根颈部皮层腐烂。当根颈部和主根皮层腐烂后，

造成整树死亡。 

2、诊断 

白绢病：6-10 月份，整树的枝条如果逐渐失水、萎蔫或干枯死

亡，首先检查根颈部，根颈部如果皮层腐烂，且有白色绢丝状菌丝，

菌丝发达，或有油菜籽状的菌核，就可以诊断为白绢病。其曲型的

特征是根颈表面有发达的菌丝层或油菜籽状菌核（图 3）。 

 

图 3苹果树白绢病的症状 

腐烂病：主要发生在早春 2-3 月份，幼树上容易出现在嫁接口

部位，为典型的腐烂病斑；初期为红褐色，皮层软腐，有酒糟味；

后期病斑上形成大量小黑点，为病菌的分生孢子器，遇高湿后释放

橘黄色的分生孢子角。 



根朽病：主要发生在 5-9 月份，整株树全部枝条逐渐失水、萎

蔫或干枯死亡。主根和根颈部皮层腐烂，根表有白色菌丝或根状菌

索，切开根颈部皮层，白色菌丝一层层的分布在腐烂的皮层中。新

鲜菌丝有蘑菇香气（图 4）。 

 

图 4苹果树根朽病的症状 

3、防控措施 

1）白绢病 

清除病菌：发现病树后，及时清除病树和病树周围的土壤，尤

其是油菜籽状的菌核，防止病菌随流水扩展蔓延。 

生态防控：幼树栽植后培高根围土壤，防止积水；清除根围 20cm

内的杂草和腐殖质；裸露根围土壤，创造一个不利于病菌生长的环

境条件。 

药剂预防：对于已发生白绢病或发病风险较高的果园，为了防

治健康树体发病，可于 6 月份降雨前，在根围撒施生石灰粉，每树

0.25-0.5kg，其中混加 1-2%的硫酸铜粉或颗粒。 

2）腐烂病 

腐烂病随同枝干轮纹病一起防控，主要措施包括清除病源，用



药液浸苗和药剂涂干三项。 

3）根朽病 

避免在林迹地和重茬地建园；如果土壤带菌率高，建园前用棉

隆等土壤处理剂清毒，以减少土壤带菌量；树体发病后及时清除并

销毁病树，用生石灰等消毒土壤，土壤经处理或休耕 2-3 年后再补

栽新树。 

原因之四：肥害 

因施肥不当而导致的新栽植苗木和 2-4 年生幼树发芽迟缓、生

长不良、死苗死树等现象，在个别果园常有发生。 

1、原因与条件 

施肥过量，尤其是施用未腐的有机肥、劣质肥料或含有害物质

的肥料都有可能引起肥害，轻者萌芽迟缓，生长缓慢，重者造成死

苗或死树。新栽植的幼树对根际土壤环境非常敏感，施肥不当，如

施肥过量导致的根际土壤盐分过高，土壤渗透压高于根内渗透压，

或施用未腐熟的有机肥使根际土壤温度过高等，都会损伤根部，导

致新栽植的苗木不能正常发根，进而造成地上部发芽迟缓或不能正

常萌芽，从而诱发干腐病斑。2-4 年的幼树对肥料敏感性稍差，但施

肥不当也会导致烧根，轻者树体萌芽迟缓，生长缓慢，重者死枝死

树。 

2、诊断方法 

新栽植苗木于栽植后不能正常发芽或发芽迟缓，重者死亡，根

部没有促发新根或新根不能正常生长，受肥害影响的苗木在田间分

布相对均匀，且与施肥地块、浇水时间密切相关，结合栽培期的施

肥情况可以做出判断。 

2-4 年生幼树在施肥后、春季萌芽期、遇较大降雨或灌水后出现

叶片萎蔫，变色，枝条生长发育不正常等现象，可考虑肥害。树体



不正常的表现常与施肥部位、施肥数量相对应。实际生产中可根据

症状出现时间、症状表现、田间分布等判断是否为肥害。 

3、防控措施 

选高质量肥料，依据树体的生长发育规律合理施肥。 

发现肥害后，严重者可挖掘肥料，再通过或直接以水压肥的方

式缓解肥害。 

原因之四：苗木质量问题 

近年来，国内随着苹果育苗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因砧穗不亲

和、早期落叶或苗木徒长所导致的新栽植苗木死亡问题虽不多见，

但时有发生。苗木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后期难以补救。 

1、原因与条件 

砧木与接穗亲和力差，导致砧木与接穗部分营养传输效率差，

根部储存的营养不能传送至接穗部分，造成新植苗木砧木部位能正

常生长发芽，但接穗部分不能生长发芽。 

苗木秋季徒长，不能正常落叶导致树体内存储营养不足，春季

栽植后，因为没有足够的存储营养供苗木发根或发芽，导致新栽植

的苗木不能正常萌芽，或萌芽后停止生长。 

2、诊断 

苗木的各个部分都正常，枝干上没有坏死病斑，嫁接口部位完

好，刮开皮层为绿色或白色；苗木能正常发根，常有大量根蘖苗，

但接穗部分不发芽或发芽迟缓，多由于砧穗不亲和所致，常发生在

新的或不常见的砧穗组合苗木上（图 5）。如果苗木发根和发芽都迟

缓，或不能正常发根或发芽，或发芽后很快停止生长，多是由苗木

秋季徒长或早期落叶，树体贮藏营养不足所致。有质量问题的苗木

常成批出现。 



 

图 5嫁接不亲和的苹果苗木 

3、防控措施 

因地制宜，选用试验成熟的砧穗组合；防止苗木后期徒长，保

证出圃苗木有足够的存储营养；及时防治病虫害，防止苗木早期落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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