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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溃疡病是猕猴桃生产中的一种毁灭性病害。通过连续几年的防治试验和实地调查研究，根据溃疡病的形

成原因，结合试验点实际，研究了猕猴桃溃疡病综合防治方法，总结出了猕猴桃溃疡病综合防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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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ntegrated Control of Canker of Kiwi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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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ker disease is a devastating disease in the kiwifruit production． Through some years of con-
trol tests，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and according to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canker disease，studies
were made of the method of integrated control of canker disease and the integrated control of canker dis-
ease model of kiwifruit was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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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溃疡病是一种丁香假单胞杆菌引发的低

温性细菌病害。该病传播快、危害重，具有隐蔽性、
爆发性和毁灭性的特点，是制约猕猴桃产业发展的

主要病害［1，2］。从 2007 年开始，阿坝州猕猴桃产区

开始点片发生溃疡病，由于栽植数量少，未引起足够

重视。“5·12”汶川地震后，猕猴桃作为我州产业

支持发展对象，开始大面积种植，主栽品种为海沃德

和红阳［3］。近几年研究表明，溃疡病发病面积逐年

增加，发病程度逐年加重。品种方面，红阳品种发病

最重，发病株率高，出现大量死苗现象，个别农户甚

至毁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严重挫伤了果农积

极性。
为了进一步摸清溃疡病在我州发生发展规律及

特点，为防治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从 2009 年起，课

题组通过对猕猴桃溃疡病在我州发生的地域特点及

规律进行多年研究，并通过开展防治试验，初步总结

出了防治方法。

1 表现症状

猕猴桃溃疡病主要危害树干、枝条、叶片及花，

危害的部位不同，症状也不一样。在主干和枝条上，

病部皮层初呈水渍状软腐，然后扩大，病部溢出白色

黏质菌脓，与伤流混合后呈红褐色或锈红色; 在新生

叶片上，病部呈现水渍状褪绿小点，后发展成不规则

或多角形褐色斑点，病斑边缘有明显的黄色晕圈; 在

花上，主要危害花蕾，花蕾感病后不能张开，变褐枯

死后脱落。

2 发病规律

溃疡病病原菌是一种腐生性，又耐低温的细菌，

DOI:10.16779/j.cnki.1003-5508.2014.06.020



该病菌在病枝上越冬或随病枝、病叶在土壤中越冬，

成为第二年的侵染源［4，5］。借风雨、昆虫、嫁接工具

等媒介传播，从植株伤口、虫孔、气孔、皮孔、芽基、落
叶痕等孔口入侵，位于皮层与木质部之间，给防治带

来较大困难［5］。
据调查，我州猕猴桃溃疡病在春季温度 4℃ ～

20℃时发病，3 月 ～ 4 月最为严重，5 月份随气温升

高而减轻，若遇局部冻害严重时，溃疡病随之发病加

重。虫害严重区及修剪伤口过多区发病也严重，由

伤口侵入，增加感染机率。

3 防治措施研究

猕猴桃溃疡病综合防治，科学管理是基础，选好

药剂是前提，预防为主是保证，培养抗性是关键。在

做好水肥管理，提高抗性的前提下，选出效果好的低

毒无残留的防治药物，成为了保证防治效果的关键。
在松潘县小河乡和汶川县漩口镇进行了不同药

品防治溃疡病病斑试验。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

计，30 个病斑做 1 个处理，清水对照，3 次重复。以

病斑处未再表现出溃疡病发病特征作为治愈病斑，

否则视为没有治愈的病斑，以病斑治愈率的高低来

衡量防治效果。具体如下:

3． 1 不同药剂对红阳猕猴桃溃疡病病斑防治效果

的差异

在松潘县小河乡和汶川县璇口镇，选取红阳猕

猴桃溃疡病树，采用刮除溃疡病病斑的方法，用不同

药剂进行防治。经 F 检验，不同药剂防治对溃疡病

病斑防治有极端显著性差异。采用 t 检验法进行处

理间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不同药剂防治松潘小河红阳猕猴桃溃疡病的统计分析表

供试药剂
治愈病斑数( 个·区 － 1 )

Ⅰ Ⅱ Ⅲ
治愈率( X)

( % )
X － 7． 78 X － 76． 67 X － 80 X － 85． 55 L． S． D* M． S． D＊＊

松脂酸铜 26 28 28 91． 11 83． 33 14． 44 11． 11 5． 56 8． 25 12． 58
克胶王 27 25 25 85． 55 77． 77 8． 88 5． 55

95% CT( 细菌灵) 26 25 21 80． 00 72． 22 3． 33
72% 农用链霉素 25 23 21 76． 67 68． 89

对照 2 3 2 7． 78

从表 1 可知，松脂酸铜防效与对照及 72% 农用

链霉素防效有极显著差异，与 95% CT ( 细菌灵) 防

效有显著差异; 克胶王防效与对照有极显著差异，与

72%农用链霉素防效有显著差异; 95% CT( 细菌灵)

与 72%农用链霉素与对照有极显著性差异。

表 2 不同药剂防治汶川璇口红阳猕猴桃溃疡病的统计分析表

供试药剂
治愈病斑数( 个·区 － 1 )

Ⅰ Ⅱ Ⅲ
治愈率( X)

( % )
X － 8． 89 X － 75． 56 X － 77． 78 X － 86． 67 L． S． D* M． S． D＊＊

松脂酸铜 28 26 25 87． 77 78． 88 12． 21 9． 99 1． 10 8． 36 12． 74
克胶王 27 25 26 86． 67 77． 78 11． 11 8． 89

72% 农用链霉素 25 24 21 77． 78 68． 89 2． 22
95% CT( 细菌灵) 23 20 25 75． 56 66． 67

对照 3 3 2 8． 89

从表 2 可知，松脂酸铜防效与对照有极显著差

异，与 95% CT( 细菌灵) 和 72% 农用链霉素防效有

显著 差 异; 克 胶 王 防 效 与 对 照 有 极 显 著 差 异，与

95%CT( 细菌灵) 及 72% 农用链霉素防效有显著差

异; 95%CT( 细菌灵) 与 72% 农用链霉素与对照有

极显著差异。
从表 1 和表 2 中可知，松脂酸铜和克胶王对溃

疡病病斑防效最大，可以采用。
3． 2 不同药剂对海沃德猕猴桃溃疡病病斑防治效

果的差异

在汶川璇口，选取海沃德猕猴桃溃疡病树，采用

刮除溃疡病斑的方法，用不同药剂进行防治。经 F
检验，不同药剂防治对溃疡病病斑防治有极显著差

异。采用 t 检验法进行处理间差异显著性检验，结

果见表 3。
从表 3 可知，松脂酸铜防效与对照及 72% 农用

链霉素防效有极显著差异，与 95% CT ( 细菌灵) 防

效有显著差异; 克胶王防效与对照及 72% 农用链霉

素防效有极显著差异; 95%CT( 细菌灵) 防效与对照

有极显著差异，与 72% 农用链霉素防效有显著差

异; 72%农用链霉素与对照有极显著差异。因此，松

脂酸铜和克胶王对溃疡病病斑防效最大，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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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药剂防治海沃德猕猴桃溃疡病的统计分析表

供试药剂
治愈病斑数( 个 /区)

Ⅰ Ⅱ Ⅲ
治愈率( X)

( % )
X － 11． 11 X － 73． 33 X － 81． 11 X － 87． 78 L． S． D* M． S． D＊＊

松脂酸铜 28 27 25 88． 89 77． 78 15． 56 7． 78 1． 11 7． 74 11． 80
克胶王 27 27 25 87． 78 76． 67 14． 45 6． 67

95% CT( 细菌灵) 26 22 25 81． 11 70． 00 7． 78
72% 农用链霉素 20 24 22 73． 33 62． 22

对照 3 4 3 11． 11

3． 3 用相同药剂直接涂刷和刮开病斑防治效果的

差异

在松潘县小河乡 6 a 生猕猴桃园内，选取猕猴

桃溃疡病病斑，采用直接涂刷药剂和刮除病斑外皮

施药两种方法，施以“松酯酸铜 + 必菌鲨 + 好湿 +

阿卡迪安”的组合防治，并设置对照作对比防治试

验。经 F 检验，涂刷、轻刮和对照 3 种处理方式对溃

疡病病斑防治有极显著差异。采用 t 检验法进行处

理间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不同施药方法防治猕猴桃溃疡病的统计分析表

处理
治愈病斑数( 个 /区)

Ⅰ Ⅱ Ⅲ
治愈率( X)

( % )
X － 8． 89 X － 73． 33 L． S． D* M． S． D＊＊

轻刮 26 28 28 91． 11 82． 22 17． 78 4． 97 8． 05
涂刷 21 23 22 73． 33 64． 44
对照 3 3 2 8． 89

从表 4 可知，采用轻刮和直接涂刷的方式与对

照有极显著差异，轻刮处理与直接涂刷处理有极显

著差异。因此，轻刮处理对溃疡病病斑防效最大，可

以采用。

4 讨论与结论

猕猴桃溃疡病是一种世界性病害，发病初期是

可治的，发病严重时的施药是徒劳的，应当及时清除

病原［6］。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治要坚持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的原则，严格控制病菌传播，加强管理增强树

势。根据笔者近几年调查和试验，基本摸清了阿坝

州猕猴桃溃疡病发生发展规律，初步总结出了溃疡

病综合防治技术。
4． 1 生物防治

4． 1． 1 科学选址，减少病原菌

猕猴桃可以栽培在平地和山地，最好是未建立过猕

猴桃园的区域，这样病原菌相对较少。根据几年的

调查和观测，在山坡地建园，猕猴桃的成活率以及生

长、发育都比平地要好，而且不易遭受晚霜及早风为

害。猕猴桃对土壤的要求虽不严格，但仍以肥沃、土
层深厚、排水良好、pH5 ～ 7 之地建园最为合适［7］。
粘重、积水之地、盐碱地都不适宜，pH8 以上之地需

要改土之后方可建园。

4． 1． 2 增强树势，提高树体的免疫力

高厢栽植，加强管理，平衡施肥，增施有机肥、磷
钾肥，改良土壤，达到土壤疏松肥沃，以利猕猴桃根

系扩展和深扎。大力推进配方施肥，实时挂果，合理

负载，保持健壮的树势，提高抗溃疡病的能力，减少

发病机率。
4． 1． 3 减少菌源

冬季及时做好清园工作，集中烧毁病枝、落叶

等，做好树干涂白，减少病原菌越冬数量。
4． 1． 4 减少病菌侵入途径

不栽植带菌苗木和病园采集接穗; 上年 9 月 ～
10 月，彻底防治害虫，减少虫害引起的虫孔; 冬季修

剪时，剪刀口应光滑平整，减少大的伤口，冬剪结束

后及时喷药封闭果柄口、叶柄口和剪口，使病菌侵入

无入之门; 发病果园修剪时，剪具要严格消毒，防止

人为传播，也可用两把剪具，一把剪病树，一把剪无

病树。
4． 2 化学防治

溃疡病化学防治，掌握防治时间是关键。
4． 2． 1 春季防治

春季发病，在我州出现在 2 月 ～ 4 月，多在 3 月

中旬发病严重，特征明显。发现流红水即行刮除，先

刮病部，待病部刮到好皮交接处时，刮刀用酒精或火

烧消毒，再刮好皮，直到刮光病部。然后进行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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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根和叶面喷施药剂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涂抹防治: 刮光病斑后用克胶王干粉涂抹。对

于发病严重或者病斑较多的大树干，用克胶王干粉

+ 春雷霉素 + 翔驰增效助剂 + 注射用头孢拉丁( 或

其他抗生素) + 清水，兑成粘稠状涂抹树干;

灌根处理: 忠诚五星( 中微元素) + 速溶诺泰克

+ 有机宝( 土改专用) ;

叶面喷施: 绿海金龙 ( 芸苔素内酯) 1 500 倍 +
胺鲜酯 2 000 倍 + 康朴液硼 1 000 倍 + 荧光假单胞

杆菌 + 美农王( 抗寒防冻) 。
4． 2． 2 冬季防治

8 月开始，尤其 9 月病菌侵入。从源头上控制，

可在 9 月中旬，选用如下防治方法:

涂抹防治: 刮光病部，用“松酯酸铜 + 必菌鲨 +
好湿 + 阿卡迪安”涂抹病部;

灌根处理: 忠诚五星( 中微元素) + 速溶诺泰克

+ 有机宝( 土改专用) ;

叶面喷施: 绿海金龙( 芸苔素内酯) 1500 倍 + 胺

鲜酯 2000 倍 + 康朴液硼 1000 倍 + 荧光假单胞杆菌

+ 美农王( 抗寒防冻) 。
4． 3 其他措施

早春 2 月份开始加强果园病害检查，发现枝干

发病及时剪除，发现主干和大枝发病要及时刮出，然

后涂药保护。

伤流期不能采取刮治措施，一般在伤流前或伤

流后。剪掉的病枝、刮掉的病组织要及时运出田外

烧毁或深埋，减少入侵病菌，切忌不能乱扔或堆放田

间地头。分区分片统一彻底防治，消灭传染源，防止

果园间相互传播。
感病种苗和果实不得进入无病区。溃疡病是难

治的病害，但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基本上能治愈。切

断传染源更是防治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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