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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核桃有害生物种类及防治建议

潘　勇
（盐亭县林业局，四川 盐亭　６２１６００）

摘　要：采用踏查和标准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于２０１７年对盐亭县核桃有害生物种类、分布范围和危害程度进行
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危害核桃的虫害有１３种、病害５种、有害植物２种。主要有害生物有核桃举肢蛾、核桃长
足象、云斑天牛、核桃黑斑病、核桃褐斑病、核桃炭疽病等。本文分析了盐亭县核桃主要有害生物危害特点及防治

现状，并提出防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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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盐亭县紧紧围绕“生态建设产业化，产
业建设生态化”的工作思路，走生态建设产业化发

展之路，把发展核桃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头

戏来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推广核桃的良种化

栽培和规模化种植。相继建成万亩核桃基地乡镇３
个；着力打造了照红村、文生村、云龙村、八角村、青

龙村等一批的核桃产业示范新村，让核桃成为助农

增收的支柱产业。截止２０１７年底，全县核桃投产面
积 ４０００ｈｍ２，盛产面积 １３３３３３ｈｍ２，年产干果
６０００ｔ～８０００ｔ，年产值３亿元左右，占林业总产值

的２５％，带动农户８万多户。
随着核桃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特别是易感病

虫害的早实核桃的大面积栽培，在粗放管理的情况

下，核桃有害生物的危害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盐亭

县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摸清盐亭县核桃有害生

物种类与危害分布情况，结合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盐
亭县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工作，开展了核桃有害生物

专项调查，目的是明确危害核桃的有害生物种类，并

提出对主要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控对策，为核桃优质

增效、助农增收提供坚实的科技保障，为核桃产业发



展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７年１月、４月、６月、７月和９月，共调查５

轮次，调查范围包括全县３６个乡镇核桃产区。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踏查和标准地调查，具体标准参照《四川

省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技术标准》［１］，本次普查踏查

线路如图１所示。
１．３　调查对象

调查包括成片核桃林（包括种植基地、新栽植

核桃林）、四旁散生核桃和苗圃等。

２　结果与分析

通过盐亭县核桃产区系统调查，对有害生物汇

图１　盐亭县林业有生物普查踏查线路示意图

总并分类鉴定，调查共发现虫害１３种、病害５种、杂
草两种（详见表１、表２、表３和表４），各月份发生趋
势图及危害程度见图２和图３。

表１ 盐亭县核桃有害生物调查时间种类汇总

调查轮数 调查时间 调查林业有害生物种类

１ ２０１７年１月 核桃烂皮病

２ ２０１７年４月 核桃褐斑病、云斑天牛、核桃举肢蛾、麻皮蝽

３ ２０１７年６月 核桃褐斑病、核桃灰斑病、云斑天牛、樗蚕蛾、八点广翅蜡蝉、油桐绒刺蛾、茶袋蛾、核桃果象、黄果茄、草

４ ２０１７年７月 核桃烂皮病、核桃褐斑病、核桃黑斑病、核桃炭疽病、草、云斑天牛、桃蛀螟、星天牛、核桃长足象、胡桃豹夜蛾

５ ２０１７年９月 桃蛀螟、松寒蝉、中环蛱蝶、油桐绒刺蛾

表２ 盐亭县核桃虫害种类及分布

虫害名称 拉丁学名 危害部位 分布范围

云斑天牛 Ｂａｔｏｃｅｒａｌｉｎｅｏｌａｔａ 干部
玉龙镇、黄甸镇、富驿镇、两河镇、麻秧乡、安家镇、柏梓镇、农林镇、冯河乡、
金孔镇、云溪镇

核桃长足象 Ａｌｃｉｄｏｄｅｓ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ｈａｏ 果实
玉龙镇、黄甸镇、富驿镇、两河镇、麻秧乡、安家镇、柏梓镇、农林镇、冯河乡、
金孔镇、云溪镇

核桃横沟象 ＤｙｓｃｅｒｕｓｊｕｇｌａｕｓＣｈａｏ 根部、干部 黑坪镇、石牛庙乡、安家镇、柏梓镇、农林镇、冯河乡、金孔镇、云溪镇

核桃举肢蛾 ＴｒｉｊｕｇｌａｎｓｈｅｔａｏｈｅｉＹａｎｇ 果实
玉龙镇、黄甸镇、富驿镇、两河镇、麻秧乡、安家镇、柏梓镇、农林镇、冯河乡、
金孔镇、云溪镇、黑坪乡、石牛庙乡

桃蛀螟 Ｄｉｃｈｏｃｒｏｃｉｓ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果实 玉龙镇、黄甸镇、富驿镇、两河镇、麻秧乡、安家镇、柏梓镇、

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干部 两河镇、云溪镇、富驿镇

麻皮蝽 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ａｆｕｌｌｏ 叶部 黑坪镇、玉龙镇、富驿镇、高灯镇

八点广翅蜡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ｓｐｅｃｕｌｕｍ 叶部、枝梢部 林山乡、安家镇、来龙乡、两河镇、八角镇、林农镇

松寒蝉 Ｍｅｉｍｕｎａｏｐａｌｉｆｅｒａ 干部、枝梢 富驿镇、玉龙镇

中环蛱蝶 Ｎｅｐｔｉｓｈｙｌａｓ 叶部 八角镇

油桐绒刺蛾 Ｐｈｏｃｏｄｅｒｍａ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叶部 两河镇

胡桃豹夜蛾 Ｓｉｎｎａｅｘｔｒｅｍａ 叶部 富驿镇

茶袋蛾 Ｃｌａｎｉａｍｉｎｕｓｃｕｌａ 叶部 黄甸镇、云溪镇、富驿镇

表３ 盐亭县核桃病害种类及分布

病害名称 拉丁名 危害部位 分布范围

核桃黑斑病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ｊｕａｌａｎｄｉｓ 叶部、枝梢、果实 柏梓镇、云溪镇、两河镇、高灯镇、八角镇

核桃灰斑病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ｉｃｔａｊｕｇｌａｎｄｉｓ 叶部 云溪镇、两河镇、冯河乡

核桃褐斑病 Ｍａｒｓｓｏｎｉｎａｊｕｇｌａｎｄｉｓ 叶部、枝梢、果实 玉龙镇

核桃烂皮病 Ｃｙｔｏｓｐｏｒａｊｕｇｌａｎｄｉｎａ 干部 安家镇

核桃炭疽病 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ｆｒｕｃｔｉｇｅｎｕｍ 叶部、果实 安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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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盐亭县核桃有害植物种类及分布

有害植物名称 拉丁学名 危害部位 分布范围

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枝梢部、干部、林间杂草 大兴乡、黄甸镇、冯河乡、龙泉乡

黄果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ｘａｎ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ｍ 林间杂草 全县

图２　盐亭县核桃有害生物各月份发生趋势及危害程度

　　通过统计可知，盐亭县林业有害生物主要发生
期为４月 ～９月份，其中６月 ～９月份为发生高峰
期。其中发生程度严重的种类有核桃举肢蛾、核桃

长足象、核桃黑斑病和核桃炭疽病。

２．１　盐亭县核桃虫害种类及危害特点
通过调查统计，危害严重的虫害有核桃举肢蛾、

核桃长足象；而云斑天牛、麻皮蝽、核桃横沟象等有

危害加重的趋势。在调查中发现核桃举肢蛾、核桃

长足象、云斑天牛通常是混合发生，引起核桃树势衰

弱、减产或者大树死亡。

２．１．１　核桃举肢蛾
幼虫蛀食核桃果实及种仁，果皮、种仁发黑、皱

缩，严重的引起早期落果［２］。调查中发现新栽植结

果核桃园危害较轻，盛果期核桃园危害重；荒坡栽植

的较耕地上种植的发生重。该虫在盐亭县 １ａ两
代，越冬幼虫于４月上旬开始化蛹，５月中、下旬为
化蛹盛期，蛹期７－１０ｄ；越冬代成虫最早出现于４
月下旬，５月中、下旬为盛期，６月上、中旬为末期；５
月上、中旬出现幼虫为害。６月出现第１代成虫；６
月下旬开始出现第２代幼虫为害。５月底６月初危
害高峰期，可采用每隔１０ｄ～１５ｄ选喷溴氰菊酯乳
油。

２．１．２　核桃长足象
主要以幼虫危害果实，被害果上有产卵孔，幼虫

蛀入果内取食果仁，果实内部变成空壳，造成落

果［３］。根据调查，盐亭县全部区域都有分布，局部

较重。散生四旁分布的核桃植株受害轻，盛果期成

片核桃危害重，早实核桃危害重于原生核桃。７月
中旬成虫羽化盛期，可用８％氯氰菊酯微胶囊剂稀
释３００倍液喷施，秋冬季捡拾落果可有效控制虫口

基数。

２．２　盐亭县核桃病害种类及危害特点
通过调查统计，危害严重的病害有核桃黑斑病

和核桃褐斑病，两种病害通常是混合发生，不容易分

辨，影响核桃树生长和核桃品质。此外，核桃炭疽病

有危害加重的趋势。核桃病害的主要发生期为４月
～８月。
２．２．１　核桃黑斑病

在嫩叶上病斑褐色，多角形，在较老叶上病斑呈

圆形，中央灰褐色，边缘褐色，有时外围有黄色晕圈，

中央灰褐色部分有时形成穿孔，严重时病斑互相连

接。有时叶柄上亦出现病斑。枝梢上病斑长形，褐

色，稍凹陷，严重时病斑包围枝条使上部枯死。果实

受害时表皮初现小而稍隆起的褐色软斑，后迅速扩

大渐凹陷变黑，外围有水渍状晕纹，严重时果仁变黑

腐烂，老果入侵只达外果皮［４］。６月底７月初，发病
前每隔２０ｄ喷施塞菌酮５００倍～６００倍液可有效预
防。

２．２．２　核桃褐斑病
为害叶片、嫩梢和果实。先在叶片上出现近圆

形或不规则形病斑，中间灰褐色，边缘暗黄绿色至紫

褐色。病斑常常融合一起，形成大片焦枯死亡区，周

围常带黄色至金黄色，病叶容易早期脱落。果实上

的病斑较叶片小，凹陷，扩展后果实变成黑色而腐

烂［５］。７月～８月为发病盛期，可每隔１０ｄ～１５ｄ
喷施２５％戊唑醇 ４０００倍液。
２．３　盐亭县核桃有害植物种类及危害特点

通过调查统计，盐亭县危害核桃的有害植物主

要有两种，分别为草［６］和黄果茄。主要危害期为

６月～８月，另外还有常见的禾本科杂草、菊科等杂
草，杂草危害程度和核桃栽培管理呈负相关。

２．４　防治现状
目前，盐亭县选育并多年推广的绵核１号、蜀兴

１号、蜀兴６号核桃被四川省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
认定为优良品种，在当地的适应性较好。但随着核

桃价值的凸显，部分林农为了追求效益，随意引种核

桃，造成品种混杂，单株产量悬殊，抗病性差异很大。

在调查中发现，林农对如何科学合理使用农药

存在很大误区，主要有：（１）林农对病虫草害认识不
准确，不容易把握最佳防治时机，往往造成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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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增加防治次数和用药量，造成成本增加、抗药

性增强和环境破坏；（２）林农对农药成分的发展变
化不了解，对老成分的农药有依赖，不了解新成分农

药的功效和使用方法，接受新技术慢；（３）林农不愿
意严格遵守农药的用法用量，混配随意、有意加大用

量，容易导致成本增加和产生药害 。

２．５　防治建议
核桃有害生物防治应本着“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原则。通过选育抗病品种，以物理、农业防治

措施为主，尽量少用或不用化学防治。农药的选择

也以高效低毒低残留为标准，尽量减少喷洒次数，降

低污染。针对普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防治技

术建议。

２．５．１　休眠期（１１月～２月），
核桃采收后，脱下的果皮应与处理、结合修剪、

剪除病枝梢及病果并收拾地面落果等，集中烧毁，以

减少病菌来源。深翻树冠下的土壤，破坏冬虫茧，可

消灭部分越冬幼虫，或使成虫羽化后不能出土，降低

虫口基数，对核桃举肢蛾、核桃长足象等虫害有很好

的控制作用。喷施石硫合剂，可有效地控制核桃炭

疽病、黑斑病和虫害。

２．５．２萌芽期（３月）
喷施３～５波美度的石硫合剂，可防止蚧壳虫、

核桃炭疽病、黑斑病等叶部病害。采用多菌灵、甲基

托布津等涂干，防治核桃烂皮病等干部病害。

２．５．３　果实膨大期（４月～６月）
采用黑光灯、糖酒醋液诱杀蛾类成虫，人工捕捉

云斑天牛成虫，对核桃果象、核桃举肢蛾等可采用每

隔１０ｄ～１５ｄ选喷溴氰菊酯乳油等，将幼虫消灭在
蛀果之前。核桃横沟象用氯氰菊酯涂刷受害部位，

然后覆土，可杀死根部幼虫。其他虫害可根据情况

适当防治。叶部病害可喷施７０％甲基托布津 ＋春
雷霉素，每隔１５ｄ喷１次，可与乙蒜素、草酸铜或１∶
０５∶２００的波尔多液等药剂交替使用，以防产生耐
药性。

２．５．４　成熟期（７月～８月）
及时清理落果，树干注药或者用泥土封口等方

法防治云斑天牛。叶部病害喷施多菌灵加咪鲜胺

等，采收前５ｄ～７ｄ禁止使用农药。
２．５．５　采收及落叶期（９月～１０月）

采果后结合修剪清除枯死枝、病枝，剪除的病枝

要集中烧毁。对枝干类病害采用刮除病斑，涂抹

７０％甲基托布津消毒、树干涂白等措施。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明确了对盐亭县核桃生产影响较大的

主要病虫草害的分布范围和发生程度。影响盐亭县

核桃生产的有害生物种类多为核桃产区常见种，本

次调查也首次发现油桐绒刺蛾、麻皮蝽［７］等种类危

害症状逐渐显现，在今后核桃管理中应多加防控，避

免发展成为主要有害生物。

本次调查增加了有害植物种类调查，其中草

是１ａ生蔓性杂草，主要是靠种子繁殖。是一种传
播快、生长快、危害性较大的危险性杂草，其匍匐茎

生长蔓延迅速，常缠绕在核桃树体上，严重影响其生

长，今后核桃管理中应注意清除杂草。

本次调查记录天敌种类 ４种，分别为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ｅｒｌａ）、食虫虻（Ｃｏｐｈｉｎｏｐｏｄ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异色瓢虫（Ｈａｒｍｏｎｉａａｘｙｒｉｄｉｓ）和暴猎蝽（Ａｇｒｉｏｓｐｈｏ
ｄｒｕｓｄｏｈｒｎｉ）。在核桃管理中要注意保护天敌，逐渐
减少化学药剂的依赖，利用天敌防治时应同时结合

物理防治措施进行，生产高品质核桃产品。

由于有害生物种类调查工作任务量大、时间长、

范围广、品种更新快，需要多年的系统调查才能完全

了解，因此，将在今后继续开展深入调查研究，以期

彻底掌握盐亭县核桃病虫草害的发生种类及发生规

律，为综合防治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１］　《四川省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技术方案》，２０１６年．

［２］　王兴旺，李峰，李强，等．核桃举肢蛾的生物学特性及防治研究

［Ｊ］．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０５，（６）：５３～５５．

［３］　张海欧，张春花，李恒，等．攀枝花市核桃病虫害调查初报［Ｊ］．

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１５，（５）：６２～６６．

［４］　董丽华．关于盐亭县核桃病虫害的调查研究［Ｊ］．绿色科技，

２０１７，（１７）：１９０～１９１．

［５］　杨莉，杨双昱，麻文建，等．核桃褐斑病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和发

病规律的调查［Ｊ］．林业科学研究，２０１７，（６）：１００４～１００８．

［６］　王小纪，张军灵，杨大宏．西安市林业有害植物种类及其危害

探讨［Ｊ］．中国森林病虫，２００８，（３）：２４～２６．

［７］　刘博，刘国鹏．麻皮蝽在猕猴桃园的危害及防治措施［Ｊ］．陕西

农业科学，２０１７，（１２）：６３～６４．

６８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