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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卷  第 13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7 年 7 月 15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苹果轮纹病防控技术规程 
 近期活动 
调查研究：2016 年苹果产业体系研究进展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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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 Koru 苹果抵达美国 
************************************  

苹果轮纹病防控技术规程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一、技术概述 
轮纹病是苹果的重要病害，主要危害枝干和果实。枝干受害严重削弱树势，造成死

树和毁园，果实受害导致大量果实腐烂，黄河故道和环渤海湾产区受害尤为严重，严重

制约了苹果产业的发展。轮纹病是黄河故道和环渤海湾苹果产区每年必防的病害，生产

中有多种防治措施，但都未能达到预期的防治效果。目前，5 年以上的苹果树，轮纹病

的病株率高达 90%以上，病重园烂果率高达 70%以上。近年来，苹果产业体系专家对

轮纹病的发病规律、侵染条件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提出了以“清、护、

健、治”为主要防治技术措施的综合防控技术规程。本规程主要通过降低果园内及周边

环境的侵染菌源量，减少病菌的侵染，逐步改善果园生态环境，最终实现轮纹病的有效

控制，同时兼治腐烂病，为苹果免袋栽培提供良好环境。经大面积实验、示范取得良好

效果，值得大面积推广。 
二、技术效果 
按本规程防治苹果轮纹病，1 年后能有效控制病害的发展，树体上的病组织明显减

少，大面积连续实施 2-3 年后，果园生态环境能得到明显改善，轮纹病和腐烂病都能

得到有效控制。对于精细化管理的果园，本操作规程不会增加用药量和果园管理成本。

对于病害严重的粗放管理果园，按本操作规程防治轮纹病，每亩果园需增加 2-3 个用工，

增加 2-3 次用药。 
三、应用范围 
本规程适合所有发生轮纹病的苹果产区和果园。其中，黄河故道、环渤海湾等产区，

因高温多雨，轮纹病菌侵染量大，病害危害重，属于轮纹病常发区。在轮纹病常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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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结合腐烂病的防治实施本规程中的所有技术措施。黄土高原等产区，因降雨相对较少，

或雨热不同期，仅个别年份能满足病菌产孢、侵染所需要的湿度条件，病害危害相对较

轻，属于轮纹病的偶发区。在轮纹病的偶发区，以清除枝干上的病组织为主，结合腐烂

病的防治，适当采用其他防治措施。 
四、轮纹病的症状 
轮纹病由葡萄座腔菌（Botryosphaeria dothidea）侵染所致。病菌侵染枝干可形成轮

纹病瘤、干腐病斑、马鞍状病斑和粗皮四种不同类型的症状，侵染果实主要形成轮纹烂

果症状。 
1、轮纹病瘤：病菌侵染正常生长的苹果枝条，常以皮孔为中心，形成圆形或扁圆

形，红褐色至深褐色的疣状突起，称为轮纹病瘤。 
2、干腐病斑：当枝条受干旱胁迫，或衰弱时，病瘤内或皮孔内的病菌能在皮层内

迅速生长扩展，杀死皮层组织，以病瘤或皮孔为中心，形成红褐色、表面湿润的圆形枯

死斑。病斑扩展迅速，3-5 天后病斑连接成片，形成大型、红褐色坏死病斑，病斑皮层

坏死，称为“干腐病斑”。病斑环绕枝条后，枝干枯死，病菌趁机向上下扩展，最终使整

个枝条干枯死亡，称“干腐病枝”。2-3 周后，病斑上产生大量分生孢子器（小黑点），

遇雨或高湿时溢出白色分生孢子。 
3、马鞍状病斑：当树体抗性恢复后，在皮层内扩展的病菌停止生长，最终以病瘤

或皮孔为中心，形成直径不超过 2cm 的枯死斑。病斑形成初期，坏死皮层细胞常溢出

红褐色汁液，病部“冒油”或“出水”。随枝条的生长发育，枯死斑边缘开裂，病斑凹陷，

似马鞍状，称为“马鞍状病斑”。 
4、粗皮：大量轮纹病病瘤或马鞍状病斑聚生在一起，使枝干表皮显得十分粗糙，

故称“粗皮病”。 
5、轮纹烂果：果实发病初期，以皮孔为中心，形成黑色至褐色圆形斑点，边缘常

有红褐色晕圈，病部稍深入果肉。随后病点向四周扩展，形成表面具有深浅相间的同心

轮纹状腐烂病斑。病部果肉腐烂、水渍状、表皮不破裂，病斑很少失水凹陷。适宜条件

下，病斑扩展迅速，5~6 天可导致整个果实腐烂，溢出褐色黏液，有酸臭气味。 
五、轮纹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1、病菌越冬：病菌主要以菌丝体、分生孢子器、子囊壳等在轮纹病瘤内、干腐病

斑上、马鞍状病斑上、及其他坏死组织内越冬。次年春季遇雨，病菌生长扩展，释放分

生孢子和子囊孢子。越冬病菌在生长季节能不断产生和释放孢子。自 4 月份苹果萌芽

至 11 月份落叶，发病果园内可以捕捉到轮纹病菌的孢子，其中 6、7、8 月份雨季为

孢子发生高峰期。 
2、潜伏与致病：轮纹病菌能在枝干皮孔、剪锯口死组织、坏死皮层和轮纹病瘤内

生长扩展。只要枝干上有赖以生长的营养和环境，病菌就能存活下来。病瘤内的病菌可

以存活 10 年以上。轮纹病常发区，苹果枝干上常潜带有大量轮纹病菌，当树体受水分



 

 173 

胁迫，或树势衰弱时，病菌突破寄主的抗性屏障，在皮层内迅速生长扩展，诱发干腐病

斑，产生大量孢子，进行再侵染，导致枝干上潜带病菌的数量逐年积累。当枝干上的病

菌积累到一定量时，造成严重危害。苹果枝条从母体上修剪下来后，轮纹病菌没有死亡，

在枝条失水干燥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干腐病斑，雨季产生大量子囊孢子，随气流传播侵

染周边果园。 
3、孢子形成与传播：病菌主要在干腐病斑和马鞍状病斑上产孢，病瘤的产孢量很

少。枝干皮层坏死后，10 天内可形成分生孢子器，20 天后开始释放分生孢子。遇较长

时间的持续阴雨，病斑上形成子囊孢子。在干腐病斑和马鞍状病斑上，病菌产孢时间可

持续 2 年。分生孢子主要随雨水水流、溅散或在雨滴中随风飘散传播，距离近。子囊

孢子除随风雨传播外，还能随气流传播，距离较远，侵染周边的果园和苗圃，导致新建

果园和新育苗木发病。轮纹病常发区所培育的苹果苗木和接穗上常潜带有轮纹病菌，病

菌可随苗木和接穗的调运远距离传播。 
4、病菌侵染：皮孔和气孔是轮纹病菌侵染的主要孔口。着落于皮孔或气孔周围的

病菌孢子，萌发后先在枝干表层或皮孔的死组织内生长，形成菌丝或菌落，然后自皮孔

木栓层缝隙、薄弱部位或气孔侵入皮层活体组织。当病菌侵入寄主的活体组织后，杀菌

剂就难以到达靶标，发挥其作用。从皮孔侵染的病菌，最快在 30 天内诱发肉眼可见的

轮纹病瘤，多数病菌在第 2 年，甚至第 3 年诱发症状。剪锯口和伤口是轮纹病菌另一

重要侵染孔口。在剪锯口和伤口上，病菌主要从皮层侵入，侵入病菌先在皮层死组织内

生长形成菌丝或菌落，然后再向皮层活组织生长扩展。冬春季形成的剪锯口在 6 月中

旬前愈合，夏季形成的剪口在 3 周内愈合，伤口愈合前对轮纹病菌敏感。 
5、降雨、湿度和温度的影响：降雨和高湿是导致轮纹病发生与流行的主要条件。

轮纹病菌孢子的释放与传播离不开雨水，孢子的萌发及萌发孢子在枝干表面的定殖需要

降雨或 95%以上的高湿，干腐病枝在 2 周内若不失水干枯，坏死皮层就能形成大量的

分生孢子，干腐病斑遇持续 2 周以上的阴雨，就能形成子囊孢子。6-9 月份雨季是轮

纹病菌的产孢和侵染高峰期，也是防治轮纹病的关键时期。轮纹病菌侵染发病的最适温

度为 28℃左右，当温度低于 15℃，病菌的活动受到明显的抑制。 
6、病菌扩展与致病：枝条失水、受伤或长势衰弱都能降低苹果枝条对轮纹病菌的

抗性，导致潜伏和病瘤内病菌迅速生长扩展，诱发干腐病斑或马鞍状病斑。正常生长的

枝条对轮纹病菌都有抗性，轮纹病菌无论从气孔、皮孔或伤口侵入，寄主在病菌的侵染

部位都能形成增生和木栓化组织，抑制了病菌的生长扩展，寄主组织的增生和木栓化，

外观表现为病瘤。然而，当枝条失水、受伤或长势衰弱时，寄主抗性减弱或完全失去抗

性，病菌趁机突破寄主的抗性组织的屏障，迅速生长扩展，导致皮层坏死，形成干腐病

斑。若枝干抗性恢复快，扩展病菌停止生长，仅形成小的坏死斑，发展为马鞍状病斑。

当树体受干旱胁迫，叶片开始萎蔫时，枝干上就能见到大量干腐病斑。剪锯口、环剥口

上形成的干腐病斑主要是枝干受伤后，潜伏在枝干表层的病菌迅速扩展造成。 



 

 174 

7、果实侵染与发病：苹果果实从落花到采收都能受到轮纹病菌的侵染。苹果幼果

果肉细胞体积小，分裂旺盛，木栓化速度快，对轮纹病菌的抗性强。果实膨大后，果肉

细胞体积大，木栓化速度慢，抗性减弱。8 月份前果实抗病性强，侵染的病菌生长扩展

很慢，因此，生长早期侵染的病菌直到 8 月中旬之后，才陆续诱发病害。8 月份以后，

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诱发病害。 
8、寄主抗病性：富士易感轮纹病，受害相对严重；嘎拉等品种对轮纹病具有一定

的抗性，轮纹病危害相对较轻。苹果砧木中，M26 对轮纹病菌敏感，以 M26 为中间砧

的富士品种，轮纹病发病尤为严重。在烟台苹果产区，富士苹果的果实自 5 月中旬果

实脱毛至 8 月下旬对轮纹病菌敏感，枝条自 6 月初至 8 月下旬对轮纹病菌敏感。 
六、轮纹病的防控策略 
苹果树自苗期就可以受到轮纹病菌的侵染，而且病菌能在枝干上逐年积累，当病菌

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形成严重危害。因此，对于新建果园的轮纹病，需从苗期和幼树期开

始防治，保护枝干和伤口不受病菌侵染；发病后及时铲除侵染病菌，防止病菌积累；同

时，加强树体管理，保持健旺树势，防止病菌扩展致病。对普遍带菌的老果园，应采用

保护枝干和剪锯口、铲除侵染菌源和增强树势为主的综合管理措施，逐步减少果园内侵

染菌源量，最终实现对轮纹病的有效控制。具体措施包括“清、护、健、治”四个方面： 
1、清除菌源：彻底清除侵染菌源，减少侵染菌源量是对树体最好的保护，也是防

治轮纹病的重要技术措施。 
2、保护树体和果实：当无法彻底清除侵染菌源时，及时保护枝干、剪锯口、伤口

和果实，防止或减少病菌的侵染量就成为防治轮纹病的主要措施。 
3、健树栽培：防治轮纹病的基础措施。通过水肥管理、花果管理等措施，保持健

旺树势，能有效抑制潜伏病菌的生长、扩展、致病和产孢，降低带菌树体的发病率，减

少病菌的再侵染。 
4、病斑治疗：防治轮纹病的补救措施。树体发病后，采用刮治病斑、病瘤、涂药

等技术措施治疗病斑，逐步恢复树势，防止其继续危害。 
七、防治技术措施 
（一）清除侵染菌源 
1、冬春季清园：结合冬春的修剪与清园，刨除死树、病树和弱树；锯除死枝、病

枝和弱枝；剪除腐烂病枝、干腐病枝和带病枝条；刮除枝干上的死皮、翘皮、粗皮、腐

烂病斑等，清除潜带病菌的枝干和组织。 
2、春季清园喷干：轮纹病常发区或发病严重的果园，于 3 月中下旬修剪并清园后，

全园喷布一遍铲除剂。铲除剂可用自制石硫合剂，或 100 倍波尔多液，或成品石硫合

剂。石硫合剂与 100 倍波尔多液可隔年交替使用。当上一年度雨水多，病害严重时，

可喷施 100 倍波尔多液。当上一年度干旱，虫害严重时，可喷施自制石硫合剂或成品石

硫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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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长季节清园：5-8 月，每月巡查果园一次，发现死树、死枝，及时锯除，并

销毁。发现腐烂病斑和较大的干腐病斑，自病斑以下 5~10cm 处剪除整个枝干或树体（幼

树），并销毁。当剪除或锯除病枝对树体或产量影响较大时，彻低刮除病组织，涂布病

斑治疗剂。对于较小的干腐病斑，涂布病斑治疗剂，防止病斑产生和释放孢子。 
4、废弃枝条处理：苹果树修剪下来的枝条要及时销毁。不能及时销毁的废弃枝条

搬离果园 1 千米以外，或者用麦草、玉米秸、塑料膜等盖严，防止枝条产孢，并释放

子囊孢子。 
5、采穗圃和育苗圃：采穗圃和育苗圃需远离老果园 3 千米以上，建议在非苹果产

区培育苹果苗木。采穗圃和育苗圃内及周边 1 千米不能栽植苹果、海棠、梨等蔷薇科

植物，不能以杨树、柳树、槐树等树木作绿化树或防风林。及时销毁废弃的苗木、枝条、

接穗、及育苗用的杂物，保持采穗圃和育苗圃内及周边环境清洁。 
（二）保护树体和果实 
1、保护剪锯口：树体修剪当天，或 24 小时内，用剪锯口保护剂涂布剪锯口。剪

锯口保护剂需覆盖整个剪锯口。对直径超过 3cm 的剪锯口，涂布剪锯口保护剂后，再

贴一层不透水不透气的蜡纸或塑料膜。 
2、保护其他伤口：轮纹病常发区或发病严重的果园，刻芽、环剥、抺芽等管理措

施形成伤口后，立即涂布伤口保护剂。 
3、2-4 年生幼树枝干保护：轮纹病常发区或发病严重的果园，于 3 月中下旬修剪

并清园后，或 6 月份雨季前，用涂干剂涂布整个树干，或至少用病斑治疗剂涂布患病

部位。 
4、新植幼树保护 
1）苗木控制：不购置带有轮纹病瘤的苹果苗木；不建议从老果园附近的苗圃购置

苹果苗木，更不能购置在老果园内培育的苹果苗木。 
2）苗木带菌量检测：苹果树完全落叶后，从苗圃内随机起苗 10-20 株，栽植于花

盆内，移到 20-25℃环境下。栽植时浇足水分后，后期不再浇水，让苗子自然失水，诱

发干腐病斑。10-20 天后，检查苗子上有无干腐病斑及病斑的数量。当苗木上出现大量

干腐病斑，或因干腐病斑死苗时，表明该批苗木上潜带有大量轮纹病菌，不能栽植。 
3）栽植前处理：对于带菌量较少的苗木，栽植前的 2-3 天，剔除病株，剪除嫁接

口上方的枯死桩，并涂布剪锯口保护剂，再用苗木处理剂喷淋整株苗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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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药液能渗入寄主组织内。也可

用专业的苗木处理剂处理苗木。 
4）幼树涂干：于 5 月份新植幼树全部萌芽后，用涂干剂涂布整个枝干。涂干时应

避开幼芽，防止药害。 
5）成年树保护：苹果生长季节每次喷药都要将药液喷布到枝干上，或至少保证 5、

6、7、8 四个月，每月都有一次杀菌剂喷布到枝干上，使枝干所有部位都均匀着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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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叶部和果实病害的杀菌剂都能有效保护枝干不受轮纹病菌的侵染，并能抑制在枝干浅

层定殖病菌的生长扩展。6、7 月份雨季，倍量式波尔多液对枝干的保护效果较为理想。 
6、果实保护 
1）套袋保护：套袋是保护果实不受轮纹病菌侵染的最有效措施。5 月下旬至 6 月

上旬，所有果实套纸袋或塑膜袋。 
2）喷药保护：轮纹病常发区或发病严重果园内的未套袋果实，自 5 月中旬至 9 月

底果实敏感期，每次遇降雨时，都要有有效杀菌剂保护。具体应根据气象预报，于雨前

喷药保护。药剂尽量选用持效期长的保护性杀菌剂。 
7、苗木保护：在轮纹病常发区培育苹果苗木，剪砧后立即在剪口涂布剪锯口保护

剂，抹芽和解绑后立即喷布杀菌剂保护。雨季定期喷施杀菌剂保护枝干和叶片，多雨季

节喷药间隔期不能超过 10 天。 
（三）健树栽培 
1、水分管理：干旱季节及时浇水，防止树体受旱；降雨季节及时排水，防止树体

受涝；施肥或追肥防止肥料烧根，能有效阻止潜伏病菌扩展致病，控制轮纹病的发生与

危害。 
2、养分管理：按照苹果树的需肥规律及时施肥、追肥和喷施叶面肥，并防止施肥

伤根，保持树体健旺生长，可有效控制轮纹病的发生与危害。 
（四）病斑治疗 
1、病瘤治疗：当枝干上的病斑以病瘤为主，马鞍状病斑较少时，可于 3 月份或 6 

月中旬雨季前，轻轻刮除或用钝器荡除病瘤后，用病斑治疗剂涂布病处。 
2、粗皮和病斑治疗：当枝干上的病斑以粗皮或马鞍状病斑为主时，可于 3 月份或 

6 月中旬雨季前，用利器刮除枝干表层的病斑和坏死组织，然后用病斑治疗剂涂布病部。 
3、幼树和弱树：对于 4 年生以下的幼树，或者弱树上的病斑，不要刮治，可直接

涂布病斑治疗剂。 
4、雨后及时喷药：5-8 月份，遇持续时间超过 1 周的降雨，降雨结束或降雨期间，

结合其他病害防治喷施杀菌剂，以铲除降雨期间在表层定殖的病菌。连续阴雨过后，或

进入 8 月份，应特别定期喷药防治由气传孢子所造成的侵染。遇雨量超过 20mm，持

续超过 3 天的降雨时，若雨前喷施杀菌剂的持效期已过，雨后 1-2 天内立即喷施杀菌

剂。 
八、防治药剂 
（一）石硫合剂 
春季清园使用，可清除枝干表层的病菌，杀灭绵蚜、蚧类、红蜘蛛等越冬害虫，且

能在枝干上形成一层药剂保护膜，在生长季节保护枝干不受轮纹病菌和其他病菌的侵

染，同时阻止弱寄生菌在枝干上生长繁殖，减少霉心病、果实斑点病等病菌的来源。石

硫合剂有自制石硫合剂和成品石硫合剂两类，其中自制的新鲜石硫合剂对病虫的防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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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好于成品石硫合剂。 
1、自制石硫合剂：按生石灰:硫磺粉:水＝1:2:10-15 的比例熬制，春季清园使用浓

度为 3-5 波美度。 
2、成品石硫合剂：按厂家推荐剂量使用。 
（二）波尔多液 
波尔多液的主要杀菌成份是铜离子。硫酸铜与生石灰混配后，石灰可将铜离子包被

形成络合态的铜，减少了铜离子与植物体的直接接触，避免了铜离子对植物体的直接伤

害；同时，石灰将铜离子固着在植物表面，增强其耐雨水冲刷能力，延长药剂的持效期。

常用的波尔多液有三种，配制方法都是将硫酸铜溶液缓慢的倒入石灰浆中，边倒边搅拌。 
1、波尔多浆：配比为硫酸铜:生石灰:水＝1:3:15，混加  0.5%植物油、豆粉、淀粉等，

以增强其耐雨水冲刷的能力。波尔多浆主要用作涂干剂，与专业涂干剂相比，波尔从浆

的保护期相对较短。 
2、100 倍波尔多液：配比为硫酸铜:生石灰:水＝1:0.5:100。当果园内枝干病害严重、

虫害稍轻时，可考虑用 100 倍波尔多液喷干清园。与石硫合剂相比，波尔多液的优点

在于其中的铜离子可随雨水渗入更深层寄主组织，抑制病菌的生长。 
3、倍量式波尔多液：配比为硫酸铜:生石灰:水＝1:2:200，主要于生长季节随叶果病

虫害的防治喷干，保护枝干在雨季不受轮纹病菌的侵染，并抑制枝干表层病菌的生长与

扩展。 
（三）涂干剂和病斑治疗剂 
1、涂干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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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层可阻止外来病菌的侵染，对枝干的保护期维持

一年以上。膜中杀菌剂遇雨后能缓慢释放到枝干表面，并渗入枝干表皮组织内，抑制病

菌的生长扩展，阻止病菌孢子的萌发与侵染。涂干剂主要用于涂布 1-4 年生幼树枝干，

其作用是保护枝干不受轮纹病菌和腐烂病菌的侵染，并抑制定殖病菌的生长与扩展。 
2、病斑治疗剂：与涂干剂相比，病斑治疗剂含有更高浓度的杀菌剂，除此以外，

其他成份一致，理化特性一致。病斑治疗剂主要用于涂布病斑，或刮治后涂布病部，其

作用是抑制病部的病菌生长扩展与产孢。 
市场上有多种专业的涂干剂和病斑治疗剂。如果找不到理想的产品，可用无毒、无

害、无味、环保、耐雨水冲刷的建筑内墙涂料作为基质，混加化学杀菌剂后，作为涂干

药剂或病斑治疗剂使用。波尔多浆是较好的涂干剂，但其保护期相对较短，建议在 6 月
份雨季前使用。 

（四）剪锯口保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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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激素。杀菌剂可在涂布初期抑制病菌孢子的萌

发和病菌的生长扩展，植物激素则在苹果生长期促进剪口愈合。膜层的保护期能维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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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剪锯口保护剂主要用于涂布剪锯口，保护剪锯口不受轮纹病菌的侵染。市场上

有多种专业的剪锯口保护剂。如果找不到专业产品，伤口愈合剂、具有成膜效果的腐烂

病防治药剂也可作为剪锯口保护剂使用。 
（五）伤口保护剂和苗木处理剂 
1、伤口保护剂：用化学杀菌剂加水配制，浓度为厂家推荐喷雾浓度的 5-10 倍。

伤口保护剂主要用于保护因环割、刻芽、抹芽等管理措施形成的伤口。 
2、苗木处理剂：用化学杀菌剂加水配制，常混以对绵蚜等害虫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的杀虫剂。药剂的剂型以乳油为好，浓度为厂家推荐喷雾浓度的 5~10 倍。苗木处理剂

主要用于铲除或消灭苗木枝干表层和根部潜带病菌和害虫。市场上也有专业的苗木处理

剂和根部处理剂。 
（六）化学杀菌剂 
甲氧基丙烯酸酯类药剂，如吡唑醚菌酯；三唑类药剂，如苯醚甲环唑、戊唑醇、丙

环唑等；苯并咪唑类药剂，如甲基硫菌灵、多菌灵等；有机硫类药剂，如代森锰锌、克

菌丹等，都对轮纹病菌的生长发育有较好的抑制效果。上述药剂的单剂，或以其为主要

有效成份的复配剂都可用于防治轮纹病，喷雾时按厂家推荐剂量使用。当与其他基质混

配，作涂干剂、病斑治疗剂、伤口保护剂、苗木处理剂使用时，使用剂量应比厂家推荐

喷雾剂量提高 5-10 倍。 
（七）生防治剂 
部分生防制剂对轮纹病也有较好的防治效果，经室内外的试验验证后，也可推荐使

用。 
● 本方案由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李保华教授、曹克强教授负责起草，体系办公室

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认真讨论修订，作为苹果体系“十三五”主推技术，现发布试行 
************************************  

近期活动 
2017 年 7 月 8 日，第二届中国生物刺激剂高层论坛暨西北特色林果产业升级大会在

陕西西安广成大酒店召开。政府部门、生产企业、优秀渠道商及种植大户等共 500 余位

代表参会，满满 8 个小时的会程，共 17 个专业报告，2 场实战对话，内容涵盖了生物刺

激剂管理政策走向、产品标准动态、前沿科研成果、营销模式创新等。国家苹果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农业大学姜远茂教授，病虫害防控研究室团队成员，河北农业

大学王树桐教授一同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分别作了“苹果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生物刺激

剂的需求热点分析”和“微生物制剂在防控果树病虫害上的几个案例”的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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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研究进展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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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对氮素的吸收和利用     

以 5 年生烟富 3/M26/平邑甜茶苹果为试材，采用 15N 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不同时

期施氮对矮化苹果氮素吸收、分配及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果实成熟期。不同施肥

处理植株各器官的 15N 分配率存在显著差异。萌芽期施肥，营养器官的 15N 分配率最大；

春梢缓长期施肥，生殖器官的 15N 分配率最大；秋梢生长期施肥，贮藏器官的 15N 分配

率最大。在果实成熟期，3 个施肥时期处理间植株的总氮量、吸收 15N 的量及 15N 肥料

利用率存在显著差异，均以春梢缓长期施肥处理最大，分别为 86.34g、1.38g 和 30.07%；

秋梢生长期次之，分别为 75.64g、1.25g 和 27.22%；萌芽期施肥处理最小，分别为 72.82g、
1.09g 和 23.63%。因此，在土壤比较贫瘠的果园中进行矮化栽培，生产上应制定合理的

施肥次数，做到少量多次。 
以平邑甜茶实生苗为试材，采用 15N 同位素示踪法、气压过程分离法（BaPS）和磷

酸甘油双层海绵通气法，研究酰胺态有机氮（CO（NH3）
2-N）、铵态氮（NH4

+-N）及

硝态氮（NO3
--N）对平邑甜茶 15N 利用、分配和损失的影响。结果表明：5 月 17 日施无

机氮肥对植株生物量积累效果显著，铵态氮和硝态氮 15N 利用率分别为 13.68%和

13.25%，显著高于有机氮肥的 5.25%；早施氮肥还可有效抑制氮素的土壤损失，其中施

NO3
—N 处理植株的氨挥发损失仅占施氮量的 1.83%；晚施（7 月 15 日）处理中，无机

氮肥利用率较早用显著减少时对酰胺态有机氮利用率和氨挥发损失影响不大。所以早期

施用 NH4
+-N 或 NO3

—N 是确保植株生长量和氮肥利用率的有效措施，后期合理配施酰

胺态有机氮则是减少氮肥损失的有效途径。（姜远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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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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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和表 13-2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高温度和降水情况。 
表 13-1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7 年 7 月上中旬日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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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3-1 可以看出，近期气温与 2017 年 6 月下旬气温相比有所升高，除昭通和

盐源试验站外，其他各试验站均出现了 30℃以上的日最高气温。其中最高气温为 40℃，

在多个试验站都有出现。与去年同期相比，温度相对较高。 
表 13-2 全国 25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7 年 7 月上中旬日降水量 

 

从表 13-2 降水情况来看，盐源试验站降水日数较多，一直处于阴雨天气。7 月 6
日左右部分试验站所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兴城和烟台试验站在 7 月上中旬降雨量相对

较多。与去年同期相比，降水量差异不大。 
预计未来 10 天（15-24 日），新疆南部、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

淮等地有 35～38℃的高温天气，局部可达 40℃左右，高温持续日数一般有 3-6 天；华

北东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大部、黄淮、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沿天山地区累积雨量

有 30～70 毫米，其中华南沿海地区、云南南部和西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及黄淮南

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90～150 毫米，局地可达 200 毫米以上；上述大部地区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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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 2～5 成，我国其余大部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少 3～7 成。 
（刘霈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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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的 Koru 苹果抵达美国 

［Fruit growers news］ 

“海岸到海岸种植者合作社”宣布，装满产自新西兰的“Koru”苹果的集装箱已经开始

抵达美国港口。 
据新闻报道，“Koru”苹果品种现在也在美国种植，但目前出售的果实都产自新西兰，

因为该品种最初是在新西兰被发现并投放市场的。 
今年新西兰 85％的“Koru”苹果将被运往美国，通过三家公司代表“海岸到海岸种植

者合作社”来分销和出售：华盛顿州的波顿水果和尼昂塔斯塔尔牧场，以及纽约州的纽

约苹果销售公司。这三个公司是行业内最大的三家公司。 
“海岸到海岸种植者合作社” 经理 Tim Byrne 表示，五月初抵达的“Koru”苹果已经售

罄，更多的集装箱将在五月份和未来几个月内抵达，所以，现在仍然可以定购新西兰的

“Koru”苹果，包装有 12 公斤和 18 公斤两种规格，果品质量非常棒。 
Byrne 说：“这些苹果的 80%属于‘三种主要尺寸’，真正完美大小的果实。这是新西

兰第四大苹果品种，预定出口到北美。这些苹果在很多方面都很完美——甜美的味道、

清脆的果肉、鲜艳的色彩以及适宜的果个儿。” 
作为富士和布瑞本的杂交品种，“Koru”品牌被定位为优质苹果，很像蜜脆。Byrne

指出：“Koru 将富士微妙的甜味与布瑞本的清香气味儿结合在一起，这真的是一个绝妙

的组合，对于鲜食、烘焙亦或烹饪都很完美。” 
虽然从 2013 年才开始在新西兰进行商业采收，Koru 作为优质的苹果，已经在生产、

储藏和质量方面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消费者喜欢它自始至终保持的爽脆和浓郁的风味以

及甜蜜口感。 
越来越多的果园开始种植 Koru：15 个果园在纽约州，其他 6 家在华盛顿州。 

（张祺译，胡同乐校） 
来源：http://fruitgrowersnews.com/news/koru-brand-apples-new-zealand-h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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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中国苹果病虫害防控信息网（http://www.apple-ipm.cn） 

全国苹果病虫害防控协作网（http://www.pingguo-xz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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