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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油茶林主要病虫害及其综合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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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油茶是湖南重点发展的助推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是,油

茶林病虫害发生严重,制约着益阳市赫山区油茶产业的发展.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详细介

绍了赫山区油茶林的主要病虫害,提出了油茶的病虫害防治应通过坚持以营林技术控制为

基础,大力提倡生物防治,协调配合物理防治,再辅以化学防治的一系列综合绿色防控措

施.研究结果旨在为确保油茶高产优质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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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melliaoleiferaisoneofthepillarindustriesofpovertyalleviationandruralrevital-
izationinHunanprovince.However,theoccurrenceofseriousdiseasesandinsectpestsinCa-
melliaoleiferaforestrestrictsthedevelopmentofCamelliaoleiferaindustryinHeshanDis-
trict,YiyangCity.Throughfieldinvestigation,themaindiseasesandinsectpestsofCamellia
oleiferaforestinHeshandistrictwereintroducedindetailinthisstudy.Aseriesofcomprehen-
sive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measureswereputforwardforcontrolofdiseaseandinsect
pestsinCamelliaoleiferaforestthroughforestmanagementbasedcontroltechnique,vigo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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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Camelliaoleifera)是我国南方特有的重要木本油料树种,早在公元前100多年时,

就开始有人工栽种油茶,距今有2100多年了.茶油品质优良,主要是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

高,达94%左右,其中的主要成分油酸和亚油酸含量在90%左右,此外,还含有丰富的保健成

分,如茶多酚、山茶苷、山茶皂苷、维生素E、维生素B1、胡萝卜素、甾醇等.其中茶多酚、茶皂

素这些成分还是茶油所特有的,茶多酚能有效阻止物质的过氧化反应,有利于茶油的贮藏,能

增强人体的抗衰老、抗肿瘤能力.山茶苷有强心作用,山茶皂苷有溶血栓作用.茶油具有抑制过

氧化、抗衰老、防治慢性疾病、抗癌防变、保护皮肤和发质、适于妇婴保健等保健作用,是高血

压、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高血脂等患者的理想保健营养油脂,又称“血管清道夫”,南方山里

人长寿,姑娘美艳,或与长年食用茶油有关系.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茶油的需

求也越来越大,国内茶油也供不应求.
近些年,发展油茶已成为不少山区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油茶树的种植也发展迅速.据统

计,截至2018年,我国有油茶林面积447万hm2,年产油茶60万t,年产值1024亿元.湖南是

我国油茶核心产区,全省现有油茶林总面积1446533hm2,茶油年产量26.3万t,年产值

471.6万元,栽培面积、茶油产量和产值均占全国1/3或1/3以上,均居全国第一位.湖南省委

省政府已将油茶产业列为湖南重点发展的千亿元支柱产业之一,并将油茶产业确定为助推脱贫

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现有油茶林面积6300hm2(图1),主要

分布在泥江口镇、新市渡镇、岳家桥镇、沧水铺镇、衡龙桥镇、泉交河镇、龙光桥街道办事处、

笔架山乡等.近几年,年产油茶籽8200t,茶油2000t,产值3.18亿元.但在油茶的生产管理

中,大多重种轻管,油茶园杂草丛生,特别是对油茶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表现以及防治重视不

足,影响了农民的收益,也制约着赫山区油茶产业的发展.为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动油茶

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本文通过在实践生产中调查(图2),总结赫山区油茶的常见病虫害,并

提出一系列综合防控技术措施,旨在为油茶种植户提供参考.

图1 油茶林一角 图2 油茶病虫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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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茶主要病害识别及发生特点

油茶的主要病害、病原菌及浸染部位见表1.

表1 油茶主要病害及病原菌

病害 病原菌(拉丁名称) 侵染部位

炭疽病 胶孢炭疽菌(Colletotrichumgloeosporioides) 果、叶、枝梢、花芽、叶芽[1-3]

软腐病 油茶座孢菌(Agaricodochiumcamellia) 根系、叶、芽及果实[1-3]

煤污病 煤炱属(Capnodium)和小煤炱属(Meliola) 叶片和枝条[1-3]

叶肿病 细丽外担菌(Exobasidiumgracile) 芽、嫩叶、子房及幼果[1-3]

藻斑病 寄生性红锈藻(Cephaleurosviorescens) 叶片和嫩枝[1-3]

半边疯 担子菌碎纹伏革菌(Corticiumscutellare) 主干和枝[1-3]

1.1 油茶炭疽病

油茶炭疽病,病原称胶孢炭疽菌(Colletotrichumgloeosporioides),主要为害果、叶、枝梢、

花芽、叶芽等当年生的幼嫩部位.果实上病斑黑褐色,圆形,小黑点轮生,湿度大时出现淡粉色

菌脓.叶片病斑多在叶缘或叶尖(图3),半圆形或不规则形,黑褐色,有水浸状轮纹,边缘紫红

色,后期中央灰白色.嫩梢上的病斑多在新梢基部或中部,椭圆形或梭形,略下陷,黑褐色.后
期病斑上轮生小黑点.引起落果、落蕾、落叶、枝梢枯死.落果率通常在20%左右,严重时可减

产50%以上[1].该病为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油茶林的常见病害,一旦发生,传播较快,感病率

高,生产上应引起高度重视.
1.2 油茶软腐病

油茶软腐病,又叫落叶病、叶枯病,病原无性世代是丛梗孢目(Moniliales)暗丛梗孢科

(Dematiaceae)的油茶座孢菌(Agaricodochiumcamellia).主要为害根系、叶、芽及果实,以叶

片受害为主,引起大量落叶、落果.该病传播蔓延极为迅速,一旦发病易导致大片林地暴发病

害,严重时病株率达100%[2].油茶根系发病,表面有黑灰色霉状物,霉状物会在油茶根上逐渐

扩散,植株从下向上逐渐腐烂[3].侵害叶片时,多从叶尖、叶缘开始,初在叶尖、叶缘或叶片中

部出现圆形、半圆形水浸状黄色斑点,逐渐扩展成土黄色至黄褐色斑,在病斑上可发现颗粒状

灰绿色、乳黄色分生孢子座,几天后叶片掉落.果实感染后,病斑为浅黄色不规则圆形或块状.
潮湿时迅速扩散,出现分生孢子座,干燥时,病部出现裂纹,星状或纵横状.果实6月开始发

病,7~8月盛发,果实上现土黄色或褐色圆斑,天气干旱时病果脱落.该病亦为赫山区油茶林

常见病害,且常与炭疽病等病害复混发生.生产上应注意选用能兼防二者病害的药,或搭配用

药.
1.3 油茶煤污病

油茶煤污病,又称烟煤病,病原为煤炱属(Capnodium)和小煤炱属(Meliola)中的多种真

菌.感病叶片和枝条表面覆盖有一层黑色烟煤状物(病原菌的营养体和繁殖体),多呈圆形或不

规则形(图4),扩散并增厚后,可扩散到叶片背面[2].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生长衰弱,严重发病

时植株逐渐萎黄.煤炱菌以同翅目昆虫(如刺绵蚧、油茶黑胶粉虱等)排出的蜜露为营养来源,

因此在煤污病发生时,病枝叶上可见这类昆虫,高温高湿,透气不良也易发生.据调查,该病在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油茶林中常年均有发生,一年中又以3~5月和9~10月为发病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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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油茶炭疽病叶 图4 油茶煤污病叶

1.4 油茶叶肿病

油茶叶肿病,又叫油茶饼病、茶苞病、茶桃,病原为细丽外担菌(Exobasidiumgracile),主

要为害油茶芽、嫩叶、子房及幼果,严重时导致大量嫩梢枯死和落叶.该病子房和幼果发病时

膨大如桃,一般直径5~8cm,又称为“茶桃”(图5).花芽感病后,子房及幼果膨大成桃形,一

般直径5~8cm,最大直径达12.5cm,开始时表面浅黄绿色,后为绿色.叶芽或嫩叶受害后,膨

大成肥耳状,多个叶片或整个嫩梢叶片呈丛发状,数个肿大叶片聚集在一起,形似鹰爪.该病一

般只在早春发病一次,即2月开始发病,3~4月最盛,5月底结束.
1.5 油茶藻斑病

油茶藻斑病,病原为寄生性红锈藻(Cephaleurosviorescens),为害叶片和嫩枝,引起叶片

褪色和早落,造成树势衰弱.主要发生在叶片表面,初为灰绿色或黄褐色针头大的圆形小点,

后向四周放射状扩展成直径3~4mm的圆形或近圆形,灰绿色至黄褐色,病斑可见细条状毛

毡状物(图6),并有茸毛.7~9月为藻斑病盛发期.

图5 油茶叶肿病病叶 图6 油茶藻斑病病叶

1.6 油茶半边疯

油茶半边疯,又叫烂脚瘟、白朽病、白腐病等,病原为非褶菌目(Polyporales)伏革菌科

(Corticiaceae)的担子菌碎纹伏革菌(Corticiumscutellare),为老林内常见毁灭性病害.主要发

生于主干和枝上,发病多从背光的阴面开始,有病皮层无光泽,较粗糙,以后成为石膏状白粉

层.病斑纵向发展快于横向发展,因而树木呈半边枯死(图7).一般树龄超过20年开始发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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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年加重.

图7 油茶半边疯

2 油茶主要虫害识别与危害特点

油茶的主要虫害及侵害部位见表2.

表2 油茶主要虫害及侵染部位

虫害 拉丁名 侵害部位

织蛾 Casmarapatrona 枝条[1-3]

梢尖蛾 Parametriotestheae 叶肉和春梢[1-3]

棉蚧 Metaceronemajaponiea 叶片[1-3]

黑刺粉虱 Aleurocanthusspiniferus 叶片[1-3]

蓝翅天牛 Chreonomaatritarsis 叶片、枝干[1-3]

茶黄毒蛾 Euproctispseudoconspersa 叶片、嫩枝、花芽、幼果[1-3]

油茶尺蠖 Bistonmarginata 叶片[1-3]

茶蚕 Andracabipunctata 叶片[1-3]

油茶刺蛾 Iragoidesfasciata 叶片[1-3]

茶蚜 Toxopteraaurantii 叶片[1-3]

油茶果象 Curculiochinensis 果实[1-3]

油茶宽盾蝽 Poecilocorislatus 果实、叶片及嫩芽[1-3]

茶黄蓟马 Scirtothripsdorsalis 嫩叶或嫩梢[1-3]

2.1 油茶织蛾

油茶织蛾(Casmarapatrona),又名油茶蛀蛾、油茶蛀茎(梗)虫、茶枝蛀蛾、钻心虫等,鳞

翅目织蛾科.以幼虫钻蛀为害油茶和茶树枝条,被害枝初呈凋萎状,日久枯死,易折断,蛀孔外

留有虫粪.该虫的幼虫于4月下旬开始化蛹,5月上旬为化蛹盛期,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成虫羽

化,6月中下旬幼虫孵化.
2.2 油茶梢尖蛾

油茶梢尖蛾(Parametriotestheae),又名茶梢蛾、茶梢蛀蛾,俗称钻心虫,以幼虫为害叶肉

和蛀食春梢,幼虫先啃食新梢嫩皮,形成凹槽,并吐丝将啃下的碎片形成护囊,从凹槽处蛀孔.
蛀食嫩梢后,再先向下,后向上蛀孔啃食嫩梢尚未木质化嫩组织,造成嫩梢失水,叶片失绿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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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黄色,失去光泽,前期嫩梢萎蔫,后嫩梢受害部的表皮和组织形成层坏死,呈深褐色,受害嫩

梢的叶片全部枯死,叶片深褐色,严重时整个新梢枯萎而死(图8).该虫于5月化蛹、羽化,成

虫始见于5月底,延续至7月.
2.3 油茶棉蚧

油茶棉蚧(Metaceronemajaponiea),又称油茶卷毛蜡蚧,属同翅目蚧科,是油茶的主要害

虫之一.成虫和若虫在叶上刺吸汁液,分泌形成白色卷曲的蜡毛,并使油茶招致煤污病.
2.4 油茶黑刺粉虱

油茶黑刺粉虱(Aleurocanthusspiniferus),又名桔刺粉虱,属同翅目粉虱科,以幼虫群集

在叶片背面吸食汁液,严重时一片叶上有虫数百头,其排泄物能诱发煤污病.
2.5 油茶蓝翅天牛

油茶蓝翅天牛(Chreonomaatritarsis),又名茶红颈天牛、茶结节虫、黑跗眼天牛等,是以

油茶植株叶片为食的害虫,具有较强的啃食能力,能在短时间内为害油茶树的正常生长.成虫

(图9)咬食叶片主脉,引起叶片枯黄脱落.幼虫钻蛀油茶枝杆,枝杆部位肿胀成节,导致结节以

上枝杆枯死.幼虫还可为害油茶主杆基部,并向下蛀入根部,受害植株生长衰退以至枯萎死亡.
初孵幼虫蛀食皮下,1~2d后进入木质部,再向下蛀成隧道,至地下33cm以上.在地际3~
5cm 处留有细小排泄孔,孔外地面堆有虫粪木屑.

图8 茶梢尖蛾 图9 油茶蓝翅天牛成虫

2.6 茶黄毒蛾

茶黄毒蛾(Euproctispseudoconspersa),又叫茶毛虫等,为油茶的主要害虫之一,以幼虫取

食叶片(图10)、嫩枝、花芽、幼果,3龄前群集性取食叶肉,3龄后分散为害,从叶缘开始取食.
暴发时,可将叶片、花芽和幼果吃光,严重时可使油茶枯死或大量减产.幼虫体上的毒毛接触

人体皮肤可引起红肿痛痒.
2.7 油茶尺蠖

油茶尺蠖(Bistonmarginata),又叫油茶尺蛾,以幼虫(图11)取食叶片,属于暴发性害虫,

为害严重时,常吃光叶片,造成果实尚未成熟即落果,如连续为害二三年,可致全株枯死,是造

成油茶枯死的主要害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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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茶黄毒蛾幼虫 图11 油茶尺蠖幼虫

2.8 茶蚕

茶蚕(Andracabipunctata),别名茶狗子、茶叶家蚕、团虫(图12、图13),以幼虫群聚为害

为主.4~5月或9~10月暴发,幼虫栖息在茶树叶片的背面,蚕食整个茶树叶片,导致叶片只

有中脉保留,其他部分都被吃光.

图12 茶蚕成虫
图13 茶蚕幼虫

2.9 油茶刺蛾

油茶刺蛾(Iragoidesfasciata),又称洋辣子、刺毛虫.幼虫为害寄主叶片(图14),初孵幼

虫群集取食叶肉,叶片呈网状,4龄后幼虫分散取食,叶片呈缺刻或仅剩叶柄和叶脉,严重时能

吃光树叶.第一代幼虫于6月上旬出现,第二代幼虫于8月上旬发生.
2.10 茶蚜

茶蚜(Toxopteraaurantii),又称茶二叉蚜,茶蚜在新梢嫩叶背及嫩茎上刺吸汁液,受害芽

叶萎缩、伸展停滞,甚至枯竭,排出的蜜露可引发煤污病发生.
2.11 油茶果象

油茶果象(Curculiochinensis),又叫山茶象、茶籽象甲.幼虫在果内蛀食籽仁,使油茶果早

落或成空壳;成虫(图15)将头管插入茶果中蛀食,造成落果,并引发油茶炭疽病.在为害果实

的同时,将其粪便残留在油茶种壳内,虫粪极苦,混有油茶果象为害过的油茶籽,榨出来的油

极苦,有可能影响茶油的食用品质,因此,要严防该虫蛀果.5~8月成虫蛀食果实,6月上旬幼

虫孵化,8月下旬幼虫陆续老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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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油茶刺蛾低龄幼虫 图15 油茶果象成虫

2.12 油茶宽盾蝽

油茶宽盾蝽(Poecilocorislatus),以若虫及成虫刺吸油茶的果实、叶片及嫩芽的汁液(图16),

造成落果,减低产量和出油率,造成的伤口易引发炭疽病.
2.13 茶黄蓟马

茶黄蓟马(Scirtothripsdorsalis),以成虫、若虫锉吸嫩叶或嫩梢汁液(图17),叶背主脉两

侧有2条或多条纵向内凹的红褐色条痕,条纹相应的叶正面失去光泽,略凸起,后期芽梢萎缩,

叶片反卷或向内纵卷,叶质僵硬变脆.

图16 油茶宽盾蝽为害茶果 图17 茶黄蓟马为害油茶叶片

3 绿色防控技术措施

3.1 农业防治

3.1.1 选用抗病品种和健康合格的苗木

近年来,在赫山等湘北地区适宜的油茶寒露籽主推品种有“湘林117号”“湘林124号”“常

德铁城一号”等优良抗病品种.引进和购买时要具有“四证一签”(苗木生产许可证、苗木经营许

可证、苗木质量合格证、苗木检疫证、苗木标签)的油茶良种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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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合理修剪,加强油茶林的抚育管理

按照自然圆头形或开心形等丰产树形培育进行合理修枝(图18).修剪整形要做到“摘帽子、

开窗子、卸膀子、掀被子、脱裙子;大空小不空,内空外不空,打阴不打阳,剪横不剪顺;剪去

脚枝不伤皮,锯去残柱不藏蚁,病虫枯枝全剪去,上控下促树冠齐;小枝多,大枝少,合理分布

不拥挤,内膛通风光照好,上下内外都开花,立体结果产量高”等.通过合理的修剪,培育健壮

树形、树势,还可大大减少病虫枝等,一举多得.
3.1.3 合理追肥,追施有机肥和磷钾肥,不偏施氮肥

对于成林树,冬季12月至翌年1月施有机肥,每株2~3kg,春季3~5月每株施复合肥

0.5~1kg,夏季6~7月每株施磷钾复合肥0.3~0.5kg.据我们调查,凡通过及时追肥,培育壮

苗、壮棵的油茶林,病害相对减少,油茶果大,出油率高,经济效益好.凡不注重管理油茶林,

树势衰,叶片出现黄化等缺素现象,也易遭受病虫害的侵袭.
3.1.4 及时翻耕

结合铲山抚育,在害虫幼虫化蛹期,培土壅根并把蛹深埋在10cm以下,阻止成虫羽化.要
配合水肥管理和树体培育开展林地杂草清除、土壤翻耕改良和修复整理等工作,做到“3年一深

挖,1年一浅锄”.每3年林地内深挖20~25cm一次,每年秋季中耕除草一次,林地浅锄10cm
左右,坡面用刀砍杂.提倡用垦复机、旋耕机、施肥机等农用机械.
3.1.5 人工摘除被茶梢尖蛾为害的叶及梢

茶梢尖蛾为害症状明显,秋季至春季5月集中剪除被害叶、梢,冬季摘除虫叶,4月2龄幼

虫蛀入嫩梢,只需剪除虫梢.
3.2 物理防治

用杀虫灯(图19)或黑光灯诱杀油茶织蛾、油茶梢尖蛾、油茶尺蠖、油茶黄毒蛾等害虫[4].
利用油茶象、油茶尺蠖等成虫的假死性,人工震落捕杀成虫或刮除卵块.捡拾落果,集中

销毁.
油茶宽盾蝽若虫3~4龄时体色鲜艳,可用捕虫网人工捕杀.
晒坪晒带有象甲幼虫的油茶果实,堆在晒坪时,有大量幼虫外逃,这时可放鸡啄食.
放养鸡群.在蓝翅天牛产卵高峰期,在油茶林内放养鸡群,可有效消灭正在产卵的成虫和

刚孵化的幼虫.

图18 合理修枝 图19 杀虫灯诱杀害虫

3.3 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瓢虫、寄生蜂、鸟类等天敌,保护螳螂、步甲、蛙类等油茶黄毒蛾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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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梢尖蛾羽化盛期,释放赤眼蜂,可降低茶梢尖蛾虫口密度.黑缘红瓢虫是介壳虫的主

要天敌,于4月,每株释放1~2头瓢虫可控制介壳虫和煤烟病.中华显盾瓢虫、座壳孢菌和多

毛菌对油茶刺棉蚧也有防治效果.也可用400亿孢子/g白僵菌可湿性粉剂喷雾,或用250g白

僵菌可湿性粉剂对水15kg喷雾,现配现用.
用含孢子数0.5亿/mL至1亿/mL的苏云金杆菌(Bacillusthuringiensis)菌液防治油茶尺蠖

3~4龄幼虫.用含孢子数0.5亿/mL至0.7亿/mL的松毛虫杆菌菌液防治油茶尺蠖4龄幼虫[4].
防治油茶黄毒蛾幼虫.4月中下旬,每667m2 用1.5万亿至2万亿白僵菌孢子喷雾或含孢

量100亿/g的白僵菌原粉1kg喷粉[4],或16000IU/mL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200~300倍

液、2.5%鱼藤酮乳油300~500倍液、0.36%苦参碱乳油1000倍液喷雾.
防治茶蚕,当孵化率达到20%时,可向后推加常年同一时期的3龄幼虫历期,即进入防治

适期,用5亿活孢子/g苏云金杆菌对水50kg喷雾,可施用茶蚕颗粒体病毒GV喷雾.
烟草水防治油茶毒蛾.烟草叶0.5kg,加水30kg或烟筋0.5kg加水10kg,浸1d,用时加

0.5~1kg生石灰喷洒.
3.4 化学防治

3.4.1 油茶炭疽病

育苗时用0.1%高锰酸钾处理种子1~2min.冬季清除枯枝落叶和落果,并用2波美度的石

硫合剂清园.
5月初油茶上出现炭疽病,8~9月为盛发期,发病初期用1%波尔多液喷雾保护,每隔10

~15d喷雾一次,连喷2~3次.春梢抽发时和幼果期,选用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
~1500倍液,或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0~750倍液、400g/L氟硅唑乳油8000倍液、

10%苯醚甲环唑微乳剂600倍液、80%戊唑醇可湿性粉剂4000倍液、10%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500倍液、25%嘧菌酯悬浮剂800倍液、30%肟菌·戊唑醇悬浮剂1000倍液、43%氟菌·肟菌

酯悬浮剂2000倍液[5]、25%腈菌唑乳油1200~1400倍液[6]、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

液、72%百菌清可湿性粉剂1000~1200倍液等喷雾防治,每隔10~15d喷雾一次,视病情连

喷2~3次.
3.4.2 油茶软腐病

于4月下旬、6月上旬,或发病初期,用1%波尔多液喷雾保护,每隔10~15d喷雾一次,

连喷3~4次,或选用50%福·福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77%硫酸铜钙可湿性粉剂500
倍液[7]、40%噻唑锌悬浮剂600~1000倍液[8]、2%春雷霉素可湿性粉剂300~500倍液[8]、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10%吡唑醚菌酯悬浮剂500倍液、25%嘧菌酯悬浮剂800倍

液、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喷雾防治,7~10d喷一次,连防2~3次.喷药

时,要对准全枝喷施,各部位都要喷到,每种药剂每年最多使用不超过2次[7].

3.4.3 油茶煤污病

及时防治蚜虫、绵蚧、黑刺粉虱等害虫,可选用80%敌敌畏乳油1000倍液,或20%杀灭

菊酯乳油2000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喷雾防治.
在煤污病发生严重的地方,用黄泥水喷洒在叶片上,经过一段时间,煤污菌和黄泥成片状

脱落,对此病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发病初期,选用1%波尔多液喷雾保护,每隔10~15d喷雾一次,连喷2~3次;或选用

50%氯溴异氰尿酸可溶粉剂1600~2000倍液、5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5%百

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倍液、40%多·硫悬浮剂600倍液等喷雾防治,每隔7~15d喷雾一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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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连喷2~3次.

3.4.4 油茶叶肿病

在2月中旬至3月上旬,用75%敌磺钠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0.5%~1%波尔多液喷雾

防治.

3.4.5 油茶藻斑病

早春或晚秋发病初期,用0.5%硫酸铜液或12%松脂酸铜乳油600倍液喷雾防治.每年4月

下旬至5月定期喷洒1∶0.5∶120波尔多液,可减少次年危害.

3.4.6 油茶半边疯

结合冬季清园,喷1~2波美度石硫合剂,消灭越冬病原菌[9].每年5月左右,采用生石灰

50kg+硫磺2.5kg+动物油0.25kg+食盐0.25kg+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2.0kg+水

70kg对病株涂白.发现病害时,应刮去病部,涂抹1∶3∶15波尔多液或氯化锌治疗[9].

3.4.7 油茶织蛾

可在成虫羽化高峰期,用90%敌百虫晶体1000倍液喷雾,或初孵幼虫期,用90%敌百虫

晶体500倍液喷洒枝梢.

3.4.8 油茶梢尖蛾

在幼虫期,可选用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水分散粒剂5g+5%高效氟氯氰菊酯乳

油20mL+有机硅,或50%丁醚脲悬浮剂10~15g+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水分散粒

剂5g+陈皮精油,对水15kg喷雾[10].
幼虫蛀食期至化蛹期,可选用50%丁醚脲悬浮剂(10~15)g+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水分散粒剂5g+陈皮精油,或3.6%烟碱·苦参碱悬浮剂10g+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水分散粒剂5g+陈皮精油对水15kg喷雾[10].
在成虫羽化盛期,喷施80%敌敌畏乳油1500倍液.

3.4.9 油茶棉蚧

5月中旬至6月上旬若虫盛期,用50%马拉硫磷乳油1000倍液,或3%高参苯氧威可湿性

粉剂2000倍液等喷雾.

3.4.10 油茶黑刺粉虱

4~8月,在1龄若虫盛期,用50%辛硫磷乳油1000倍液,或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00
倍液、25%噻嗪酮乳油1000倍液、50%杀螟松乳油1000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4000~

5000倍液等喷雾防治.用含油量0.4%~0.5%的矿物油乳剂混用上述药剂,可提高杀虫效果,

单用化学农药效果不佳.

3.4.11 油茶蓝翅天牛

5~6月,用注射器注射80%敌敌畏乳油100倍液或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入

虫孔,或用棉团沾敌敌畏塞虫孔,再用泥团封孔,熏杀幼虫.成虫发生时,用15%吡虫啉微囊悬

浮剂20000~27000倍液,或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3%高渗苯氧威乳油2000倍

液、8%氯氰菊酯乳油1500~2000倍液喷涂地面以上树干、大枝和其他天牛成虫喜出没

之处[11].

3.4.12 油茶毒蛾

8~9月为幼虫为害盛期.当幼虫发生时,在3龄前,选用20%虫酰肼悬浮剂7500~10000
倍液,或0.2%阿维菌素乳油2500~3000倍液、50%杀螟松乳油1000倍液等喷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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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油茶尺蠖

5~7月,当幼虫发生时,用90%晶体敌百虫1000倍液,或75%辛硫磷乳油1500倍液、

20%氰戊菊酯乳油2000~3000倍液、15%茚虫威悬浮剂4000倍液、3.2%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乳油5000倍液[2]、20%除虫脲悬浮剂7000倍液、5%氟铃脲乳油1500~2000倍液等

喷雾防治.或每667m2 用10%联苯菊酯乳油8.8~10mL、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30mL,对水

30kg喷雾防治[12].

3.4.14 茶蚕

可以采用90%晶体敌百虫1000倍液或者50%马拉硫磷乳油1000倍液,也可以采用50%
杀螟松乳油1000倍液喷雾防治.
3.4.15 油茶刺蛾

在低龄幼虫期,选用2.5%溴氰菊酯乳油或20%杀灭菊酯乳油5000~6000倍液,或80%
敌敌畏乳油1000~1500倍液、1%苦参碱可溶性液剂800倍液、25%灭幼脲三号3000倍液、

20%除虫脲悬浮剂7000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1000~2000倍液、5%吡虫啉乳油1500倍

液等喷雾防治.
3.4.16 茶蚜

选用0.3%印楝素乳油500倍液,或0.36%苦参碱乳油500~800倍液喷雾防治.

3.4.17 油茶果象

在成虫大量飞出期,可选用90%晶体敌百虫1000倍液,或80%敌敌畏乳油1000倍液、

20%杀灭菊酯乳油2000~3000倍液、20%氰戊菊酯乳油2000~3000倍液等喷雾防治.郁闭

度大的油茶林可用烟雾剂防治成虫[13].向虫道内注射80%敌敌畏乳油或其他内吸剂,毒杀

幼虫.
3.4.18 油茶宽盾蝽

在若虫期,用90%晶体敌百虫或50%杀螟松乳油1000倍液、3%氯虫苯甲酰胺乳油3000
倍液、25%噻虫螓水分散颗粒剂5000倍液、1%印楝素水剂7000倍液、20%杀灭菊酯乳油

5000倍液等喷雾防治.
3.4.19 茶黄蓟马

发生初期,可选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2.5%多杀菌素悬浮剂500~700
倍液、1.2%苦·烟乳油1000倍液、0.3%印楝素乳油500倍液、2.5%鱼藤酮乳油300~500倍

液、0.36%苦参碱500~600倍液、2.5%联苯菊酯乳油1500~2000倍液等药剂喷雾防治.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中的综合防控技术措施,通过在益阳银河博发生态林业有限公司、湖南三盟油茶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基地实施得以验证.结果表明,油茶病虫害危害率可控制在4.5%以下,且提

高了产量和品质,在生产上可推广应用.通过本研究调查发现,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油茶病

虫害危害非常严重,油茶病虫害的防治不能等到病虫害暴发乃至蔓延的时候才去采取措施,而

应长期坚持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将病虫害的危害控制在萌芽阶段.因此,可以通过以下几

个措施把综合防控技术推广落地,实现有效病虫害的有效防控.
1)应通过大力宣传,开展集中培训或单独上门上户培训,在预防病虫害的同时,也通过农

业措施,加强了油茶林的培育.
2)在病虫害的初期发展阶段,要实地指导农民识别,并根据病虫害的成因以及症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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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种类与适宜剂量的杀虫剂、杀菌剂,最大限度地降低病虫害对油茶发育的影响,并尽可能

减少药剂对树体的影响.
3)在实施中,油茶面积较小的种植户在杀虫灯等物理防控以及生物农药等方面应用较少,

要进一步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制订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油茶产量的中长期和远景规划,建

议通过当地政府把油茶作为一项助力乡村振兴的惠民工程,加大加强扶持力度,适当补给油茶

新型主体在生物农药、杀虫灯等物理防控设施设备.通过实施有机肥代替化肥、水肥一体化等

农业综合手段,增强树势,增强抵抗病虫害能力.
4)结合油茶病虫害的综合绿色防控技术,根据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

等,制订赫山区油茶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规范,确保每个环节到位,并通过扶持油茶的采榨、品

牌打造以及产品的优质优价,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倒推第一产业的良性发展,打造“赫山油

茶”产业,形成“赫山油茶”品牌,助力赫山区油茶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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