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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2016 年对天水城市园林植物真菌病害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 危害天水市园林植物的真
菌病害有 12 类 39 种， 其中发生较严重的病害有月季白粉病、 大叶黄杨白粉病、 海棠锈病、 月季黑斑病、 合欢
枯萎病、 大叶黄杨炭疽病、 金叶女贞褐斑病、 侧柏叶枯病、 樱花褐斑穿孔病， 并对上述病害的症状、 病原作了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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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天水城市框架的不断延伸， 城
市绿化面积也在逐年增加， 高标准、 高质量的园
林绿地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既美化了环境，
又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 随着绿
地面积和园林植物品种的大幅度增加， 以及园林

植物种植结构的大范围调整， 病害日趋加重， 导
致一些园林植物大量枯死， 已成为巩固绿化成果
的重要瓶颈［1�］。 我们对天水城市园林植物真菌
病害进行了初步调查和鉴定， 以便为了解该区内
主要病害的发生特点， 以及病害防治提供参考。

!!!!!!!!!!!!!!!!!!!!!!!!!!!!!!!!!!!!!!!!!!!!!!!!!!!!!
与培养条件进行探索， 获得了最佳人工栽培培养
基与培养条件： 培养基为大米 80%+ 蚕蛹粉 20%，
培养基料水比 1∶1.5， 子实体培养温度为 21�℃，
散射光照度为 500�Lx。 北冬虫夏草的种类多、 分
布广， 不同地域不同品种培养条件存在差异［13�-�15�］。
本研究结果可供其他北冬虫夏草人工栽培参考，
也可为北虫草产业化开发和工业化生产提供一定
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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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名称 寄主植物 危害部位
白粉病 月季、 大叶黄杨、 黄栌、 芍药、 牡丹、 白三叶 叶片、 嫩梢
锈病 贴梗海棠、 西府海棠、 草坪 叶片、 枝

褐斑病 大叶黄杨、 金叶女贞、 玉兰、 木槿 叶片
黑斑病 月季、 黄刺玫 叶片
炭疽病 大叶黄杨、 牡丹、 芍药、 红瑞木 叶片
煤污病 紫薇、 小叶黄杨、 金叶女贞、 小叶女贞 叶片

褐斑穿孔病 樱花、 碧桃、 红叶李、 榆叶梅 叶片
流胶病 碧桃、 榆叶梅、 栾树 枝干
枯萎病 合欢、 金叶女贞 叶片、 枝干
落针病 油松、 落叶松 针叶
叶枯病 侧柏、 云杉、 银杏 叶片、 枝
腐烂病 杨树、 国槐 树干

1���调查地点和方法
1.1 调查地点

调查地点设在伏羲广场、 火车站广场、 马跑
泉公园、 玉泉观公园、 羲皇大道东路绿化带及行
道树、 天河南路绿化带及行道树、 麦积体育场馆
周边。
1.2 调查方法

采用边走边观察、 边记录的线路调查法［2�］。
记录病害发生时间、 症状特点、 危害部位。 同时
采集病害标本带回实验室进行病原鉴定。 对于病
征明显的病害直接进行制片镜检； 对于病征不明
显的病害， 先进行保湿培养或用组织分离法得到
病原菌后再进行镜检。 根据症状特点及镜检结果，
参考有关文献资料进行病害种类及病原鉴定［3�-�6�］。
2���结果与分析
2.1 病害种类及危害部位

天水地区发病的寄主植物主要有月季、 大叶
黄杨、 金叶女贞等 30 种园林植物， 病害种类有白
粉病、 锈病、 褐斑病、 黑斑病、 炭疽病、 煤污病、
褐斑穿孔病、 流胶病、 枯萎病、 落针病、 叶枯病、
腐烂病等 12类（见表1）。 这些病害多发生在叶片
上， 少数发生在嫩梢和枝干上。
2.2 主要病害症状及病原

在鉴定出的 39 种真菌病害中， 以下病害发生
普遍， 危害较重， 其症状、 病原特点如下。
2.2.1����月季白粉病 主要危害叶片、 嫩梢和花器。
症状： 嫩叶感病初期叶片皱缩、 反卷、 变厚， 有
时颜色变为紫红色； 生长期叶片感病， 叶面出现
褪绿黄斑， 后逐渐扩大并着生一层白色粉状物，
严重时全叶披上白粉层； 叶柄及嫩梢染病时， 被
害部位稍膨大， 向反面弯曲； 花蕾染病时， 表面
被覆白粉， 花姿畸形， 开花不正常或不能开花。

病原 ： 蔷薇单囊壳菌［Sphaerotheca pannosa
（Wallr.）Lev.］， 属子囊菌亚门、 单丝壳属， 分生孢
子梗短， 直立， 顶端着生分生孢子； 分生孢子单
孢， 无色， 椭圆形， 5～10 个串生。
2.2.2����大叶黄杨白粉病 主要危害叶片和嫩梢。
症状： 发病时， 先在嫩叶表面产生白粉小圆斑，
后逐渐扩大连成不规则的大圆斑， 病斑上可见明
显的白色粉层， 老病斑上的白粉层可由白色变成
灰白色， 严重时， 整个叶片布满白粉， 叶片皱缩
卷曲， 新梢扭曲变形， 直至枯死。

病原： 正木粉孢菌（Oidium euonymi-japonicae
（Arc.）Sacc）， 属半知菌亚门、 粉孢霉属， 分生孢
子梗棍棒状， 基部弯曲， 分生孢子单生， 长椭圆
形， 近筒状。
2.2.3����海棠锈病 此病寄主是贴梗海棠、 西府海
棠等， 转主寄主有龙柏、 侧柏、 桧柏等。 症状：
海棠等寄主的叶片、 叶柄、 嫩枝均可受害， 发病
初期， 叶片正面出现黄绿色小斑点， 以后扩大成
黄色圆形斑， 边缘有黄绿色晕圈， 其后病斑上产
生针头大小的黑色小颗粒， 即性孢子器， 叶背相
应处则逐渐增厚并产生黄白色毛状物， 即锈孢子
器； 桧柏等受害， 针叶和小枝上形成大小不等的
黄褐色角状突起， 即冬孢子角， 吸水膨胀后形成
橙黄色胶状物。

病原： 梨胶锈菌（Gymnsporangium haraeanum
Syd.）， 属担子菌亚门、 胶锈菌属， 性孢子器扁球
形， 生于叶片上表皮下， 性孢子纺锤形； 锈孢子
器毛发状， 多生于叶背的病斑上， 锈孢子球形至
椭圆形； 冬孢子椭圆形或纺锤形， 双胞， 黄褐色，
有长柄； 担孢子卵形， 无色， 单孢。
2.2.4����月季黑斑病 主要危害叶片。 症状： 发病
初期叶片出现褐色小点， 逐渐扩大为圆形或近圆

表 1 天水城市园林植物真菌病害种类及危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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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紫黑色病斑， 边缘呈不规则的放射状， 病斑
周围有黄色晕圈， 病斑上生有黑色小点， 即病菌
的分生孢子盘， 严重时病斑连接成片， 甚至整株
叶片全部脱落， 成为光杆。

病原： 蔷薇放线孢菌（Actinonema rosae（Lib.）
Fr.）， 属半知菌亚门、 放线孢属， 分生孢子梗极
短， 无色； 分生孢子近椭圆形， 无色， 双胞， 分
隔处略缢缩， 两个细胞大小不等。
2.2.5����合欢枯萎病 症状： 发病时先从枝条出现
症状， 病枝上的叶片萎蔫、 下垂， 病叶有时仍为
绿色或发黄， 后期干枯脱落， 随后部分枝条开始
干枯， 逐步扩展到整株， 至死亡， 截开主干断面，
可见一整圈变色环， 树根部断面呈褐色或黑褐色。

病原： 尖孢镰刀菌（Fusarium oxysporwm f.sp.），
属半知菌亚门、 镰刀菌属， 病原能产生两种分生
孢子， 小的卵圆形， 单孢； 大的镰刀形， 具 3～5
个隔膜。
2.2.6����大叶黄杨炭疽病 主要危害叶片和嫩梢。
症状： 发病初期， 叶片表面出现水渍状黄褐色小
点， 病健交界不明显， 以后病斑扩大， 病斑圆形
或椭圆形， 病斑边缘有较狭的深褐色隆起， 中央
灰白色； 后期在灰白色处出现较粗大的小黑点，
排列成明显或不明显的同心轮纹， 潮湿条件下溢
出粉红色黏质物。

病原： 胶孢炭疽菌（Collectotrichum gloeospori－
oides Penz）， 属半知菌亚门、 炭疽菌属， 分生孢子
盘初埋生， 后突破表皮外露， 盘内产生大量分生
孢子； 分生孢子长椭圆形， 单胞， 无色。
2.2.7�����金叶女贞褐斑病 主要危害叶片。 症状：
发病初期， 叶片出现失绿水浸状小圆斑， 后变为
紫色或褐色， 以后逐渐扩大成圆形、 椭圆形或不
规则形病斑； 后期病斑中央呈浅黄色或灰白色，
微凸起， 边缘呈褐色， 病斑上有明显的轮纹， 叶
片背面病斑中央凹陷， 颜色较正面浅， 潮湿条件
下， 叶片背面生出许多小黑点。

病原： 素馨生棒孢（Corynespora jasminiicola
Meenu）， 属半知菌亚门、 棒孢属， 分生孢子棒形
或圆柱形， 直立或稍弯曲， 顶生或侧生。
2.2.8����侧柏叶枯病 主要危害当年生鳞叶和嫩枝。
症状： 受害鳞叶多由先端逐渐向下枯黄， 或是从
鳞叶中部、 茎部首先失绿， 然后向全叶发展， 由
黄变褐枯死； 在嫩枝上则呈段斑状变褐， 最后枯
死； 树冠内部和下部发生严重， 当年秋梢基本不
受害， 受害树冠似火烧状的凋枯， 病叶大批脱落，
枝条枯死， 呈火烧状。

病原： 侧柏绿胶杯菌（Chloroscypha platycladus
sp.nov.）， 属子囊菌亚门、 绿胶杯菌属， 子囊盘单
一或聚集在枯死鳞叶或嫩枝表面， 黑色漏斗状，
吸水后膨大呈盘状或杯状， 橄榄绿色； 子囊孢子
单胞， 椭圆形或球形。
2.2.9����樱花褐斑穿孔病 主要危害叶片。 症状：
发病初期叶片出现紫褐色小斑点， 后逐渐扩展为
圆形病斑； 病斑边缘清晰， 外围呈褐色， 中央灰
白色或褐色， 略带环纹； 后期病斑上出现灰褐色
霉状物， 即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病斑中部干
枯脱落， 形成穿孔， 病害严重时全叶布面穿孔，
引起落叶。

病原： 核果尾孢菌（Cercospora circumscissa
Sacc.）， 属半知菌亚门、 尾孢菌属， 分生孢子梗密
集成束； 分生孢子鞭状至倒棍棒状， 棕褐色， 直
立或微弯。
3���结论与讨论

对天水地区 30 种常见园林植物上的真菌病害
进行了调查和鉴定。 在鉴定出的 39 种病害中， 白
粉病 6 种， 褐斑病、 煤污病、 炭疽病、 褐斑穿孔
病各 4 种， 锈病、 流胶病、 叶枯病各 3 种， 黑斑
病、 枯萎病、 落针病、 腐烂病各 2 种。 其中， 月
季白粉病、 大叶黄杨白粉病、 海棠锈病、 月季黑
斑病、 合欢枯萎病、 大叶黄杨炭疽病、 金叶女贞
褐斑病、 侧柏叶枯病、 樱花褐斑穿孔病发生普遍，
危害较重。

本调查仅对天水市部分园林植物真菌病害进
行了调查和鉴定， 今后应加强对园林植物细菌、
病毒、 线虫病害的调查与监控， 以减少病原的传
播。 同时要开展无公害防治技术的研究， 为今后
天水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出现的病害防治提供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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