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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县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发生的
原因与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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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泰县农业农村局,福州 永泰350799

摘 要:猕猴溃疡病属细菌性病害,可引起植株死亡,严重降低其产量,是福建省福州市

永泰县猕猴桃生产上主要病害之一.本文结合永泰县品种选择、地理环境、水肥管理、栽培

技术,适时用药,分析了引起溃疡病发生的原因,对其发生规律和防治策略进行分析与总

结,为该县后期猕猴桃溃疡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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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猕猴桃(Actinidiachinensis)也称奇异果,质地柔软,营养丰富.猕猴桃除含有猕猴桃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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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微量元素与氨基酸外,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兼具保健与药用功能[1],经济价值高,

广受民众喜爱.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陆续引进了“阳光金果”“魅力金果”“红阳”“翠香”
“翠玉”“金桃”“黄金果”“瑞玉”“贵长”“金福”等30多个猕猴桃品种,猕猴桃已成为本县的新兴

产业,随着种植规模扩大和商品化生产的深入,猕猴桃病虫害问题日益突出[2],特别是猕猴桃

溃疡病有加重的趋势.猕猴桃溃疡病是一种严重威胁猕猴桃生产的毁灭性细菌性病害,其发生

具有范围广、传播快、致病力强、防治困难等特点,可在短期内造成大面积树体死亡[3],严重制

约了永泰县猕猴桃生产,为此制订一套病虫害防治方案,对猕猴桃产业以及品质尤为重要.
2021年,永泰县红星乡红星村、洑口乡梅村、赤锡乡东坑村、岭路乡云山村、梧桐镇盘富村等

猕猴桃细菌性病害百株发病率为20%~30%,平均发病率为15.8%,严重影响猕猴桃产量,给

果农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19—2021年,笔者在红星乡红星村、岭路乡云山村猕猴桃果园定

点开展猕猴桃溃疡病发生规律调查与综合防治技术试验,通过2年的田间调查及药剂试验示

范,明确了春季萌芽、嫩叶期和秋季采后为猕猴桃溃疡病显症高峰,初步掌握了猕猴桃溃疡病

发生原因及防治策略.本研究分析了引起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发生的原因和发生规律,总结了

一些防治策略,以为永泰县后期猕猴桃溃疡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细菌性溃疡病发病症状

猕猴桃溃疡病属细菌性病害,是猕猴桃病害中最难防治主要病害之一.病害初侵染枝干,

从外观上植株主干和枝条感病后病斑呈水渍状,后期伤口、皮孔、树枝分杈处等感染部位自内

向外溢出清白色粘质菌脓,伤流期植株伤流液混合后呈现红褐色或锈红色.剥开皮层后可见木

质部呈现红黑色,韧皮部溃疡腐烂,病斑可环绕茎迅速扩展,导致枝叶萎蔫死亡,严重时导致

树体死亡.嫩枝感病后其上子叶焦枯,卷曲.叶片感病后先形成红色小点,后呈现不规则形褐色

或暗褐色病斑,病斑周围有2~5mm的黄色晕圈,潮湿条件下病斑扩大,导致叶片焦枯、卷

曲[4].花蕾感病后不能张开,基部萎蔫并脱落.

2 病原及发生规律

猕猴桃溃疡病菌为丁香假单胞杆菌(Pseudomonassyringae),属细菌性病害[5-6].病原菌主

要在病株上越冬,近距离借助风雨或修剪工具,从伤口或自然口入侵,从树干、枝条皮层向内

扩展进入韧皮部、木质部致害,远距离通过苗木转运、接穗传播.温度是影响溃疡病发生流行

的关键因素,据田间观察,当春秋季(4~16℃)有利于病菌在树体内繁殖传导,在秋冬季11月

至次年2月温度在0℃以下时,更有利于病原菌的繁殖.枝干流脓大部分发生在春季,夏秋季

也偶有发生.

3 发生原因分析

猕猴桃溃疡病的发生轻重主要受树体的抗性、气候条件、栽培方式、管理水平等多个因素

的影响[7].因此,探明溃疡病田间流行致灾规律,分析发病原因,找到防病关键时期,是预防控

制溃疡病连年高发的主要手段.

3.1 环境因素

永泰县海拔高低悬殊,地貌差异显著,大体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永泰县猕猴桃种植的区

域主要在海拔600~1100m.根据2019—2021年逐月的平均温气温,于2020年、2021年2—4
月观察猕猴桃溃疡病的发生情况.由观察结果可知,2021年1月平均温度为11.1℃,低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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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20年同期温度(表1).调查结果还显示,2021年猕猴桃溃疡病的发病率高于2020年(表

2).且2020年1月出现多天冰冻天气,使得猕猴桃遭受霜冻或冻害,降低树体的抗性,有利于

溃疡病的发生,发病率随之上升.张毅等[8]通过研究得出溃疡病的发生与温度等密切相关,平

均气温在10℃左右时,利于病原菌繁殖,这与本次调查结果一致.此外,云山村海拔高度高于

其他调查点,相应的其温度也低于其他点,树体更易开裂而形成伤口,利于病原菌的侵入,进

一步验证了温度、海拔的环境因素是影响溃疡病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1 2019—2021年永泰县月平均气温统计表 ℃

月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月 12.9 14.0 11.1
2月 13.5 13.8 15.8
3月 15.7 16.7 17.9
4月 20.6 17.9 20.2
5月 22.2 25.1 25.5
6月 26.3 29.0 27.0
7月 28.8 29.9 30.0
8月 28.8 28.7 28.2
9月 26.8 25.6 28.4
10月 23.2 21.4 23.1
11月 18.3 19.8 16.7
12月 14.0 13.7 12.9

  注:平均气温由县气象局观测资料.

表2 2020—2021年永泰县猕猴桃溃疡病调查情况

观测点 海拔/m
2020年

是否发病 发病时间 发病率/%
2021年

是否发病 发病时间 发病率/%
岭路乡云山村 1002 是 3月上旬 23 是 3月上旬 38
大洋镇乐康村 879 是 3月下旬 15 是 3月上旬 24
同安镇樟坂村 753 — — — 是 3月中旬 19
丹云乡下洋村 602 — — — 是 3月中旬 9
红星乡红星村 663 是 3月中旬 6 是 3月中旬 10
洑口乡梅村 436 — — — 是 3月上旬 4
赤锡乡东坑村 765 是 3月上旬 3 是 3月下旬 7
梧桐镇盘富村 269 — — — 是 3月上旬 3
丹云乡赤岸村 675 — — — 是 3月上旬 4

  注:发病率为每百棵调查树中出现溃疡病症状的百分数.

3.2 品种因素

不同品种的猕猴桃对溃疡病的抗性存在很大差异,参考裴艳刚等[9]、王发明等[10]相关研究

中的抗性分级标准,将其抗性氛围6个不同等级高抗(HR)、抗(R)、中抗(MR)、中感(MS)、

感(S)、高感(HS).由调查可知,各品种抗溃疡病从强至弱顺序依次为“翠玉”“阳光金果”“魅力金

果”“黄金果”“翠香”“贵长”“金福”“瑞玉”“金桃”“红阳”.在调查品种中抗病(R)品种占27.5%,中抗

(MR)占18.4%,中感(MS)占13.8%,感病(S)占16.6%,高感(HS)占23.7%(表3).其中,“红阳”

因其果实中糖分高,经济效益好,受到农户的喜爱,但其溃疡病抗性较差,制约了猕猴桃我县

猕猴桃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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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永泰县不同猕猴桃品种自然发病的病情指数和抗性评价

品种 面积/hm2
病情指数

2020年 2021年
抗性

翠玉 3.33 6.00 8.79 R
阳光金果 6.93 8.57 8.68 R
魅力金果 10.80 8.96 9.12 R
黄金果 4.13 11.23 13.54 MR
翠香 10.00 12.10 15.36 MR
贵长 5.53 23.42 26.38 MS
金福 5.07 25.36 29.58 MS
瑞玉 3.07 42.62 52.93 S
金桃 9.67 40.31 60.00 S
红阳 18.20 70.31 72.52 HS

  注:R,MR,MS,S,HS分别代表抗性级别为抗、中抗、中感、感和高感.

3.3 栽培因素

猕猴桃种植在永泰县刚刚起步,是新兴产业,部分种植户由于对猕猴桃生长特性了解少,

缺乏专业知识,在种植过程中,栽植过深、密度过高,冬夏季修剪没修剪或修剪不及时、不科

学,从而影响猕猴桃园的通风与透光度,导致园内湿度增大,更利于病原菌的侵入.同时,对接

触病株的人员和工具没有进行消毒,使之出现大规模染病的情况.此外,提早挂果或挂果量过

多、没有根据树龄、树势以及果园肥力科学确定结果量,导致树势弱化降低抵抗力,从而易感

染溃疡病[11].
3.4 水肥因素

水肥管理对猕猴桃生长至关重要.猕猴桃根系属肉质根,需氧量比较大,不耐肥,穿土性

不强,农户存在偏施氮肥,少施磷钾肥与有机肥,使得土壤板结,含氧量低,根系通气性差.根
系不发达,对猕猴桃生长极为不利,造成树势衰弱,树体抗病能力差,极易感染溃疡病.永泰县

猕猴桃园大部分种植在山坡上,夏秋季高温季节,干旱没有得到及时灌溉,土壤液浓度提高,

减少了根系吸水吸肥能力,从而抑制了猕猴桃营养的吸收,树体衰弱,抗性弱[12-13].
3.5 施药因素

根据调查,永泰县农户对于防治猕猴桃溃疡病首选还是化学农药,在生产中连续使用单一

药剂,例如使用8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600倍、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600倍或噻森铜600倍液等治疗性杀菌剂进行树体喷雾防治,或是采用对主干、主枝

进行刮除涂抹石硫合剂处理.另外,由于农户对其对病害流行规律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14],多

在其枝干出现明显症状时进行防治,缺少预防意识,使得病害田间防效差,病情无法得到有效

控制.

4 防治策略

猕猴桃溃疡病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科学选址,合理修剪,测土

配方施肥,健身栽培,药剂防治,关键抓好预防和治疗时期,从而降低果园发病率[15-16].
4.1 科学选址建园

科学选址,设施栽培,主要从排水和环境两方面着手.选择缓坡或利于园区排水地,利用

缓坡修梯田,平地采用地面栽树,树行起垄模式,而且园址应在背风一侧,非风口,减少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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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冻害和机械伤口等不利因素,从而减少病原菌入侵的概率[17].
4.2 加强冬夏季果园修剪

冬季园区结合清园修剪,合理整形,控制留枝量.剪除病枝、枯枝、落叶,保持园区的通风

与透光度,通过修剪确定,每一枝留健壮充实枝芽4~5个为宜.另外,刮除树干上粗翘死皮,

同时刷硫酸铜∶石灰∶水∶食盐 =1∶3∶10∶0.2的波尔多液进行保护,全面喷一次波美3~5
度石硫合剂,减少越冬病虫源.

夏季修剪掌握采取外控内促原则,刚进入初果期的树,夏季应在多枝的一侧多抹芽,而在

小枝的一侧多打顶,以促进多发侧枝,扩大树冠,补充架上面空间.结果树的修剪,就是树干

1m以内的枝条长到13~16芽时,可进行摘心,促使枝条木质化.树干1m以外枝条,即结果

母枝外围的枝条,在果外留3~4叶时摘心(即花前摘心),当二次芽开始萌发后,可留1~3个

短枝2叶或者3叶摘心[18].
4.3 科学合理施肥

根据猕猴桃不同发育时期的需求量,诊断施肥,掌握施肥时期控丰补缺.冬施有机肥或腐

熟农家肥作基肥,幼树25~35kg、成年树40~50kg;萌芽期追肥,施用复合肥,幼树1~
2kg、成年树1~3kg;果实膨胀期施用壮果肥,施N∶P∶K为1∶0.8∶0.9的复合肥0.5~
1.0kg.树势弱、结果量多的结果树,视情况加量[19].整个过程以农家肥或有机肥为主,氮钾磷

肥为辅,适时补充缺乏肥料与微量元素,利用农家肥和微生物制剂改善土壤环境,提高猕猴桃

对病害的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同时,在全县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能更精确的进行点对点的

了解并控制化肥的施用量.另外,推广果园生草栽培,种植毛苕子、紫云英等绿肥植物,提高土

壤有机质,使植株发育良好,枝芽充实健壮,根系生长良好,抗病性强,园区溃疡病减轻[15].
4.4 提高栽培技术

带菌花粉苗木是病害在全县蔓延的重要原因和防控的盲点.加大对苗木的管理,不从病区

调运种苗、接穗等,保证苗木健康,严防远距离传播.定植前用杀菌剂对苗木根部浸泡消毒;做

好修剪工具和剪口消毒.优先选择“翠玉”“阳光金果”“魅力金果”等抗溃疡病品种.同时,合理

密植提高果园通风透光性,科学控制结果量,增强树势抗性能力,也是预防溃疡病害发生有效

方法.
4.5 适时药剂防治

根据田间病害发生为害规律,确定“两前两后”即开花前、开花后、采果后、落叶前作为防

治溃疡病关键适期[20],花前花后分别喷施1~2次3%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加2%春雷

霉素水剂300倍液或20%噻菌铜悬浮剂700倍液喷雾;采果后至落叶前,采用37.5%氢氧化铜

悬浮剂800倍液或85%三氯异氰尿酸800倍液,对全园主干或全树喷淋2~3次[21].在枝干发

病初期72% 农用链霉素涂药,发病后采取药剂注射.通过上述的药剂实验,当年平均防效可达

72.6%~80.2%,平均78.5%.
针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猕猴桃溃疡病的发生规律,要有效控制该病害,应该制定防治计

划,以气象预报为依据建立完善的预测预警体系,及时做好防冻措施.以预防为主,合理搭配

猕猴桃抗病品种,适时施药,并尽可能选择作用机制不同的药剂交替使用,提高药剂的寿命和

使用效果,从而减少果园发病率,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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