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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化栽培猕猴桃溃疡病

的生物防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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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试验利 用 具有遮 阳 、 杀 菌 、杀 虫 特性 的 商 陆 、博 落 回作 间 作作物
，
将其 间 作到乔化栽培猕糇

桃果 园 中 ，
研究其对溃疡病 的 防控效果

，
结果表 明

，
商 陆和博落 回 均 能起隔 离 、遮 阳 作 用

，
能有效地

阻止猕猴桃溃 疡病 的 传播和发生
，
其 中 以 间 植 ２ 行博 落 回 抗 溃疡病效果 最好

，

目 前这一研 究成果

正在被推 广 应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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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原产于我 国 ，
被贅为

“

水果之主；
？

，
在全

球广泛栽培
，
我 国是世羿上猕猴桃种植面积最太 、 产

囊最高的 国家 。 猕猴桃溃疡病是一种 严童威胁猕猴

桃生产和发展 的毁灭性细菌性病害 气可在短期 内

造成大面积树体死亡 ，
现 已被列 为 中 国森林植物检

疫性病害〇 该病 ＆１ ９ ８ ０年最早在 日 本神州静 冈县发

现 以来
，
先后在意大利 、新西兰、智 利 、葡 萄 牙 、西班

牙等国 ，

以 及我 国的 四 川 、浙忙、河南 、安徽 、陕西等

地大面积暴发
，
给猕猴桃产业造成了 严重 的经济损

失
，
成为制约猕猴桃产业发展的瓶颈 。 称猴桃溃疡病

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随种亩 、接穗和砧木远距离传播 ｓ

病菌患蘧在枝蔓组织中越冬 季从病部溢 出菌脓 ，

借风 、 昆虫 和农事作业工具等 自 然传播 ， 经伤 ＯＶ气

孔 、水孔和皮孔侵人 ，
经过一段 时 间 的潜育繁殖 ，

继

续溢 出菌脓进行再侵染Ｗ
。 由 于馈疡病具有隐蔽性 、

暴发性和毁灭性 的特点 ｗ
， 已经成为危害我国猕猴桃

行业健康发展最为严重的病害 ｍ
近年来

，
猕猴桃溃疡

病的 防控以化 ：学和物理方法为主 但防治效果均不

理想 。 商陆为商陆科多年生亚灌木状草本 ， 髙 １ ． ５
̄

２ ． ０ｍ
，
是一种含钾量商的育效绿肥 ，喜温暖湿润 的气

候条件
，
在土层厚、湿润疏松的 环境 中 长势更好 ，其

根含有Ｉｆ陆毒素 ，
对蚜虫有一定 的 防治效果 。 博落 画

系罂粟科多年生高大韋本植物或呈亚灌木状 ，
又名

号筒杆 、 喇叭筒等
，
窩达 ２ ． ５ｍ

，
广泛分布于我 国 长江

以南 、南岭以北 ，
南至广东 、西至贵州 、西北达甘肃南

部？ 生长于海拔 １ ５０
￣

８ ３０ｍ 的丘陵或低山林 中
、灌丛

中或草丛 间
，
喜温暖 、 湿润 的 环境

，
喜肥 、怕 涝 ，

有较

强的抗旱力和耐寒力 ，对土壤要求不严气 研究表明
，

博落菌 竄含异塞啉类生物碱
，
在抗菌抗炎 、杀虫 、改

善肝功能和増强免疫力 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疗效％ 其

所含的血根碱对植物细菌 、 霉菌和病毒的长生繁殖

具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 目 前博落 回作为
一种广谱无

公害天然杀虫剂正在被广泛使用 ， 但在果ａ 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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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陆和博落 间作为 常见绿肥类作物 ，具有遮 阳 、

杀菌 、杀虫特性
，
本研究利用该绿肥类作物作为间作

作物将其 间植到红 阳猕猴桃果 园 中 作隔离带 ，
探究

其对猕猴桃溃疡病 的 防控作用 ，
以其通过生物 防控

手段有效地防治溃疡病传播
，
降低溃荡病的发病机

率 ，具有重要 的生产实践意义 ^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 １ 供试材料

红 阳猕猴桃 、商陆 、博落回 ＆

１ ． ２ 试验时 间

红 阳猕猴桃 为 ２０ １ ６ 年栽植
，

２０ １ ７ 年少量结果 ，

２０ １ ９ 年乔化栽培已基本成型 ； 间作作物 ２０ １ ８ 年栽植

在乔化挪猴桃 的行 间 ，
２０ １ ９ 年 ４ 月 １ ０Ｈ ：

、
２〇２〇年

４ 月 １ ０ 曰连续统计 ２ 年试验数据
，
取其平均数 ｓ 这两

年均遇到秋季干等 （俗称
“

秋老虎
”

） 。

１ ． ３ 试验方法

１ ． ３ ． １ 试猃处理 处理① ：猕猴桃与商陆间作 ，
在猕

猴桃行间种植 １ 行商陆 ；

处理② ： 猕猴桃与商陆 间

作
，
在繊猴桃行间种植 ２ 行商陆

，

２ 行商 陆间 隔 ３
̄

４ｍ
；
处理 繊猴桃 博落固 向作 ， 在猕猴桃行甸种

植 １ 行博落 回
；
处理④ ： 猕猴桃与博落Ｍ 间作 ，

在挪



如

猴桃行 间种植 ２ 行博落 回 ，
２行博落 回匈 隔 ３

￣４ｍ
；

处理⑤对对照 （
ＣＫ

） ，
不设间 作作物 。 每个处理选取猕

猴桃 ５０ 株
，重复 ３ 次 ， 各处理同等水平施肥及化学

用药防治 ＜ ^

１ ． ３ ．２ 种植方式 种植地为平地 ，
相邻两株猕猴桃

的株距为 １ ． ５ｍ
，
相邻两行称猴桃 的行距为 ４￣ ５ｍ

，
每

行猕猴桃与 商陆或博落 回 间距为 ０ ． ５ｍ
， 商陆 、 博落

回 的株均距为 ０ ． ４￣０ ． ５ｍ
，
种植商陆 、博落 画 ２ 行

，
中

间间 隔 ３ ￣４ｍ
，
便于小型机械作业 》

１ ． ３ ． ３ 各处理 同 等 肥 力 猕猴桃与博落 ０ 的种植过

程 中每株植株加施有机肥 ４ ． ５
￣５ ． ５ｋｇ 和硫酸钾 ０ ． ４ ̄

０ ． ６ｋ
ｇ ，有机肥选用烟梗肥 、鸡粪等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 １ 猕猴桃行 间 间 植 商 陆 和 博落 回 的 溃 疡病发 病

情况

从附表可以看出
，
处理＿的猕猴桃行间种植 ２ 行

博落 回 的抗溃疡病效果最好
，
树势茂盛 ，

无发病株 ；

其次是处理③的猴桃行 间种植 １ 行博落 ０ 的
， 其发

病率兑有 ５ ． ８２％
，
死ｆ；率 ３ ． ２０％

；
较纖的是处理４）的

總猴桃行间种植 １ 行商陆 的 ，其发病率为 １ ５ ． ６０％
，
死

亡率 为 ８ ． ９５％
；
对 照 的 效果最＿

， 其 发 病率 为

附 表 猕猴桃溃疡病发 病统计

处理 种植猕猴桃株数 （株 ） 病株数 （株 ） 死亡数 （株 ） 发病率 （
％

） 死亡率 （
％

）

处＿ ５０ ７ ． ８０ ４ ．４８ １ ５ ．６０ ８ ． ９５

处理＿ ５０ ４ ． １ ８ ２ ． ８３ ８ ． ３ ５ ５ ． ６５

教理ｉ ｓ ５０ ２ ．９ １ １ ． ６０ ５ ． ８２ ３ ．２０

处＿ ５０ ０ ０ ０ ０

对 ＣＫ ５０ ３４ ．４５ ２４ ．４０ ６ ８ ．９０ ４８ ． ８０

ｆｔ
： ；
２０ １ ９ 年 ４ 其 １ ０ 日 和 ２０２０， 

４
＃１０书 检＿讀藥的平均数。

６８ ． ９０％
， 死亡率为 ４８ ． ８０％ ？这说明商陆和博落回种植

在猕猴桃行间都能起隔离 、 遮 阳作用
，
能有效地阻止

猕猴桃溃疡病的传播 ，
减轻溃疡病的发生 博落 回植

株较高 ， 在 ７ ？ ８ 月 份高温季节对猕猴桃有遮 阳 作用

（猕猴桃系半 阴性植物 ）
，
所 以 间植 ２ 行博落 ＿ 的抗

溃疡病效果最为 明显
，
几乎不发病

；
而商陆植株 比博

落回矮
，
遮 阳效果略差ｆ博落 回

，
杀菌 、抑 菌作 用 也

略差于博落栖 ，
西此其抗溃疡病效果也■于博落回 ｓ

２ ． ２ 猕猴桃溃疡病发病 时期

一般在 ２ 月 中下旬开始发病 ，
枝于流浓 ，

破坏形

成层组织 ，
开春萌芽后发病严篁的到 ３ 月下旬至 ４ 月

上旬开始死亡 ； 参季发生轻度溃疡病 的 （形成 ．层没有

被完全破坏 的 ）猕猴桃 由
＇

于高温干爭
，
根系向 叶 片输

送水分受阻
，
叶片也表现 出干枯现象 。

一般在 ７￣ ８ 月

份离温季节 因形成层细胞分裂受损 ，
分裂形成次生

木质部和次生韧 皮部受阻 ，
根系接收来 自 地上部分

的有机营养减少
，
根系生长不良

，
影响根系对土壤水

分的 吸收 ，
从而导致叶弁处于缺水状态 ， 使叶 ）ｔ＿

枯症状
，
严重的导致全株死亡￥ 种植 间作作物起到遮

阳 、保猶作用会缓解相关症状 ＜卞廣 的 ６ Ｊ ）

－

２３ ７



２ ． ４ 加 强秧 田 管理

２ ． ４ ． １ 秧 田 的 水分管理 秧 田期水分管理以湿润管

理为主 ，
如遇持缝阴雨天气时要排干 田 水 ，

防止溃

水
，
减少烂秧死秧 。 当 阳光较强 、 水分不 足时要及时

灌溉 ，
确保秧苗的健康生长 ^

２ ．４ ．２ 鞅 田 的 肥料管理 ：对于长势弱 的秧雷 ，
在 阻

天或晴天傍晚用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 喷施
，

以 促进

秧亩的生长 ＊ ｆ

移栽前 ５￣７ｄ 施送嫁肥
，
用稀糞水或沼

气液或 的尿素液淋施％

２ ． ４ ． ３ 秧 田 的 病 虫 害防 治 钦州赤禾一般很少犮生

病虫害 ，
姐有发生

，
可在移栽前 ３

￣

５ｄ 苗异稻瘟净加

病議 Ａ 或吡虫啉加痛毒 Ａ等喷施
，
预防螟虫 、 稻瘟

病、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等病虫害的发生￥

２ ． ５ 适龄移栽
，
合理密植

钦州赤禾适：营移栽秧龄为 １ ５ ￣２０ｄ
，
叶龄为 ３ ． ０ ̄

４ ． ５ 叶 ，
根据当地气候特点 ，

及时将秧亩移栽到太田
，

并合理密植＇

２ ． ６ 移栽插秧

钦州赤禾 的植株 ：坐长较为茂盛 ，尽羹做到浅插 、

宣插 。 种植密度为 ３０ｃｍｘ４０ｃｍ
，
每穴 １

￣２ 粒谷苗 ，并

及时賽黄补缺 ，确保插足基傘窗 。

２ ． ７ 大 田水肥管理

由 于赤禾一般都种植在有海潮灌注 的较低洼 田



２０２ＣＵ 粮食作物

块
，

土层深厚
，
各种营养成分十分羊詹

，
所 以

，
栽培过

程一般都不用施肥和喷农药
，
整个生产过程十分绿

色环保 ６ 对于受海水潮汐影响较小 、 肥力不足 的个别

Ｈ块
，
移栽前宜ｆ犁耙 田 时撒施经有关部 门认证检

测达标的生物有机肥 每亩 １ ００ｋ
ｇ 或农家肥 ３００ｋ

ｇ

作基肥 。

２ ． ８ 大 田 病虫害 防治

一般情况下
，
赤禾在４长期 间很少发生病虫害 ，

或者发生较轻
，
可采用灯光诱杀 、 性诱剂诱杀等辅助

手段来进行病虫害的防治 ９

２ ． ９ 收 割

当稻谷谷粒有 ９０％ 以上变黄 成熟 时 即 可收割 ｅ

收获后要及时脱粒 、 晒千或烘干 ，弁做好包装、
人库

贮藏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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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 ， 利用植株较高 的博落 回作 间 作作物

具有遮 阳 、隔离 、 保湿 、杀菌 、 杀虫 的 作用 ，
溃疡病 防

控效果较其他的 间作物好 ，
尤其是在猕猴桃行间种

植 ２ 行博落囲 的溃疡病防控效果更好 ｐ

本试验利 用具有遮 阳 、杀菌 、杀虫特性的博落 回

与猕猴桃进行间 作种植以 防控猕猴桃溃疡病
，

是一

种全新的■物防治方法 ；ｓ 博落 、回所含的血根碱对植

物细菌 、 霉菌和病毒 的生长繁殖同样具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
，
阻止 了 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的传播 ，

可起

到隔离屏 障作用 ，
而且 比 化学防治效果好

，
不会 出 现

耐药性 。 同时 ，猕猴桃为半萌性植物 （野生猕猴桃常

生ｆ 阔 叶林 中 ，
未见溃疡病 ） ， 怕 水涝 ，

不耐 宁旱 ，
遇

７
、
８ 月 份高温季节

，
博落回还能为其遮阳 、保湿

，
有利

保持猕猴桃树势的健康生长 ，
提高 了其抗病能力 。

—

２９ ６
—

这一研究成果正在被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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