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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病虫害的主要种类和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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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枣树，作为我国传统的果树之一，其果实不仅味道甜美，营养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然而，

在枣树的种植过程中，病虫害问题始终是困扰枣农的一大难题。病虫害的侵袭不仅会导致枣树生长受阻，产量下降，

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枣树死亡，给枣农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本文对枣树病虫害的主要种类进行深入了解，并

采取相应的防治对策，对于保障枣树的健康生长，降低农残，提高枣树的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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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枣树的病虫害种类繁多，其中一些常见的病

害包括枣锈病、枣疯病、枣炭疽病等；常见的虫害包括

桃小食心虫、枣尺蠖、枣粘虫等。病虫害不仅影响枣树

的正常生长，降低果实商品率，还可能导致枣树减产甚

至死亡。因此，对枣树病虫害进行科学的防治是保障枣

树健康生长的关键。

1 枣树病害的主要种类

1.1  枣树炭疽病
枣树炭疽病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主要影响了

枣树的叶片、果实和枝条，对枣树生长和产量造成了严

重危害。此病害最显著的症状表现为叶片、果实和枝条

上的各种病斑。起初，叶片上出现水渍状的小斑点，然

后逐渐扩大成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灰褐色病斑，其中央区

域呈现灰白色，而边缘则是深褐色或紫褐色，有时甚至

具有同心轮纹。在湿度较高的时候，病斑表面可能会产

生粉红色或橙红色的小点，这是炭疽菌分生孢子盘形成

所致。当果实时受到感染时，最初会有小的褐色斑点，

它们逐渐扩大并凹陷，最终形成黑色、圆形或不规则形

的溃疡性病斑，在严重情况下，病斑会连成一大片，使

整个果实腐烂，从而丧失商品价值。而当枝条受到侵袭

时，初期仅为小黑点，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逐渐扩展

成条状或不规则形的大块，当情况严重时，会导致整段

枝条干枯开裂，从而大幅度影响树体正常生长。

1.2  枣树褐斑病
枣树的褐斑病是一种在枣树上常见且危害极大的一

种病害。疾病主要会影响到枣树的叶片，但如果情况严

重，会影响到枣果和嫩枝。褐斑病不仅影响了枣树的

生长过程和枣果的品质，还会显著地降低整个枣园的产

量，从而给枣农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了解并掌握褐斑

病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以及相应防治措施，对于有效

控制和管理这一顽固性病害至关重要。原菌通过孢子传

播，孢子只要在适宜环境条件下便可萌发，并侵入到脆

弱的枣树组织中。这一疾病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尤为猖

獗，特别是在雨季和湿度过高的夏季，更是其高发期。

此外，过度密植、通风不良以及养分供应不均衡，也有

可能增加感染风险。在早期感染时，叶片上会出现明显

的小褐色斑点，斑点边缘清晰且周围伴有黄色晕圈。随

着时间推移及病情的发展，小斑点逐渐扩大并融合成较

大的不规则大块，使得叶片变黄甚至干枯凋落。病斑还

会蔓延至嫩枝与果实表面，使得嫩枝干瘪萎缩，并使果

实表面布满难看的斑点最终变质，大幅影响了整棵树所

结出的水果质量和总体产量。

1.3 枣锈病
枣锈病，是枣树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病害。这一疾病

主要由造成锈斑症状的小小锈菌引起，它属于真菌类的

顽固性病害。初期表现为细小黄色斑点出现在叶片表

面的枣锈病，小斑点会不断扩大，从而形成直径在1到2
毫米之间变化不定、带有橙黄色或黄褐色特征的大块斑

点。显著且明显的大块斑点通常首先出现在叶片正面，

而与此同时，在相对隐蔽但同样受到侵袭部位，即叶片

背面，则会出现灰白色或者是黄褐色粉末状物质，即我

们所说的重要传染结构：锈孢子堆。微小却关键性的孢

子堆实际上就是致使疾病传播扩散的重要因素。严重感

染的叶片会逐渐干枯、脱落，影响枣树的光合作用，最

终导致树势衰弱，甚至整株死亡。锈菌通过风和雨水传

播，当环境条件适宜时，锈菌孢子便在空气中飘散，并

且落到枣树叶片上开始侵染。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有

利于锈菌迅速繁殖，尤其是在春季和秋季时期，枣树很

容易受到锈病侵害。病原菌通常在越冬期间寄生在掉落

的叶子和干枯的枝条上，到翌年春季，当气温回升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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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降雨的时候，病原菌重新变得活跃，再次开始侵染新

的叶片。

2 枣树虫害的主要种类

2.1  枣尺蠖
枣尺蠖，属于鳞翅目、尺蠖科，是一种专门以叶子

为食的害虫。小小幼虫特别喜欢吃枣树幼嫩的新叶，当

情况严重的时候，会把整棵满是绿叶的枣树啃得一片不

留，从而阻碍了植物重要的光合作用，连带影响到大树

的健康和结出的果实质量。成年的枣尺蠖蛾其体长大约

在10到15毫米之间，而翅膀展开时则有30到35毫米那么
宽。雌性蛾子的身形较大，而且颜色呈灰褐色或者深暗

褐色，它们的前翅上分布着黑褐色斑点和波浪状纹路，

而后翅则是灰白色。而雄性蛾子，相对来说个头要小一

些，并且颜色也较浅，但它们同样拥有明显的波浪状斑

纹。至于正在成长中的枣尺蠖幼虫，其体长可以达到

40-50毫米，身体颜色随着生长期逐渐变化刚孵化出来时
是浅绿色，然后慢慢变深，成为深绿色或褐色，同时还

带有显著白条纹，表现出典型模样并以拱形腹部移动。

害虫主要通过取食新鲜嫩绿的叶子来造成伤害，小小初

孵幼虫常聚集在一起，把嫩叶上的肉啃掉，只剩透明筋

脉，使整个叶片看起来像“网”。

2.2  枣粘虫
枣粘虫，属于蛀果蝇科的小昆虫，是一种主要危害

各种枣树果实的害虫，尤其是青枣和成熟期的枣实受到

它们的侵袭最为严重。它们选择寄主时表现出的广泛选

择性，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品种，而是对多种不同类型

的枣树都有可能发动攻击。成年的成虫体长大约在3到4
毫米之间，体色变化丰富，一般呈现深褐色或黑褐色，

它们透明的翅膀展开后，可以看到腹部上的黄色或者白

色条纹。虽然小生物寿命相对较短，大概只有20到30天
左右，但繁殖力却异常强大。雌性成虫能够产下数百颗

卵，使得害虫在适合生存和繁殖的环境条件下能够迅速

扩散蔓延开来。通常情况下，雌性成年蚊会选择在果实

时表皮上有裂缝或者病变部位进行产卵，这样能够让孵

化后的幼虫更容易进入果实内部。一旦幼小的生命从卵

中破壳而出，就立即钻入了果肉，通过口器吸食果肉及

其汁液，从而引起水果腐烂和损坏。

2.3  枣红蜘蛛
枣红蜘蛛植物寄生性害虫通常喜欢在温暖而又干燥

的环境中繁衍和生存。它们的生命周期与气候条件有着

密切的相关性，因而对枣树的危害在特定气候季节中特

别突出。微小体型的小虫子，成虫身长大约仅为0.3毫
米，但其繁殖速度却极快，可以在适宜条件下迅速扩散

形成严重虫害。枣红蜘蛛主要呈现出红色，其适应能力

尤其强，在高温干燥环境中数量和危害程度常常难以忽

视。小昆虫主要依靠吸食枣树叶片汁液来获取营养，从

而导致叶片逐渐萎缩变黄，甚至完全脱落。在大量繁殖

情况下，它们可能令整株枣树的叶片全部枯萎，对其生

长发育及产量产生严重影响。

2.4  枣木虱
枣木虱，其外形特征非常显著，身体呈现出椭圆的

形状，表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的蜡质物。这层白色的蜡质

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它们免受外界环境各种不良因素的影

响，还能有效地防止捕食者对其进行侵袭。雌性枣木虱

体积较大，一般会寄生在枣树的枝条和叶片上，从而直

接影响到枣树重要的光合作用以及必需营养成分吸收。

它们以枣树汁液为主要食物来源，长期大量吸取汁液，

会导致整个枣树生长发育受到阻碍，甚至还可能严重影

响果实正常发育与品质。而特别是在幼嫩的小枣树期

间，它们的大量吸食行为很可能会造成小幼苗生长发育

不良，如叶片变黄、枝条干瘪，以及果实数量减少和质

量下降等问题。

2.5  枣瘿蚊
枣瘿蚊，属于双翅目瘿蚊科的小昆虫，体型相对较

小，成虫通常只有约1.5-2毫米长。枣瘿蚊的成虫特点包
括透明的翅膀、灰褐色的身体以及较长的触角。它们的

一生包含卵、幼虫、蛹和成虫这四个阶段。昆虫具有极

强的繁殖能力，每年可以经历多个世代。在春天随着气

温逐渐回升时，枣瘿蚊的成虫开始变得活跃起来，而雌

性则会在枣树嫩芽、新叶或幼果上产卵。当卵孵化后，

幼虫便钻入植物组织内取食汁液，从而形成了明显的瘿

瘤。当幼虫发育成熟时，会在植物组织中化蛹，然后羽

化为成虫。幼虫以枣树的新芽、嫩叶和幼果为主要食物

来源，被害的新芽部分会膨大并发生形变，导致形成了

瘿瘤，从而严重影响新梢正常健康地生长。受害后的叶

片也同样会出现形变和卷曲现象，使光合功能降低，并

且易于脱落。而被侵袭后的幼果表面同样会形成难看的

瘿瘤，使其发育不良，品质下降，在严重情况下甚至导

致果实提前脱落。

3 枣树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对策

3.1  农业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的关键核心步骤是加强病害监测和早期预

警，以防为主，以治为辅。通过土肥水科学管理，增强

树势，提高树体抵抗病虫害的机能。定期检查果园，及

时发现患病部位并进行彻底清除和销毁，以有效防止病

害扩散蔓延。同时，还需选择抗病品种进行科学合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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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以提高枣树的整体抗病能力。采用生物防治方法，

比如喷施生物杀菌剂或者利用益生菌增强植物免疫力，

从而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进而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

健康[1]。为有效防治枣树病虫害，应采取综合措施，将物

理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物理防治包括在果实采收后

及时清理和销毁患病果实，以避免有害虫孳生。而化学

防治则需要选择效果显著且安全性高的杀虫剂，如有机

磷、拟除虫菊酯类等，并按照作物生长发育期和虫口密

度精准喷药，以达到最佳治理效果。

3.2  物理防治措施
物理防治主要通过利用各种各样的物理手段来遏制

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与传播，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病虫

害的危害，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造成的不

良影响，是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

较于化学防治方法，物理防治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从

而避免了农药对土壤、水源及整个生态系统所产生污染

的风险，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符合现代社会对于

健康食品不断增长的需求。物理防治的方法多种多样，

适用于不同类型与类别病虫害防治需求。其中，相对常

见且广泛应用的一些物理防治方法包括机械捕捉、物理

隔离、热处理、冷藏贮藏、诱集烧杀等。

3.3  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的其中一个重要核心是通过引入天敌来进

行。所谓天敌，就是能够主动寻找、侵入并在害虫体内

繁殖，或者寄生于害虫体表，最终导致害虫死亡的各

种有益生物。在枣树栽培过程中，经常见到的一些有效

天敌包括瓢虫和以蚜虫为食的天敌昆虫等。通过有针对

性地引入特定天敌，可以非常有效地控制蚜虫等害虫数

量，从而降低它们对枣树造成的危害程度[2]。这不仅减少

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还能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并保证

农产品在安全方面及质量上的优良表现。此外，还有一

种名为微生物制剂的方法，制剂由一些具有特殊功能微

生物或其代谢产物所制成，因具有很强针对性，在农业

中广泛应用。在枣树成长过程中，病原微生物如真菌和

细菌等常由于侵染而导致疾病发生，严重影响了枣树正

常健康发育及产量。通过引进一些具有拮抗作用、有益

效果显著的微生物，如存在于枣树根际能够固氮的一些

细菌、生物硫代脲等，可以有效抑制病原微生物繁殖，

从而达到控制病害效果，同时大幅减少化学农药对环境

污染的问题。

3.4  化学防治措施
化学防治主要是通过喷洒各种类型的农药来控制和

杀灭枣树上的害虫和病菌，从而确保枣果能够健康生

长，并且保持产量的稳定。在实施化学防治措施的过程

中，需要综合考虑多种不同因素，如农药品种的选择、

使用方法的科学性、施药时间点以及具体施药量等，以

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防治作用，同时避免对环境和生态系

统产生负面影响。针对不同类型的病虫害，农业专家会

根据其传播方式、危害程度及季节变化等众多因素，精

心挑选最适合的农药品种。例如，对于常见于枣树上的

病害如枣轮纹病和灰霉病等，可能会选用具有特定防治

效果并且安全性高的农药进行处理，以确保有效控制和

预防疾病[3]。在施药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农药浓度调

配是否合理，以及喷洒设备选择与操作技巧是否得当，

细节都有助于保证农药能均匀覆盖在枣树叶片和果实表

面，提高整个过程中的覆盖率与彻底性。同时，要合理

安排施药时间节点，一般应在病虫害孳生期前后进行，

以达到最佳防治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枣树的种植过程中，病虫害的防治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通过深入了解枣树病虫害的主

要种类，掌握其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我们可以有针对

性地采取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物理防治等多种手段，

实现对病虫害的有效控制。同时，加强枣树的栽培管

理，提高枣树的抗病抗虫能力，也是防治病虫害的重要

手段。枣树病虫害的防治将会更加科学、高效，为枣农

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枣树的健康

生长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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