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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树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治技术探讨

王 媛 冯 怡 李 元
沙坡头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宁夏 中卫 755550

摘� 要：苹果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水果，发展我国的苹果生产已成为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主要支

柱。目前，江苏省涟水县的苹果种植规模不断增大，苹果种植面积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大力发展苹果种植可以更好

的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满足农民的增产增收需求。但是，在苹果的生产经营中，许多农民仍然沿用着常规的种植方

式，忽视了对其栽培管理的重视，致使其病害发病率明显上升，从而对树木的存活与丰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而对

苹果产业的良性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果园害虫综合防控体系，是保证苹果产业健康发展，

提高果品质量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苹果树；病虫害；防治技术

前言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苹果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林果树

种。在苹果生产经营中，除了要合理地选用品种完备性

栽培技术方案外，还要对病虫害进行科学的防治，这是

由于病虫害的控制效果会对苹果的产量、质量产生很大

的影响，进而会对果农的经济效益产生很大的影响。目

前，我国农民主要以农药为主、物理防治为辅的综合防

控方式，但因农药使用不当，导致苹果中有一定的农药

残留，严重影响了苹果产业绿色发展。新时代下，我国

果树生产结构调整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提高果品

的产量与质量，减少因用药不当引起的药品残留。

1 苹果常见病虫害发生特点

1.1  苹果腐烂
1.1.1  侵染规律
苹果腐烂病为周期性感染性疾病，发病机制与病原

菌、植株生长环境、气候条件及栽培技术等密切相关。

引起病害的主要途径有：风雨、昆虫和人为等。结果表

明，该病菌能在果实中长期生存，并在适当的环境下发

生侵染。结果表明，侵染期以春、秋两季为高峰期，春

季侵染主要发生在果树萌芽至开花期，秋季侵染主要发

生在果实成熟至落叶期。

1.1.2  发病症状
苹果腐烂病有三种类型：溃疡型、枯枝型和表层腐

烂型。这种病多发生在春天早期，危害苹果的树干和粗

壮的树枝。此时，在树身和树枝上会出现暗褐色或灰褐

色的斑点，圆形或椭圆形。当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病斑上会有黑色的小圆点，最后使染病的枝条变干而死

去。对于枯落物类型，对2~5年生嫩枝、果梗及干枝等部
位的危害较大。发病初期，发病部位不明显，但病情加

重时，发病范围可扩大至整条树枝，造成整条树枝死亡。

当湿度较大时，病斑还会分泌出枯黄色的胶状孢子角。

1.2  苹果轮纹病
1.2.1  侵染规律
苹果轮纹病是一种以半知菌为特征的非有性生殖型

病害，是一种以子囊菌为主的病害。这种病菌可以在苹

果树的树枝，树叶和果实的病变组织中存活下来，并以

菌丝或分生孢子的形式存活下来。当次年春天温度上升

到15°C或更高时，再加上累计降雨10 mm，病菌在发病
处就会产生分生孢子，引起病菌的第一轮侵染。其侵染

途径为：病菌侵染寄主植物后，经树干上的小孔或直接

进入水果内侵染寄主。该病害在果实发育至成熟期均有

发生，尤以幼果期最为普遍。当水果进入成熟期或贮藏

期，发病时间约为20~150天。枝梢一般在八月中开始发
病，而叶子从五月开始发病，到七、九月发病最多。病

菌在枝条上的侵染部位能生存4至5年。苹果轮纹病害的
发生与发展与气候、林木生长状况、栽培管理措施以及

栽培措施等有关。在20℃以上，湿度大于75%，降雨时间
长达10毫米以上，均有利于发病。另外，不良的果树
栽培和弱的林木也会增加植物对该病的抵抗力。这样，

在一定的环境下，细菌就会继续感染，造成疾病的反复

发作[1]。

1.2.2  发病症状
病损枝条上有约30-40毫米的棕色斑点，以气孔器为

中心。这种斑片质地坚硬，色泽暗沉，中央部位突出，

呈瘤状，而边沿则向内凹，与正常树木构成显著的环状

沟痕。在发病后的第2年，发病中心就有许多细小的黑色
颗粒（也就是真菌的分生孢子器），引起病损的组织失

水、萎缩，在病损与正常病损的交界处产生裂纹，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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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翻卷或掉落。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例中，多个病害

会合并到一块，使表皮变得非常粗糙和不平整，这就是

所谓的粗皮症。在破损的水果上，也会出现棕色的、圆

形的、类似于水滴状的斑点，然后慢慢蔓延开来，变成

一圈一圈的棕色条纹，并有棕色的液体从里面流出来。

1.3  苹果炭疽病
1.3.1  侵染规律
苹果炭疽病是一种真菌感染所致，主要危害苹果树

的果实，叶片和花朵。病原是由发病果实、残余物及枝

条上的孢子进行传染。在潮湿的环境中，它们会被风，

雨水和昆虫传染给其它的苹果。在高温湿润的条件下，

病菌在叶片、果实、花朵或发病器官等处萌发，形成管

状的结构，进而侵入宿主体内[2]。

1.3.2  发病症状
当果实受害后，在果实表面会形成黑色或暗棕色的

圆形或不规则的斑点，这些斑点可以发生在表皮或者是

刺入到肉里，而且这些斑点的边界很清楚，与正常的

细胞形成鲜明的对照。潮湿时，发病部位会出现一种带

有孢子的棕红色孢子，这种孢子能够继续扩散疾病。叶

片受害后，会在叶片上形成黑色或暗棕色的圆形或不规

则的斑点，严重时会造成叶片发黄、枯萎或脱落，从而

严重地损害植株的生长和正常植株的生长。当植物受害

时，植株上会产生暗棕色或暗棕色的斑点，这些斑点会

使植株枯萎，并延缓其生长。

1.4  桃小食心虫
1.4.1  为害规律
桃小食心虫体为灰白色，体长10~12毫米；前翅具灰

黑斑点，后翅为灰白。幼虫体长12~15毫米，头部和胸部
为红褐色，腹部为黄绿色，有较大的个体差异。蛹的体

长10毫米左右，开始时是黄绿的，后来变成褐色。江苏
地区的桃小食心虫危害严重，一年发生1~2代。以老熟
幼虫在树干，树枝，树叶和果实上进行越冬，在春天，

大量的冬期幼虫在新生的叶子上活动，造成叶子上有许

多圆状或不规则的半透明小点。当其发育成熟时，受感

染的树叶会逐渐发黄、干枯，直至掉落。当其发育成熟

时，可迁移至果实，造成果皮凹陷变形，严重降低了其

质量与产量[3]。

1.4.2  为害症状
食心虫一般从果实的中部或果梗基部侵入，侵入的

部分往往能找到一种透明的、像水珠一样的胶质。随着

果子的生长，破损的地方会自动合拢，只会在上面形

成一个小小的黑色斑点，然后再往上，就会出现一些凹

凸不平的痕迹，这种畸形的果子，通常被称为“猴头

果”。幼虫在果内四处穿行，甚至会钻到果核中心进行

侵食，严重损害了果实的内部结构，使得果肉变得坚硬

并影响口感，导致果实不再适宜食用。当果实接近成熟

时遭受损害，外形可能保持不变，但内部却充斥着大量

虫粪，这些粪便呈棕褐色，因其相似度高，被俗称为

“豆沙馅”。成熟后的食心虫会啃噬其表皮，造成2~3毫
米的圆孔，使其易于掉落[4]。

1.5  小卷叶蛾
1.5.1  为害规律
小卷叶蛾是昆虫纲的一种，也叫苹果蛾。小卷叶蛾

体长6~7毫米，翅展为13~15毫米，体色为青灰色。幼虫
8至11毫米，为污白，头及前胸背部为深褐色。早期的时
候，它们会啃食新生的叶子和嫩芽，但在生长过程中，

它们会把叶子卷起来或者堆叠起来，粘附在表面，啃食

脉络，造成网络损伤和空洞。虫害也会侵袭紧靠的水果

表面，形成凹凸不平的斑痕。被损坏的部位在湿润的天

气里很容易腐败和掉落。江苏一年可繁殖2-3个世代，2-3
龄的幼体在树顶的叶子上结成大的茧子，整个冬季都呆

在里面。当春天，当树开始萌芽的时候，这些幼虫就会

从里面爬出来，不断地伤害新生的叶子，特别喜欢顶部

的花蕾。六月初，幼虫发育完全，在叶片中结成茧，当

月中旬至月末开始孵化。成年昆虫一般在日间潜伏于树

叶背后，晚上才会受到光线的引诱。小卷叶娥的卵单生

于被茸毛的叶片背面。七月为一代幼虫害害的高峰，第

二代幼虫在十月以后才开始过冬。

1.5.2  为害症状
幼虫会吐丝把2-3片叶子串在一块，以此为食，把叶

子撕咬成蜂窝状，有时还会把叶子咬坏，从而影响植物

的正常生长。若以果为食，果实表面会产生大小不一的

凹坑，特别是当果实和叶子紧贴在一起时，更是如此。

受害的果实不仅外形变得难看，而且质量下降，甚至引

起落果。一旦受害，就会造成芽死亡或发育停滞，花朵

被啃噬成缺刻，且有丝缠绕，冬期虫将新芽或花苞啃噬

而形成空洞[5]。

2 防治技术

2.1  农业防治
2.1.1  科学规划建造果园
果园要选在山坡的斜坡，反温地带，海拔800-1300

米，土壤是壤土或沙壤土，土壤松软，通风良好，土壤

厚度超过80厘米，地下水低于1米，有足够的灌溉能力，
并且不靠近工矿厂。该地区不宜连作，若要连作，则应

以粮食作物为主，实行2-3年的轮作。为便于园区的经
营与交通，对其进行合理的路网布局，包括主干道、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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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道路。公路布置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地貌条件，最大

限度的降低对土壤侵蚀及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为减少风

速，减缓气候变化对果园的冲击，必须在果园内建立规

范高效的防护林系统。防护林的配置应包括主林带和辅

林带，并与公路、水利等配套。主要树种应该与主要风

力呈九十度角，次要树种应该与主要风速垂直。在此基

础上，主要小林带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格局，其最好的

分布范围是10hm2左右，主要林带间距在100-150米。与此
同时，利用专门的深松耕种机器，在各个方向上进行横

向犁田，犁深50厘米，将杂草、树根、石头等杂物完全
清除。然后，用旋转机械粉碎泥土，为果园提供适宜的

土壤条件。通过采用阶梯法，将斜坡上的苹果园进行阶

梯化，以适应斜坡地形。对20度以下的坡地，可将其平
整成大面积坡地，而对20~25度以下的坡地，可采用分段
梯田法，将其转变为水平阶梯型苹果园[6]。

2.1.2  合理定植苗木
结合市场需要，结合本地的气象情况，选出2-3个合

适的果树品种，使果树的品种构成更加多样化。育苗时

按行距4米，株距2.5米，选用无病虫害，根系发达，长势
良好的幼苗。苗高大于1.2米，基径大于1厘米。在春天
的时候，应在土壤解冻后到出苗之前进行，以防止因降

雨过多造成的土壤水分超标，从而降低幼苗的存活率。

先将苗木栽植，栽植穴宽，穴深80厘米，穴深80厘米。
将幼苗置于坑内，调节树冠方位，将幼苗扶正，然后回

土，并浇水，让泥土和幼苗的根部保持紧密的结合。在

种植之前，要充分施用有机肥，每株施肥20kg。在生育
期内，应视果树的长势，进行适当的追氮补磷，注意氮

磷钾平衡。为保证果园正常的正常生产，应采取有效的

水肥管理措施。灌水应以少数多次为宜，防止因过多浇

水而引起果树水分过高而引起病虫害[7]。

2.2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目前主要采用的是杀虫灯、粘虫板等。针

对苹果园大小及害虫的不同，选用适合的杀虫灯，例

如：风吸式、光诱型等。为了保证照明系统的运行，灭

虫灯的位置应该是在距离地板1.5米的地方。为达到控制

目的，可在邻近的果树上联合应用杀虫灯，以达到控制

目的。同时，利用本地虫害发生的时机，对灭虫灯光进

行调节。通常推荐在晚上开放，早上关闭。用灭虫灯捕

捉到的昆虫将被收集到收集箱内，需要经常进行清除，

才能保证它们的效力。在苹果病虫害的控制中，使用杀

虫灯要选用适合的粘虫板，主要有黄板纸、蓝板等。在

果树上吊挂一张黄板，黄板每667平方米30~50株，黄板
距地1.5米为好。每个星期要对胶盘上的虫害进行监测，
如有虫害发生，应立即更换新的胶盘[8]。

结束语：总之，在苹果的栽培管理中，需要农民细

心呵护打持久战，不能放任不管，农民为苹果的健康成

长创造有利的生长环境，从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防止

害虫对苹果的生长发育产生重大的伤害。在实践中，要

把化学防治、物理控制和生物控制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

来，对用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限制和规范，防止由于用

药不当而产生的药品残留，保证苹果的商业价值，从而

提高果农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杨雪梅. 苹果树的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思路探究
[J]. 棉花科学, 2024, 46 (02): 73-75.

[2]陈敬华. 苹果病虫害发生特点及其防治 [J]. 安徽农
学通报, 2024, 30 (06): 77-80. 

[3]郑永全,马永胜,刘双安,等. 病虫害绿色防控药剂对
免套袋苹果栽培效果的影响 [J]. 陕西农业科学, 2024, 70 
(03): 90-96.

[4]张利. 苹果栽培管理中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应用 [J]. 
农村实用技术, 2024, (03): 75-76.

[5]何艳维. 免袋苹果病虫害防治原则及策略 [J]. 果农
之友, 2024, (03): 65-67.

[6]张晓霞. 苹果树栽培及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分析
[J]. 河北农机, 2024, (03): 142-144. 

[7]张会芳. 苹果树病虫害智能化系统设计 [J]. 农业工
程技术, 2024, 44 (02): 27-28. 

[8]江心敏. 苹果主要病虫害全程生物农药防控效果
[J]. 工业微生物, 2023, 53 (05): 128-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