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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古区旱砂田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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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生产调研与试验， 总结了红古区旱砂田核桃主要病虫害的危害及其防治要点。 其中病害包括核
桃根癌病、 核桃腐烂病、 核桃烂皮病及一种疑似病毒病， 虫害包括桑白介、 山楂叶螨、 山核桃刻蚜等 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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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田是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传统的保护
性旱地耕作方法， 具有蓄水保墒、 增温、 压碱和
保持地力等生态效应。 长久以来， 砂田以栽培瓜
类为主， 甘肃兰州、 靖远等地的砂田西瓜曾是驰
名中外的上品， 深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 近年
来， 我们在兰州市红古区成功探索出核桃旱砂地
栽培模式， 实践证明， 旱砂地栽培核桃具越冬
好、 品质优等特点［1�］。 与我国北方其他核桃产区
相比， 由于旱砂田独特的微生态或小气候的影
响， 红古区旱砂田核桃病虫害的种群结构有所不
同， 发生程度目前相对较轻。 但从长远看， 为持
续提高砂田核桃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安全性， 砂田
核桃病虫防治仍然是必须重视的重大技术问题之
一。 我们经过近几年生产调研与试验， 初步摸清
了红古区旱砂田核桃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技术， 现
报道如下。
1���主要病害
1.1 核桃根癌病
1.1.1����症状 核桃根癌病（Agrobacterium tumefa－
ciens）主要表现在根茎部， 也见于根系和枝干。 发
病初期出现淡黄色的小瘤， 表面光滑， 柔软， 后
渐增大， 呈不规则状、 灰色、 粗糙的瘤状物， 病
瘤内部逐渐腐烂［1�］。
1.1.2����防治要点 一是加强检疫， 避免从病区调
运苗木， 发现病苗应及时销毁。 二是加强栽培管
理。 苗木栽植前保持一定的水分， 尤其是根部。
定植和管理中尽可能避免造成伤口。 三是发现病

瘤及时切除焚毁。 埋在地下病部的病瘤要先移去
土壤， 让病瘤完全暴露后再彻底清除， 切除病瘤
后应保持切口干燥， 当年不埋土。 切除伤口时刀
具用 75%酒精或开水消毒。
1.2 核桃腐烂病
1.2.1����症状 核桃腐烂病（Erwinia nigrifluens）主要
侵染主干或大枝， 小枝或嫩枝一般不发病。 初期
病部散生黑褐色水渍状斑块， 互相联合后形成不
规则、 大小不一， 深棕色的坏色腐烂区域， 腐烂
部位有黑棕色至黑色的液体流出。 病菌从皮下开
始侵入， 腐烂延伸到皮下 1/3 或 1/4 处， 偶尔延伸
至木质部［2�-�4�］。
1.2.2���防治要点 发现病斑， 将腐烂部位用刀切
开， 病部流出黑色液体后病斑不再扩展。 目前暂
不推荐其他防治方法。
1.3 核桃烂皮病
13.1����症状 核桃烂皮病（Cytospora juglandis）在
不同树龄、 不同发病部位表现不同。 幼树枝条受
害呈现枯梢， 有 2 种情形， 一是整枝条受害， 皮
层充水， 易于剥离， 皮下密布黑色针头状小点；
二是从剪口开始发生， 病斑逐渐向下蔓延， 导致
整枝枯死。 幼树主干或成年树大枝受害， 初为暗
灰色水渍状梭形病斑， 微隆起， 用手按压可流出
泡沫状液体， 有酒糟味， 后病部变褐、 下陷， 皮
下出现散生小黑点； 当病部环绕干周时， 大枝或
幼树全株枯死。 大树主干受害， 由于韧皮部厚，
初期不表现明显症状， 出现症状时皮下病部已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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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20～30�cm 以上， 并流有粘稠状黑水， 后期沿
树皮裂缝流出黑水， 干后发亮。 皮下腐烂严重时
树干纵裂并流出黑水［1，5�］。
1.3.2����防治要点 一是加强管理， 培养强壮树势。
有条件时提倡冬灌， 以预防“抽条” 和早春生理
干旱。 结实期多施有机肥， 以增强树势， 提高抗
病力。 二是早春、 晚秋树干刷白， 尤其新定植幼
树要实施包扎、 刷白等越冬防寒措施。 三是涂药
保护。 选用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50～100
倍液， 或 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50～100 倍液，
或 50%福镁双可湿性粉剂 50～100 倍液等， 于早
春、 晚秋对幼树刷药保护。 嫁接或修剪后， 嫁接
口和剪口要及时涂药保护， 一般选用 50%甲基托
布津可湿性粉剂 200～300 倍液， 或 65%代森锌可
湿性粉剂 200～300 倍液， 或 50%福镁双可湿性粉
剂 200～300 倍液涂抹嫁接口； 用 50%甲基托布津
可湿性粉剂 100～500 倍液， 或 65%代森锌可湿性
粉剂 100～500 倍液， 或 50%福镁双可湿性粉剂
100～500 倍液涂抹剪口。 四是去除老皮， 刮除病
斑。 去除老皮以微露新皮为度， 已烂透皮层的病
斑应彻底刮除。 刮除方法为自病斑外缘 1～2�cm
处切开， 使之呈梭形， 切口应呈立椴， 以露出健
康组织为准， 刮除后立即涂刷 50%甲基托布津可
湿性粉剂 50～100 倍液， 或 65%代森锌可湿性粉
剂 50～100 倍液， 或 50%福镁双可湿性粉剂 50～
100倍液， 并用混合药液的黄胶泥液保护伤口。 刮
除病斑以早春为好， 去除老皮可在整个生长季进
行。
1.4 疑似病毒病
1.4.1����症状 主要发生于新建园幼树。 幼树顶端
叶片变小、 卷曲、 畸形， 基部叶片基本正常； 枝
条节间缩短， 变细， 小枝呈丛生状［1�］。
1.4.2���防治要点 疑似病毒病（病原待定）， 传播途
径和侵入方式未知， 推测引种带入。 引种时应仔
细检查， 剔除不正常的苗木或接穗。
2���主要虫害
2.1 桑白蚧
2.1.1����为害症状 桑白蚧［Pseudaulacaspis pentag－
ona（Targioni�Tozzetti）］又名桑盾蚧、 桃介壳虫， 属
同翅目， 盾蚧科［6�-�7�］。 以雌成虫和若虫群集固着
在枝干上吸食养分， 严重时， 灰白色的介壳密集
重叠， 形成枝条表面凹凸不平， 树势衰弱， 枯枝

增多， 甚至全株死亡。
2.1.2����防治要点 休眠期（落叶后至萌芽前）用硬
毛刷或细钢丝刷刷掉树枝上的介壳虫， 并结合修
剪剪除虫枝。 春季发芽前， 全树喷布波美 3�°石硫
合剂， 或 3%～5%柴油乳剂。 5 月中下旬为若虫
期， 在若虫移动期采用 40%速扑杀乳油 1�000 倍液
+93 号汽油， 或 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2�000 倍液
喷雾， 可有效控制桑白蚧蔓延为害。
2.2 山楂叶螨
2.2.1���为害症状 山楂叶螨［Tetranychus�viennensis
（Zacher）］ 隶属蜱螨目， 叶螨科［1�］。 以成、 若、 幼
螨刺吸芽、 叶、 果的汁液， 消弱树势， 不利树体
生长， 从而导致减产。 高温干旱条件下发生危害
相对严重。
2.2.2����防治要点 越冬卵孵化前刮树皮并集中烧
毁， 刮皮后树干涂白。 山楂叶螨天敌种类很多，
据调查， 红古地区主要有中华草蛉、 食螨瓢虫和
捕食螨类等多种， 保护和增加天敌数量可增强其
对山楂叶螨种群的控制效果。 盛发期选用 40%三
氯杀螨醇乳油 1�000～1�500 倍液， 或 20%螨死净
可湿性粉剂 2�000 倍液， 或 15%哒螨灵乳油 2�000
倍液， 或 1.8%齐螨素乳油 6�000～8�000 倍液喷雾
防治， 间隔 6～7�d 喷 1 次， 连喷 2～3次。
2.3 山核桃刻蚜
2.3.1����为害症状 山核桃刻蚜（Kurisakia sinocaryae
Zhang） 属同翅目， 蚜科［1， 8�］。 主要危害核桃叶片、
嫩芽。 严重时雄花和嫩芽枯死， 雌花不能开放，
树势衰弱， 影响当年和翌年产量。
2.3.2����防治要点 一是药剂涂干。 3 月中下旬核桃
发芽时， 用刀在树干基部刮 2 个上下错开的半圆
形， 涂 40%氧化乐果乳剂 5 倍液， 或 50%久效磷
乳剂 5 倍液， 借助高浓度药剂的内吸作用杀蚜。
二是发生前期喷雾控制。 3 月下旬至 4 月初， 选用
40%乐果乳剂 1� 500 倍液， 或 50%久效磷乳剂
2�000 倍液， 或 50%辛硫磷乳剂 1�000 倍液， 或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3�000～4�000 倍液树体喷
雾。 三是保护天敌。 山核桃刻蚜的天敌有蚜茧蜂、
食蚜蝇、 异色瓢虫、 草蛉等， 应加以保护和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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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是天水市主要的秋播蔬菜品种， 年播种
面积在 0.3 万 hm2， 以生产蒜薹和蒜头为主［1�-�5�］。
大蒜生产上普遍采用覆膜技术， 播种期为 8 月下
旬至 9 月下旬， 蒜头收获期一般为翌年 5 月下旬
至 6 月中旬， 从蒜头收获后到下茬播种有 3 个月
左右的休闲期。 象牙白萝卜是一种早熟、 耐高温
的鲜食优质萝卜品种。 为了提高大蒜综合生产能
力， 改善蒜田生态条件， 提高种植效益， 充分利
用农业气象资源， 我们开展了蒜后复种象牙白萝
卜试验， 蒜头产量 26�250�kg/hm2， 蒜薹产量 6�000�
kg/ hm2， 萝卜产量 52� 500� kg/ hm2， 总产值可达
98�250 元 /hm2， 效益显著。 现将总结出的秋播大
蒜复种象牙白萝卜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茬口安排

秋播大蒜 9 月上中旬播种， 翌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采收； 象牙白萝卜 6 月中、 下旬播种， 8 月
下旬至 9 月上旬采收。

2���品种选择
大蒜品种选择薹蒜兼用品种金蒜 3 号、 上海红

蒜等， 或薹用品种成县大蒜、 天水大蒜、 天水白蒜
等［2�］； 象牙白萝卜选用品种世农 301、 韩白玉等。
3���种植密度

薹蒜兼用大蒜种植株行距为 12.0� cm×22.5�
cm， 即种植密度 37.05 万株 /hm2； 薹用大蒜株行距
为 12.0� cm×22.5� cm， 即种植密度 63.45 万株 /�
hm2。 象牙白萝卜种植株行距为 30�cm×50�cm， 即
种植密度 66�000 株 /�hm2。
4���栽培管理
4.1 精细整地， 起垄做畦

大蒜收获后， 深翻 20～25�cm， 清理杂草和残
留的地膜， 结合整地施入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15-15-15）750�kg/hm2。 按垄高 15～20�cm、 垄面
宽 40～50�cm、 垄距 1�m 做成小畦， 覆盖幅宽 75�
cm 的白色地膜。

摘要： 从品种选择、 播种时期、 种植密度、 栽培管理等方面总结了秋播大蒜复种“象牙白” 萝卜栽培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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