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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额敏垦区沙棘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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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由于长时间仅围绕沙棘单一树种进行种植,病虫

害问题日益严重.通过人工观察、黄板诱杀及黑光灯诱集等方法分析当地主要病虫害种类、

形态特征和发生规律.结果表明,170团沙棘林主要以沙棘锈病、沙棘干缩病、沙棘绕实蝇

和沙棘木蠹蛾危害最严重,并提出合理的防治措施.研究结果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防治措

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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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170Regimentofthe9thDivisionofXinjiangProductionandConstructionCorps
hasbeenplantingonlyasingletreespecies,seabuckthornforalongtime,andtheproblemof
pestsanddiseaseshasbecomeincreasinglyserious.Thespecies,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
andoccurrencerulesofmajorlocaldiseasesandpestswereanalyzedbyartificialobservation,
yellowboardtrappingandblacklighttrapping.Theresultsshowedthatinseabuckthornforest
of170Regiment,themostseriousdamagewascausedbyseabuckthornrustdisease,seabuck-

收稿日期:2024 01 29
基金项目:九师科技计划项目:沙棘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22JS002)
作者简介:李培忠·乌日格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植物保护研究.
通信作者:王旭,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植物保护研究.



thorndryshrink,RhagoletisbatavaandHolcocerushippophaecolus.Thecorrespondingcontrol
measureswereproposedbasedontheclassificationandanalyzingthetypes,morphologicalchar-
acteristicsandoccurrencerulesofthemainlocaldiseasesandpests.Theresultsofthisstudy
provideareferencefortheformulationoftargetedpreventionandcontrolmeasures.
Keywords:seabuckthorn;plantdiseasesandinsectpests;Rhagoletisbatava;Holcocerush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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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受土地沙漠化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化调查

结果,截至2019年,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到168.78万km2,每年因荒漠化导致的生态与经

济损失高达650亿元,受沙漠化问题影响的人口约有4亿,这一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生态安

全和经济发展[1].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家大力推行“绿化沙漠”战略,其中沙棘成为造林绿化

的首选植物.
沙棘是蔷薇目胡颓子科沙棘属植物的总称,具有极强的生态适应能力,耐旱耐寒,在盐碱

地带、丘陵地带、荒漠地区均可正常生长[2-3].沙棘根系发达,主要分布在40cm深的土层内,

根幅很大,最长可达10m,根部具有发达的根瘤,可以通过固氮作用调节植株发育,并为沙棘

林提供磷、氮等营养.此外,沙棘还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减轻土壤容重,促进有机

质中的养分循环,从而进一步促进自身的生长发育[4-6].沙棘作为一种兼具实用与药用价值的经

济作物,其枝干可制成建筑用材、工艺品等,枝叶和皮可提取栲胶等工业原料,果实富含丰富

的维生素C,具有良好的食用价值,花朵可提炼香精.同时,作为中等饲用植物,沙棘也为畜牧

业提供了优质饲料来源,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图1).

图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沙棘种植情况

由于沙棘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价值,近年来,我国多个地区开展了引进沙棘优良品

种、提升栽培和管理水平以及种质资源筛选等工作.这使得沙棘成为了发展绿色产业的优势树

种,并成为许多生态经济林的主要组成部分[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位于准噶尔盆

地西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该地区具有海拔高度高、降水量稀少、夏季炎热、冬季寒冷、

日照丰富、蒸发量大、气温日较差、年较差均较大等特点,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8],

非常适合沙棘生长.然而,长期以来的单一树种种植模式,加上沙棘林龄增长、栽培管理措施

不当、人工林面积扩大等因素的威胁,导致树势衰弱,病虫害大面积爆发,使部分地区沙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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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面积衰败与干枯,甚至出现树体死亡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沙棘的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总结170团沙棘病虫害的发生种类,摸清其发生规律,提出了一些切实有

效的防治措施,以期为沙棘产业的管理与经营提供参考.

1 沙棘的病虫害现状

植物病虫害又被称为“不冒烟的火灾”,是生态系统中一种伴生的正常自然现象[9].沙棘作

为一种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作物,其立地条件、管控措施以及后期管理存在不足,加之运输途径

的增多,为病虫害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导致沙棘病虫害种类日益多样化.这些病虫害大致可分

为蛀干害虫、食叶害虫、刺吸式害虫和地下害虫.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沙棘面临着不同

的病虫害威胁.在俄罗斯,褐腐病、黄萎病以及多种虫害对沙棘构成了严重威胁[10].北欧国家

沙棘则遭受沙棘木蠹蛾、沙棘木虱、沙棘绕实蝇和沙棘蚜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11].中国对沙棘

害虫的研究较晚,陈孝达[12]在陕西发现72种致害沙棘的害虫.新疆的沙棘害虫主要以春尺蠖、

苹小卷叶蛾、沙棘蚜虫、沙棘白眉天蛾和柳蝙蛾为主[13-15].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

沙棘种植面积达3300hm2,沙棘木蠹蛾虫口密度达15~45头/株[16].
沙棘病虫害的主要防治技术包括化学防治、物理机械防治、生物防治以及植物检疫等.近年

来,随着多种植物和林木品种的引入,再加上农药、肥料等的使用,导致沙棘病虫害出现了变

异现象,并且逐渐产生了对某些药物的抗性,这为有效控制病虫害带来了新的挑战[17].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常见的沙棘病害

2.1 沙棘锈病

2.1.1 发病特点

沙棘锈病又称煤污病,主要危害叶片和嫩枝.该病害会在受害部位形成夏孢子堆,阻碍植

物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进而导致树体水分大量蒸发,引发植株干枯甚至死亡.作为一种苗期

病害,沙棘锈病对短年生幼苗的威胁尤为突出,其高发期集中在每年的7月至9月,雨季期间

更为严重.受病的沙棘苗会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特征,叶片失绿发黄,干枯,同时叶片正面或背

面长出黄绿色的圆形病斑,逐渐扩大并变为黄白色,然后转变为深褐色或者铁锈色,最终叶片

枯萎并提早脱落,影响植株的生长.

2.1.2 防治措施

沙棘锈病的防治主要以预防为主,可以喷洒三唑酮800~1500倍液进行预防.6月上旬,

给沙棘苗喷洒1次波尔多液,每间隔15d使用1次.对于发病苗,应及时剪去病枝,进行集中

烧毁,防止大范围的侵染,并对患病植物直接喷洒制剂用量800倍的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每隔15d喷洒1次,持续使用3次,可减少此病的扩散.

2.2 沙棘干缩病

2.2.1 发病特点

沙棘干缩病是沙棘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种毁灭性病害,发病原因主要包括选取的沙棘品种

不耐病不抗病,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沙棘经营管理措施不当,立地条件差,根系受到机械损

伤以及外来材料所携带的病菌感染等.沙棘干缩病发病时间较长,第1年发病不严重且没有病

状特征.发病第2年叶片开始出现黄化、脱落等现象,严重时会导致枝条枯萎死亡,且病情迅速

蔓延.第3年,整棵植株可能因并发症死亡,植株死亡后当年或次年萌生的根蘖苗1~2年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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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感染干缩病.

2.2.2 防治措施

沙棘干缩病主要以预防为主.首先,选择抗病性强且耐病的品种进行种植;其次,制定合

理的栽培管理措施,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在实际操作中,要特别注意避免对沙棘根系和地上部

分造成严重的机械损伤.对于发病植株应当及时砍除并进行集中焚烧,防止病菌大范围的扩散

和蔓延,此次,增施钾肥、磷肥等,增强沙棘的抗病性[18].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常见的沙棘虫害

3.1 沙棘绕实蝇

沙棘绕实蝇又称沙棘蝇或沙棘果实蝇(Rhagoletisbatava)隶属双翅目实蝇科绕实蝇属

(Rhagoletis).

3.1.1 识别特征

卵呈梭形,初为奶白色,呈水滴状,后呈白色,长0.4~0.5mm.

幼虫体长3~5mm,无头无足型,呈白色,半透明状.体躯前端稍细略呈楔形,尾端粗.体

前端具有黑色口钩,口钩基部左右各有1唾腺,每一体节有1圈钩刺.
蛹呈椭圆形,长3~4mm,褐黄色,羽化时由淡黄色逐渐变为深褐色.
成虫:雌虫体长4~5mm,雄虫体长3~5mm,黑色,背部有1条白色斑块,复眼绿色,触

角具芒状.前翅有4个黑色斑块,腹背有4条黑色条纹,中胸背面横排5~6列刚毛.

3.1.2 发生特点

根据新疆170团的调查结果,发现该虫1年发生1代,以蛹的形态在树冠下方的浅层土壤

和枯枝败叶中越冬.翌年6月中上旬开始羽化出土,7月到达盛发期,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

得,沙棘绕实蝇7月的黄板数量最高达到近36头/板(图2),显著高于其他月份.具孵化的幼虫

危害沙棘果实,造成沙棘果实大量减产,老熟幼虫于8月下旬陆续钻入树干基部,进入化蛹高

峰期,10月中旬为化蛹末期.由于2023年170团采用集体飞机喷药防治,沙棘绕实蝇的种群数

量相比往年大幅减少.沙棘绕实蝇及发生情况见图3.

注: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p<0.05).

图2 2023年170团沙棘绕实蝇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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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防治措施

目前,最倡导的防治技术是物理和化学防治相结合.沙棘绕实蝇可使用菊酯类防控药物,

如10%的顺式氯氰菊酯,在使用时要注意在沙棘果实膨大末期和果实着色初期使用,用量为

50~60g/667m2.冬季可针对蛹开展防治,清除沙棘林内的杂草及枯枝落叶,集中烧毁.沙棘

绕实蝇成虫主要通过嗅觉和视觉进行寄主选择,根据其趋化性与趋黄性,选择在5月20日后

挂黄板以及糖醋液诱杀进行辅助防治.

图3 沙棘绕实蝇及发生情况

3.2 沙棘白眉天蛾

沙棘白眉天蛾又名沙枣白眉天蛾(Celeriohippophaes),属鳞翅目天蛾科白眉天蛾属(Ce-
lerio).
3.2.1 识别特征

卵呈短椭圆形,绿色,孵化时为灰绿色.
幼虫体长60~70mm,背面为绿色,密布白点.胸腹两侧各有1条白纹,腹面为漆黄色,背

面为黑色.
蛹长43mm,淡褐色,头胸部微绿,腹部后端色渐深,末端尖锐[19].
成虫体长31~39mm,前胸背部密披灰褐色鳞毛.腹部1~2节侧面有黑白色斑.前翅前缘

茶褐色,后翅基部黑色,臀角处有1个大白斑(图4).

图4 沙棘白眉天蛾

3.2.2 发生特点

沙棘白眉天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1年发生2代.第1代于5月中旬羽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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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羽化时间一般为20:00~23:00.成虫羽化后不久即交尾,成虫交尾后1~2d产卵,卵散

产,分布于沙棘叶面或叶背,卵期3~4d,幼虫在6月初到达高峰期,6月下旬幼虫开始化蛹,

在土壤内越冬,越冬时间长达250d.7月第2代幼虫开始盛发,9月开始化蛹.

3.2.3 防治措施

沙棘白眉天蛾以物理和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根据沙棘白眉天蛾成虫的趋光性,

在成虫发生期使用放频振式杀虫灯诱集,减少虫口基数.在沙棘白眉天蛾发生期使用10%顺式

氯氰菊酯50~60g/667m2,或氯虫苯甲酰胺(康宽10~15g/667m2),达到最佳防治效果.
3.3 沙棘木蠹蛾

沙棘木蠹蛾(Holcocerusauenicola)为磷翅目木蠹蛾科线角木蠹蛾属.
3.3.1 识别特征

卵呈椭圆形,卵初产时为白色,逐渐变为暗褐色.
幼虫体长2.00~69.35mm,初孵幼虫呈淡红色,老熟幼虫背面呈紫红色且富有光泽,体背

红褐色,头紫黑色,臀板黄褐色.
蛹长30~40mm,深褐色,腹部背面有成排刺列.雌蛹第7腹节仅有1行刺列,雄蛹有2行

刺列.[20].
成虫:雌虫体长30~44mm,雄虫体长21~36mm.触角为线状,前翅有1个副室,中室闭

合,前足胫节内缘有净角器,中、后足胫节末端均有1对距[21].
3.3.2 发生特点

沙棘木蠹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4年发生1代,幼虫在5月下旬开始化蛹,

蛹期持续半个月至一个月,成虫在6月下旬于杂草、树干处羽化,7月成虫开始交尾产卵,产卵

于沙棘蛀孔处、树皮裂缝和树冠基部等.沙棘木蠹蛾主要通过其幼虫危害树木.新孵幼虫会蛀

食沙棘根茎部、主根的韧皮部及形成层,并逐渐深入木质部,切断树木养分和水分的运输通道,

导致枝条或树冠枯萎(图5).幼虫在树干或侧根的蛀道内越冬.第4年的10月,老熟幼虫由排

粪孔爬出,钻入干燥、松软的土壤内薄茧越冬.第5年春天化蛹羽化[22].沙棘木蠹蛾幼虫危害状

见图6.

图5 沙棘木蠹蛾

3.3.3 防治措施

沙棘木蠹蛾的防治以物理和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根据沙棘木蠹蛾成虫的趋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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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至8月中旬,在虫口密度较大的区域放置频振式杀虫灯,开灯时间设置在每天的

21:00~24:00,此方法可显著降低成虫的种群数量.每年4月上旬,喷洒石硫合剂,6月上旬,

每隔15d向沙棘根基部喷洒20%氯虫苯甲酰胺添加青皮橘油混合液,持续3次.对已遭受危害

的植株,使用敌杀死2000倍液浇在根部.

3.4 瘿螨

瘿螨(Eriophyoidea)为蛛形纲、瘿螨科的一种,是螨类中体型最小的类群.
3.4.1 识别特征

卵呈圆球形,表面光滑,乳白色,孵化时为淡黄色,半透明.
若螨体形微小,初孵化时呈灰白色,随着若螨的发育渐变为淡黄色,腹部环纹不明显.
成螨体长160~280μm,宽40~80μm,蠕虫形或梭形,体呈乳白色、褐色、淡红色、棕红

色、淡黄色等.瘿螨只有两对足,故又称四足螨.

3.4.2 发生特点

瘿螨在新疆170团1年发生多代,世代重叠,以若螨或成螨形态在植株的毛瘿处越冬,翌

年3月上旬越冬螨开始活跃.每年的5~8月,瘿螨造成的危害最重.瘿螨初期以幼叶叶背为侵

袭对象,叶背面出现黄绿色的凹陷斑块,并长出无色透明的小绒毛,逐渐变为乳白色.2至3周

后,发病部位绒毛开始增多,由黄褐色逐渐变成深褐色,似毛毡;受害叶片发生变形,蜿蜒扭

曲;严重时叶片、枝条开始干枯脱落,最终死亡.沙棘瘿螨危害情况见图6.

图6 沙棘瘿螨危害情况

3.4.3 防治措施

对受害枝条、过密枝、弱枝、荫蔽枝和枯枝进行修剪,集中焚烧,提高通风、透光条件,减

少虫源量.加强管理,科学施肥,增强树势,提高植株的抗逆性.通过控制冬稍抽发,从而中断

食物来源,减少越冬虫源,从根本上提高抗御能力.根据前年虫口基数喷施制剂倍数为3500的

5%唑螨酯悬浮剂,或制剂倍数为3000的1.8%阿维菌素乳油进行喷雾防治,或直接整株清除

烧毁,防止瘿螨扩散.

4 结果与讨论

沙棘是一种兼具生态和经济价值的植物,但由于病虫害问题突出,导致其产量降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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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化学药剂虽然能够快速有效地控制病虫害,但同时也容易造成

环境污染,导致天敌种群数量减少,并对人畜构成较大风险.因此,在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应始

终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旨在通过预防措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创造一个绿色、

安全且环保有效的防控体系.具体而言,应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生物防治为核心,物理机械防

治为辅助,在病虫害大量发生时,使用化学药剂进行应急处理.施用化学药剂时,要做到正确

选药、适时施药、适量施药、轮换用药、混合用药,防止过度施药产生危害.通过归纳发现以下

措施对沙棘病虫害的发生起到关键作用:

1)黑光灯诱捕.大多数昆虫具有趋光性,根据其特性,在沙棘林区含有电流处放置频振式

杀虫灯,杀虫灯距离地面2m,使用网袋进行捆扎.每天检查记载诱杀的昆虫种类、数量.悬挂

时间为每年6月上旬至9月下旬,每日21:00至24:00为黑光灯开启时间,并在羽化期和发生

盛期根据成虫数量增设频振式杀虫灯.

2)对蛀干害虫地块进行平茬更新.此方法是目前控制蛀干性害虫的有效应急措施.平茬时

间选择在沙棘落叶后1周至春季发芽前1周的休眠期进行,上冻之后是平茬的最佳时机.通过

采取地下平茬,将沙棘主干及地表以下20cm的根系一并挖出,并集中烧毁,铲除幼虫的生存

繁衍场所,有效降低害虫种群密度,避免病虫害的二次传播,同时促进沙棘嫩叶嫩枝的生长

发育[22].

3)生物防治.引入天敌来控制沙棘病虫害,利用天敌与害虫之间的天然关系,实现生态平

衡,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另外,还可利用生物农药,以白僵菌、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菌注射

虫道.

4)化学农药应选择广谱性的低毒低残留农药,如苦参碱、印楝素、阿维菌素、氟氯氰菊酯

等;或有针对性的选用高效农药,如氯虫苯甲酰胺、联苯肼酯等.使用化学手段防治时,要严格

控制药剂的剂型及剂量,做到对症下药,注意安全间隔期,保障农药的安全使用.
随着沙漠绿化的不断推进,沙漠化问题终将会得到解决.沙棘作为经济作物,带来了较大

的经济效益.因此,需针对沙棘制定科学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病虫害防治

效果,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损害水平之下,以达到绿色化种植与增产增收的目的.这不仅有

助于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还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超,李钢铁,刘艳琦.我国土地沙漠化治理产业化研究综述 [J].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19,42(6):20-23,

100.

[2] 黄桐毅.沙棘木蠹蛾干扰下建平县沙棘人工林的景观格局动态研究 [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1.

[3] 李远森,孟好军.石砾河滩沙棘栽培技术 [J].林业科技开发,2004(1):45-47.

[4] 王琦.沙棘育苗栽培技术及造林研究 [J].果农之友,2023(7):45-48.

[5] 于树峰,孙建峰,陈志刚,等.沙棘的发展现状及防沙治沙的应用 [J].安徽农学通报,2008,14(12):84-85.

[6] 张占庆,于波,李宪洲,等.沙棘主要害虫种类与综合防控技术研究进展 [J].吉林林业科技,2021,50(4):

44-45,48.

[7] 吴钦孝,张瑞玲.甘肃兰州和山东济南引种俄罗斯大果沙棘成功的启示 [J].沙棘,2005(1):16-18.

[8] 罗静静,王付成,王康,等.新疆塔额垦区沙棘木蠹蛾的发生特点与综合防治 [J].果树实用技术与信息,

2020(12):26-28.

[9] 王红艳.昌吉市园林植物种类及其病虫害调查分析 [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59第5期 李培忠·乌日格木,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额敏垦区沙棘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措施



[10]武福亨,赵玉珍.前苏联沙棘病虫害的研究与防治 [J].国际沙棘研究与开发,2004(4):44-48.

[11]KauppinenS,PetrunevaE.ProducingSeaBuckthornofHighQuality.Proceedingsofthe3rdEuropeanWork-

shoponSeaBuckthorn[C].Naantali:NaturalResourcesandBioeconomyStudies,2014:5-60.

[12]陈孝达.沙棘主要病虫害及防治(续)[J].沙棘,2006(4):37-39.

[13]张宁.阿勒泰地区沙棘绕实蝇生物生态学研究 [D].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2018.

[14]王鑫.沙棘病虫害研究进展 [J].防护林科技,2010(6):58-60.

[15]阿合买提别克·木塔勒布.青河县沙棘腐烂病的危害及防治措施 [J].新疆林业,2013(2):37.

[16]罗静静,王康,王付成,等.塔额垦区不同药剂防治沙棘木蠹蛾药效试验 [J].新疆农垦科技,2019,42(7):

23-24.

[17]马黑么此外.探讨森林病虫害特点及防治对策 [J].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2017,29(2):69.

[18]宋瑞清,孙海珍,董希文,等.黑龙江沙棘干缩病病原菌的研究 [J].林业科学,2010,46(9):88-95.

[19]朱岷,张义智,焦阳.沙棘白眉天蛾的防治技术研究 [J].林业实用技术,2008(6):28-30.

[20]宗世祥.沙棘木蠹蛾生物生态学特性的研究 [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6.

[21]景乐民,谢一訢,张程.沙棘木蠹蛾的特征特性及防治措施 [J].现代农业科技,2018(11):133,136.

[22]滕雅玲.阿勒泰地区沙棘病虫害防治技术 [J].乡村科技,2019,10(19):72-73.

责任编辑 孙文静

69 植 物 医 学        http://xbbjb.swu.edu.cn       第3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