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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树流胶病的发生及综合防治技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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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桃树流胶病是一种严重危害桃树生长、果实品质和产量的真菌病害.流胶病的发生主要由生理性因素和病

虫害因素引起.本文对桃树流胶病的发病症状、发病原因、综合防治措施等进行了总结,以期做到对症施策,为桃

树流胶病的有效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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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树流胶病又叫疣皮病、瘤皮病、桃树脂病,是由葡萄座腔菌(Botryosphaeriadothidea)和落叶松葡

萄座腔菌(Botryosphaeriaobtusa)侵染所引起的真菌病害,在我国普遍发生,严重危害树体生长发育和果

实品质和产量[1].该病害主要危害桃树主干和主枝,引起桃树的皮孔或伤口处分泌出透明柔软胶状物,导

致植株生长羸弱,发病严重的桃树植株枯死,甚至蔓延整个桃园[2].流胶病的发生主要是由生理性因素和

病虫害因素引起的.因此,要高效防治该病,就必须综合考虑桃树的生长环境、肥药施用等影响,对症施

策,采用包括农事操作、药剂防治病虫害等综合防治技术才能取得明显的防治效果.本文对桃树流胶病的

发病症状、发病原因、防治措施等进行了总结,旨在为桃树流胶病的有效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1 桃树流胶病危害症状

桃树流胶病是一种综合性病害,根据病因可分为侵染性流胶病和非侵染性流胶病,症状表现各不

相同[3].

1.1 侵染性流胶病

侵染性流胶病多发生在幼龄树的主干;结果树的主干、主枝、侧枝均可发病,果实及果核内也可发病.
当年生枝条发病会生成1~4mm大小的瘤状凸,随着瘤状凸的膨大开裂,流出半透明、柔软的树胶,长时

间的自然环境让树胶变褐、变硬;发病后期病部凹陷、干裂成不同形状的病斑,病斑着生黑色小粒[4].多年

生枝干受害时出现1~2cm大小的水泡状突起,病部渗出褐色流胶,胶量在生长期增大,枝干受此危害可

致溃疡、枯死;果实变褐、腐烂,密生小黑粒,在高湿环境中流出白色胶状物.

1.2 非侵染性流胶病

非侵染性流胶病的发病部位主要在主、侧枝干上,发病严重时也危害小枝.发病初期,发病部位肿胀,

伴随半透明流胶渗出,流胶逐渐变褐、变硬,病部变褐坏死.发病后期,病部失水干枯,桃树生长衰弱,叶

黄细弱,果实小甚至无法食用,果核病部溢出黄色胶状物、发硬,严重时,整株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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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桃树流胶病发病原因及条件

2.1 发病原因

桃树流胶病是多种致病因子引起的综合性病害.桃树流胶病病部的形成层不再生成新的韧皮部和木质

部,横向增生成淀粉堆积内含物,内含物在一系列反应下融解为胶状物,伴随着横向堆积的不断发展,流

胶现象持续出现.
侵染性流胶病主要受多主葡萄壳菌等真菌侵染致病[5],其他真菌性病害发病时也会造成病部流胶.非

侵染性流胶病致病因子包括冻害、修剪过度、机械损伤等造成的树体伤口,是流胶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另

外,温湿度、土壤因素、施肥用药等管理措施也影响着流胶病的发生.一些桃树害虫,比如桃多毛小蠹虫、

天牛等咬食树体及果实,削弱树势,也会引发虫口流胶.
2.2 发病时间

温湿度对流胶病的发生有着较大的影响,决定着桃树流胶病的发生时间.高温高湿环境是桃树流胶病

发病的有利条件,尤其高温干旱之后的暴雨影响下,病部会流出大量流胶,流胶病加重发生.因而,受天气

影响,每年的3月至11月桃树流胶病皆可发生,5月至9月发病较重[6].当气温高于15℃才会发生流胶

病,且随着温度、湿度升高,会出现流胶病高峰期[7].
2.3 栽培条件对桃树流胶病的影响

2.3.1 桃树品种

在桃树实际生产中,不同类型的桃树对流胶病抗性差异明显[8].黄桃易发病,硬质桃和水蜜桃中等感

病,油桃最抗病,并且各类桃的不同品种感病性也各不相同.
2.3.2 土壤条件

土壤条件也影响着桃树流胶病的发生.桃园低洼不易排水、土壤通透性等不利桃树根部呼吸的土壤条

件,易发生流胶病.黏性及酸性土壤较砂质土壤、中性土壤易发病.
2.3.3 通风透光性

稀植桃园较密植桃园、通风透光效果好的桃园较郁闭桃园的树势强,流胶病发病植株少、发病程度轻.
2.3.4 不合理用肥

不合理施肥主要包括3种措施.一是桃园长期单一施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壤团粒结构差、土壤酸化板

结;二是地表施化肥,不利于根系向地下生长,桃树抵抗不利生长因素能力下降;三是桃树大量吸收化学

肥料中的氮素,致使桃树生长细胞壁变薄,流胶易溢出.此外,药害也会弱化树势引发流胶病.
2.4 病害循环

侵染性流胶病病原菌具有潜伏性,高温、高湿、大风等是病原菌的有利侵染条件.植株上的伤口、皮孔

等均为流胶病的侵染途径[9].侵染性流胶病病害的发生过程是当病原菌侵染植株后,等待适宜发病环境条

件后开始发病,随着温湿度条件的变化,病原菌以菌丝体等形式越冬,翌年在适宜条件下随着风雨再次侵

染植株.

3 桃树流胶病的农业防治措施

3.1 选地建园

根据桃树的较耐旱生活习性及流胶病发生的温湿度条件,应该选择地势高、土层深厚、灌排方便的地

块建立桃园.地势低洼及易积水的地块建立桃园,应采取高垄栽植桃树、畅通排水系统.冬闲时间做好排水

系统的维护,雨后更要及时排水,最低程度降低积水对桃树树势和生长的影响.遇旱要用小水细浇,切忌大

水漫灌.
3.2 加强土肥管理

桃树植株健壮是抗逆性的基础,土肥管理对植株健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做好桃树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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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期的树盘深耕,耕深25cm左右,同时做好深沟施肥.桃树栽植当年可在植株两侧1m左右处挖施肥

沟,沟长约80cm、宽20cm左右、深80cm左右,施入腐熟粪肥.第2年在桃树另外两侧挖同样的施肥沟,

667m2 约施入腐熟粪肥3000kg.结合腐熟粪肥的施入,667m2 施入过磷酸钙50kg,以增强桃树长势,增

强桃树抵抗流胶病的能力.严禁表施高氮化学肥料.

3.3 适当修剪,及时涂白

冬剪产生的枯枝要及时带出果园,集中处置.枝干涂白以预防冻害或灼伤.涂白可用涂白剂或20%的石灰乳

涂刷植株树干和粗大枝干.涂白剂可用石灰、硫磺粉、植物油、食盐、水调配,配比为10∶1∶0.2∶1∶40.及时喷

药封园,减少病虫害危害.每年2月初和3月初,各喷施一次5波美度石硫合剂和100倍液的波尔多液.

3.4 加强桃园通风透光管理

桃树生长旺盛及枝条过密时,要及时修剪,降低桃园郁闭度,以利通风透光.为减少修剪造成的伤口流

胶,生长期要轻剪,要及时摘心抹芽.主要的大修剪要放在冬季进行.修剪口要喷涂石硫合剂.开花结果期

要注意疏花疏果以提高果实品质和树体抗流胶病能力,树势强的桃树适当多留果,反之少留果.

3.5 推广物理方式和生物方式防治病虫害

可用杀虫灯诱杀桃蛀螟、金龟子等;悬挂黏虫板诱杀蚜虫、叶蝉等;使用昆虫性诱剂或配制糖醋液诱

杀桃潜叶蛾等害虫.注意保护桃园瓢虫、捕食螨等天敌;桃园种植苜蓿、三叶草等吸引天敌.这些绿色防控

措施均能起到很好的病虫害防治效果.

4 桃树流胶病的药剂防治措施

4.1 加强病虫害防治,预防流胶病的发生.
病虫害的防治,是预防桃树流胶病发生的有效措施.

4.1.1 越冬病原和害虫

休眠至萌芽前,喷施80%硫磺水分散粒剂(安全间隔期14d)500~1000倍液防治.

4.1.2 蚜虫类害虫

桃芽萌动期,采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安全间隔期14d)4000~5000倍液喷防;谢花后喷施50%
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安全间隔期14d)15000~20000倍液防治.

4.1.3 梨小食心虫

在成虫羽化盛期,喷施50%辛硫磷乳油(安全间隔期14d)1000~1500倍液防治.

4.1.4 褐腐病

发病初期,喷施24%腈苯唑悬浮剂(安全间隔期14d)2500~3200倍液防治.

4.1.5 细菌性穿孔病

发病初期,喷施40%噻唑锌悬浮剂(安全间隔期21d)600~1000倍液防治.

4.1.6 蛀干害虫

经常检查树体,发现天牛等新鲜为害痕迹,及时挖除扑杀,在蛀孔放入药液扑杀,蛀口用泥巴封死.

4.1.7 桃多毛小蠹虫

每年3月上旬用塑料薄膜包裹树干,每个主枝的包裹层内放1片磷化铝熏杀越冬幼虫.羽化盛期和成

虫产卵期 ,可用20% 氰戊菊酯乳油(安全间隔期14d)2000倍液防治 .

4.2 病部涂药

桃树萌芽前,结合桃园清理,可用木片刮除流胶病病斑后涂抹保护性药剂,重病部位7d后再用药1次.药后

12h遇雨要重新涂抹.常用保护性药剂有5波美度石硫合剂、甲基托布津油剂(70%甲基托布津∶植物油=

1∶20)、胶体保护剂.胶体保护剂由生石灰、石硫合剂、食盐、植物油混配而成,配比为10∶1∶2∶0.3.
当桃树生长期出现流胶现象,可用竹片或木片刮干净流胶后涂药.常用药剂有流胶灵和灭腐新等.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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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遇雨要重新涂抹.

4.3 用药注意事项

一是喷药要均匀、全面,对桃树枝干和树叶的正反面都要均匀喷药.二是注意农药安全间隔期.最后用

药时间距离果实采摘的间隔期要大于农药安全间隔期.果实采摘后可继续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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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ofPeachGummosisandItsIntegratedControl

XINGZi-ping
AgriculturalIntegratedServiceCenter,ZhengshanSub-districtOfficeofLinshuCountyofShandongProvince,LinyiShandong276715,China

Abstract:Gummosisdiseaseofpeachtreesisakindoffungaldiseasewhichseriouslyharmsthegrowth,
fruitqualityandyieldofpeachtrees.Theoccurrenceofgummosisdiseaseismainlycausedbyphysiological
factorsandpests.Inthispaper,thesymptoms,pathogenesisandintegratedmanagementmeasuresof
peachgummosisdiseasearesummarizedsoastoprovidereferencesforitseffectivepreventionandcontrol.
Keywords:peachgummosisdisease;pathogenesis;integratedpreventionand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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