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4卷 第5期 植 物 医 生 2021年10月

Vol.34 No.5 PlantDoctor Oct. 2021

DOI:10.13718/j.cnki.zwys.2021.05.013

桃树穿孔病的发病规律和有效防治措施①

修明霞, 李登云, 彭莹莹

山东省乳山市农业农村局,山东 乳山264500

摘 要:桃树穿孔病是桃树的主要病害之一,主要有细菌性穿孔病和真菌性褐斑穿孔病,近几年来有加重危害的

趋势,严重影响了桃的生产和经济效益.为有效防治该病,提升桃果品的质量和效益,在多年的调查和试验基础上,

本文介绍了桃树穿孔病的发病症状、发病规律及防治方法,并总结桃树穿孔病的防治关键期、有效防治药剂和配

方,为田间桃树穿孔病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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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achperforationisoneofthemaindiseasesofpeachtrees,mainlyincludingbacterialperforation
andfungalbrownspotperforation.Inrecentyears,thistroubleisaggravatingandhasseriouslyaffected
peachfruitproductionandtheeconomicbenefitsofthepeachgrowers.Forthesakeoftheeffectivepreven-
tionandtreatmentofpeachperforationandthepromotionofthequalityandbenefitsofthepeachfruit,on
thebasisofmanyyearsofinvestigationandexperiment,thispaperintroducesthesymptoms,pathogenesis
regularityandcontrolmethodsofthisdisease,andsummarizesthecriticalperiodforitspreventionand
controlandeffectivecontrolagentsandformul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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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乳山市是山东省胶东地区的水果之乡,水果种植面积达1.53万hm2,苹果、梨是主要的栽植水

果,其次是桃、葡萄、大樱桃等.桃树在该市种植面积高峰期曾达到867hm2.近几年,受市场价格、品种差

异和病虫害侵染的影响,现桃树的栽植面积缩减到533hm2.目前的主栽品种为大久保,也是该市的特色品

种,其次是川中岛、迎霜红、金秋红蜜及珍珠枣油桃等[1].桃PrunuspersicaL.营养价值较高,含有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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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纤维、蛋白质、脂肪、维生素、有机酸、以及钙、磷、铁、钾、钠等多种矿物质,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

睐.桃果虽然好吃,但是桃树管理难度较大,其中病虫害的防控是关键难点.其中,桃树穿孔病(Peach

shoot-holedisease)是桃树的主要病害之一,在桃园发生普遍,近几年来有加重危害的趋势,严重影响了桃

的生产和经济效益[2].为有效防治桃树穿孔病,提升桃果品的质量和效益,在多年的调查和试验基础上,本

文总结了桃树穿孔病的防治关键期和有效防治方法,并筛选出防治桃树穿孔病的有效药剂和配方,为田间

桃树穿孔病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1 危害症状

桃树穿孔病是桃树种植过程中常见的病害,主要有细菌性穿孔病和真菌性褐斑穿孔病.细菌性穿孔病

是由甘蓝黑腐黄单胞菌桃穿孔致病型Xanthomonasarboricolapv.pruni侵染所引起的,极易出现穿孔现

象,主要危害叶片;真菌性褐斑穿孔病是由核果尾孢菌Cercosporacircumscissa 引起的,也会导致穿孔,

可侵染桃树叶、枝和果实,其危害症状和细菌性穿孔病类似.不同的是,褐斑穿孔病发病后期会在褐斑上生

出灰褐色霉层,霉菌孢子借助风雨传播,因此,多雨地区暴发严重.果农们时常会把这两种穿孔病症状混

淆,分不清到底是哪种症害,再加上大多数果农习惯于发现病症后再治病,在选择药剂上也是比较困惑,

若出现误诊,没有对症下药,就会延误防治,造成减产.因此,在防治桃树穿孔病时,建议将细菌和真菌穿

孔病结合起来一起防控.本文主要总结了桃树细菌性穿孔病的病害症状和防治方法.

1.1 叶片症状

发病初期,叶片背部近叶脉处出现淡褐色水渍状小斑点,随后叶片表上也会出现,多在叶尖或叶缘散

生;病斑发展扩大后呈紫褐色至黑褐色圆形或不规则形病斑,边缘角质化,直径2mm左右,病斑周围有水

渍状黄绿色晕环,最后病斑干枯,病健交界处产生一圈裂纹,病斑中央组织脱落而形成穿孔.有时数个病斑

相连形成一个斑,焦枯脱落后形成大的穿孔,孔的边缘不整齐.

1.2 果实症状

发病初期,果实表面出现褐色水浸状小圆斑,扩大后变为暗紫色,中央稍凹陷,边缘呈水浸状;天气潮

湿时病斑上常出现黄白色黏质分泌物,干燥时病斑上或其周围常发生小裂纹,严重时发生不规则大裂纹,

裂纹处易被其他病菌侵染,造成果实腐烂.但此病只限于果实表面发病,形成“花脸”.

1.3 枝条症状

桃树枝条形成两种不同形式的病斑,即春季溃疡斑和夏季溃疡斑.春季溃疡斑多数发生在前一年夏季

发病的已被侵染的枝条上,当春季第一批新叶出现时,枝梢上形成暗褐色水渍状小疱疹,直径约2mm,以

后长度扩展至1~10cm,但宽度不超过枝条直径的1/2,有时可造成枯梢现象.春末病斑表皮破裂,病菌溢

出,开始蔓延.夏季溃疡斑多发生在夏末,在当年嫩枝上产生水渍状褐色斑点,圆形或椭圆形,中央稍凹

陷,病斑多以皮孔为中心,最后皮层纵裂后发生溃疡.夏季溃疡斑不易扩展,但病斑多时也可使枝条枯死.

2 发病规律

2.1 侵染循环

病原细菌主要在枝梢的溃疡斑内越冬,第2年春随气温上升,从溃疡斑内流出,菌液借风雨和昆虫传

播,经叶片气孔和枝梢皮孔侵染引起当年初次发病,一般3月份开始发病,10—11月份多在受害枝梢上越

冬.春季溃疡是该病的主要初侵染源.夏季气温高,湿度小,溃疡斑易干燥,外围的健全组织很容易愈合,

所以溃疡斑中的病菌在干燥条件下经10~13d即可死亡.气温19~28℃,相对湿度70%~90%条件利于

发病.该病在山东省乳山市一般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初现症状,7-8月发病严重.

2.2 流行规律

桃树细菌性穿孔病的发生与气候、树势、管理水平及品种有关.温度适宜,雨水频繁或多雾、重雾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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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病原菌的繁殖和侵染,发病则会加重[3-4].而当大暴雨时,细菌易被冲到地面,不利于其繁殖和侵染.
一般春秋两季的病情扩展较快,夏季干旱月份偏多,病害扩展缓慢.该病的潜育期也与温度有关,当气温为

25~26℃时,潜育期为4~5d,气温20℃时潜育期为9d,气温19℃时潜育期为16d,最长潜育期可达

40d.桃树长势旺盛,发病轻且晚;桃树长势弱,发病早而重[5-6].另外,果园地势低洼、排水不良、通风透

光差、偏施氮肥时,桃园发病重;早熟品种发病轻,晚熟品种发病重.

3 防治措施

3.1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着重于田间栽培和管理措施,加强桃园管理,增强树势,提高桃树抗病力.

3.1.1 合理管理桃园

桃园注意排水,增施生物有机肥,避免偏施氮肥,合理修剪,使桃园通风透光,以增强树势,提高树体

抗病力.

3.1.2 清除越冬菌源

结合冬季修剪剪除病枝,清除落叶,集中烧毁.要经常清除果园内的杂物、杂草以及各种非目标植物,

尽可能地减少昆虫宿主对病菌的传播.同时保证园内整洁,以防止垃圾滋生细菌,进而对果树进行传染.

3.1.3 选择抗病品种

为了保证桃树的染病概率降到最低,首先就应当选择抗病植株进行栽培.

3.1.4 防止交叉感染

桃树细菌性穿孔病不仅会影响桃树,对于各种有核水果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其中包括杏、李子、樱

桃等,以樱桃的病害尤为严重.因此在进行果园的规划时,尽量将这些树种进行隔离,以防止交叉传染情况

的发生.

3.2 化学防治

桃树细菌性穿孔病发生加重的原因有很多.一是选择的品种抗病性弱;二是错过了防治关键期;三是

药剂不对路,不能对症下药;四是果园郁闭,通风透光差.因此,在规范田间管理,搞好农业防治的基础上,

还必须抓好化学防治.化学防治需注意两个重点,一是抓住防治关键期,二是选好药剂对症下药,这样才可

以更加有效地防治桃树细菌性穿孔病.

3.2.1 防治关键期

桃树穿孔病在乳山市防治主要分4个关键时期,一是萌芽前(休眠期),二是开花前,三是开花后,四

是6月下旬至7月上旬.多数果农根据自己多年的种植经验,见病才防治,注重萌芽前、花后和6月下旬至

7月上旬的防治,而忽略花前防治.经过笔者调查,花前的防治至关重要,是防治桃树细菌性穿孔病的关键

时期,忽略花前防治,病害的防治亦是空谈.因此,笔者提出桃树穿孔病防治在常规时期防治的基础上,花

前防治是最关键的时期.

3.2.2 选好药剂对症下药

针对桃树细菌性穿孔病和真菌性褐斑穿孔病的单独发生和混合发生情况,防治上选择防治细菌性的药

剂以及细菌和真菌性防治的药剂混合,进行科学防治.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细菌性药剂较少,经过对比调查,防治细菌性穿孔病的药剂防治效果为叶枯唑>春

雷霉素>噻菌铜;防治桃树2种穿孔病,经过多种细菌和真菌性药剂的混合,防治效果春雷霉素+吡唑醚

菌酯防效>叶枯唑+吡唑醚菌酯>春雷霉素+多菌灵+多抗霉素>叶枯唑+多菌灵+多抗霉素>噻菌铜+
甲基硫菌灵+多抗霉素[7-8].

桃树细菌性穿孔病往往和其他病虫害,如褐腐病、炭疽病、缩叶病、疮痂病桃蚜(Myzuspersicae)、介

壳虫(Coccoidea)、桃蛀螟(Dichocrocispunctiferalis)等同时发生,因此,在防治桃树细菌性穿孔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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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时优选其他化学药剂,做到统防统治.如表1所示,在防治桃树2种穿孔病时,建议在萌芽前(休眠

期)首选石硫合剂(自己熬制);花前、花后和6月下旬至7月上旬单剂药剂选择依次为叶枯唑、春雷霉素和

噻菌铜,复配药剂选择春雷霉素+吡唑醚菌酯、叶枯唑+吡唑醚菌酯,或春雷霉素+多菌灵+多抗霉素、

叶枯唑+多菌灵+多抗霉素、噻菌铜+甲基硫菌灵+多抗霉素.

表1 桃树穿孔病防治关键时期及防治措施

防治时期 防治对象 防治措施 备注

3月中下旬
(休眠期)

穿孔病、褐腐病、炭疽病、缩叶
病、疮痂病、腐烂病越冬菌源

①刮老翘皮,剪除病虫枝梢,清扫落叶、病虫果、杂草
集中销毁;
②喷施5BO石硫合剂;
③喷施25%氟硅唑1500倍液+6%噻霉酮600倍液

首 选 石 硫
合剂

4月上中旬
(花前)

穿孔病、褐腐病、疮痂病、缩叶
病、蚜虫

①2%春雷霉素600倍液+25%吡唑醚菌酯2000倍
液+2.5%氯氟氰菊酯1500倍液+50%氟啶虫酰胺

10000倍液;
②50%叶枯唑1500倍液+25%吡唑醚菌酯2000倍液

+2.5%氯氟氰菊酯1500倍液+50%氟啶虫酰胺10000
倍液;
③25%噻菌铜1000倍液+25%吡唑醚菌酯2000倍液

+2.5%氯氟氰菊酯1500倍液+50%氟啶虫酰胺10000
倍液

叶枯唑、春
雷霉素、噻
菌铜

4月中下旬
(花后)

穿孔病、褐腐病、黑星病、炭疽
病、潜叶蛾、介壳虫

①2%春雷霉素600倍液(或50%叶枯唑1500倍液)+
50%多菌 灵600倍 液+10%多 抗 霉 素1000倍 液+
5.5%甲维盐3000倍液+噻虫嗪1500倍液+1%杀铃
脲6000倍液;
②25%噻菌铜1000倍液+70%甲基硫菌灵800倍液+
10%多抗霉素1000倍液+5.5%甲维盐3000倍液+噻
嗪酮1500倍液+1%杀铃脲6000倍液

6月下旬至

7月上旬

穿孔病、褐腐病、疮痂病、炭疽
病、桃一点叶蝉、桃蛀螟、梨小
食心虫、蚜虫

2%春雷霉素600倍+25%吡唑醚菌酯2000倍液+
2.5%氯氟氰菊酯1500倍液+50%氟啶虫酰胺10000
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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