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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巫溪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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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连续３年对巫溪县不同区域核桃病虫害的观察研究，初步判定影响巫溪核桃产量的病虫害主要有核
桃长足象、云斑天牛、黑斑病和褐斑病，总结为“两虫两病“。根据巫溪不同海拔的“两虫两病”的发病规律以及病

虫害防治试验，初步总结出巫溪不同海拔段的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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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保健食品，受到全
世界各国的喜爱，享有“万岁子”“长寿果”等美

称［１］。近年来，由于大面积、高密度的栽植核桃，病

虫害的危害也愈来愈严重。不仅新栽植投产的果园

受危害，乡土核桃也深受其害。开展核桃病虫害观

测和研究，弄清危害巫溪县核桃的主要病虫害，探索

出防治核桃病虫害的关键技术方法，以期为提高核

桃产量，促进老百姓增收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连续３年在巫溪县内海拔６００

ｍ～１６００ｍ核桃分布区域，每２００ｍ１个梯度进行
定点观察核桃结果树病虫害危害情况，核桃品种为

乡土树种，每个点观察样株 ３０株，平均胸径在 １５
ｃｍ以上，均为四旁树，密度 ＜１０株·６６７ｍ－２，年产
干果量约１０ｋｇ·株 －１，６个点的土壤条件基本一
致，为山地黄壤，随海拔高度会有年平均温度的差

异。调查因子主要包括病害种类及数量、虫害种类

及数量、为害时间、是否为导致减产的主要因子等。

１．２　病虫害防治实验设计
病虫害防治开展时间为 ２０１７年，以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观测的病虫害为害时间为基础，结合各类病
虫害的特点，设计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防治时间逐渐

延后的方法。对每个海拔段的核桃树开展防治试



验，对比各海拔的防治效果，总结适宜的防治方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要病害种类及为害规律
巫溪县核桃主要病害有黑斑病［３～６］、褐斑病、炭

疽病、干腐病、根腐病、核桃日灼病等，根据连续３年
的连续观察，对核桃树势和产量影响最大的病害为

黑斑病和褐斑病。黑斑病为害果、叶、枝，导致落果，

严重时绝收；褐斑病主要为害叶，严重时引起早期落

叶，影响树势（见表１）。

表１ 巫溪县核桃主要病害调查

调查地点 海拔（ｍ） 病害种类 病害最早发现时间 发病级数（０～４）
菱角望乐村 ６８０ 黑斑病、褐斑病、炭疽病、干腐病、根腐病、核桃日灼病等 ４月２０日左右 ３
宁厂宝山村 ８５０ 黑斑病、褐斑病、炭疽病、干腐病等 ４月２８日左右 ２
中梁石锣村 １０２０ 黑斑病、褐斑病、炭疽病、干腐病、核桃日灼病等 ５月３日左右 ２
田坝马坪村 １２１０ 黑斑病、褐斑病、炭疽病 ５月６日左右 ２
乌龙鸳鸯村 １４２０ 少量黑斑病、炭疽病 ５月１０日左右 １
猫儿背林场 １５７０ 少量黑斑病，其他不明显 ５月１６日左右 １

注：发病级数按照０～４级，０为不发病，１～４级逐渐严重。

　　为害较重的病害主要有黑斑病和褐斑病。黑斑
病为害果实、叶、枝，特别对果实影响最大，严重的直

接导致落果；褐斑病最大影响是对叶，严重的生长季

节７月—８月份叶片受害后干枯脱落，严重影响树
势甚至死亡。

黑斑病一般在５月中旬至６月初开始发病，发
病盛期是在７月—９月，在菱角望乐村最早发现的
发病个例为４月２０日。通过观察，核桃园郁闭度
高，通风透光不良，湿度大为黑斑病传播流行提供了

有利条件。此外，清园不彻底，也会加重初侵染为

害。

褐斑病在５月—６月开始发病，７月—８月为发
病高峰期。与黑斑病类似，郁闭度高，通风透光不

良，湿度大为褐斑病爆发提供了滋生的环境。

２．２　主要虫害种类及为害规律
主要虫害有云斑天牛、长足象、扁叶甲、茶蓑蛾、

铜绿金龟、扁刺蛾、芳香木蠹蛾、银杏大蚕蛾、核桃举

肢蛾等。其中，为害较严重的为云斑天牛和长足象，

这与杨霞等［２］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云斑天牛和

长足象主要为害海拔范围在 １２００ｍ以下，海拔达
到１４００ｍ虫害较轻，仅有少量的食叶害虫，如银杏
大蚕蛾和扁叶甲等（见表２）。

表２ 巫溪县核桃主要虫害调查

调查地点 海拔（ｍ） 虫害种类 虫害最早发现时间 虫害级数（０～４）
菱角望乐村 ６８０ 云斑天牛、长足象、扁叶甲等 ４月２２日左右 ３
宁厂宝山村 ８５０ 云斑天牛、长足象、扁叶甲、茶蓑蛾、铜绿金龟、芳香木蠹等 ４月２５日左右 ３
中梁石锣村 １０２０ 云斑天牛、长足象、扁叶甲、茶蓑蛾等 ４月３０日左右 ２
田坝马坪村 １２１０ 云斑天牛、扁叶甲、茶蓑蛾等 ５月２日左右 １
乌龙鸳鸯村 １４２０ 少量食叶害虫 ５月８日左右 １
猫儿背林场 １５７０ 少量食叶害虫 ５月１５日左右 １

注：虫害级数按照０～４级，０为无虫害，１～４级逐渐严重。

　　为害较重的虫害为长足象和云斑天牛。长足象
主要为害果实，云斑天牛主要为害树干和嫩枝。

长足象１ａ发生１代，在海拔８００ｍ左右，每年
３月—４月上树为害嫩芽，５月上旬开始交尾产卵，６
月中下旬开始化蛹，７月成虫羽化，１１月开始越冬。

云斑天牛两年１代跨３年，第１年４月下旬开
始活动，５月—６月产卵，６月—７月幼虫孵出在皮层
内蛀道，２０ｄ～３０ｄ后逐渐进入木质部并越冬，第２
年８月化蛹，９月成虫羽化，蛹室内越冬，第３年发

枝时爬出为害大树。

２．３　不同海拔段病虫害为害情况与防治效果对比
从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６８０ｍ～１５７０ｍ海拔

范围病虫害发生有随海拔升高病虫害减轻的趋势，

而且病虫害种类减少，高海拔地区较低海拔地区为

害时间有延后的趋势。如低海拔地区菱角望乐村病

害发病最早在４月２０日左右，高海拔地区猫儿背林
场在５月中旬，较菱角望乐村延迟了２０余天。

防治的时间是根据不同海拔高度发病时间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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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防治时间于对应海拔最早发病时间前一周进

行。病害采用７２％中生菌素可溶性粉剂４０００倍液
叶面喷施进行防治，虫害采用３００倍液阿维菌素叶
面喷施进行防治（见表３）。

表３ 巫溪县核桃防治效果对比表

调查地点
海拔
（ｍ）

未开展防治为害情况 开展防治为害情况 防治效果（为害减轻比例）

病果率（％）病叶率（％）虫害率（％）病果率（％）病叶率（％）虫害率（％）病果率（％）病叶率（％）虫害率（％）
菱角望乐村 ６８０ ５１．８ ３２．５ ４２．５ ４２．５ ２５．９ １２．３ １８．０ ２０．３ ７１．１
宁厂宝山村 ８５０ ４５．３ ３０．２ ３８．５ ３８．３ ２０．７ １１．８ １５．５ ３１．５ ６９．４
中梁石锣村 １０２０ ４２．５ ２８．８ ３５．２ １８．２ １０．５ １０．６ ５７．２ ６３．５ ６９．９
田坝马坪村 １２１０ ３８．６ ２８．４ ２８．５ １５．２ １０．２ ９．８ ６０．６ ６４．１ ６５．６
乌龙鸳鸯村 １４２０ ３３．９ ２２．１ １５．８ １３．１ ８．５ ７．４ ６１．４ ６１．５ ５３．２
猫儿背林场 １５７０ ２８．７ １８．２ １４．２ １１．９ ４．５ ６．５ ５８．５ ７５．３ ５４．２

　　从表３可以看出，不同海拔样株虫害防治效果
几乎一致，乌龙鸳鸯村和猫儿背林场较其余４个观
测点略低是由于其本身虫害率较低；菱角望乐村和

宁厂宝山村的病害防治效果不佳，病果率和病叶率

减轻比例在１５５％～３１５％，海拔１０００ｍ以上的中
梁石锣村等４个观测点病害防治效果较好，病果率
和病叶率降低比例在５７２％～７５５％。

３　结论

通过调查分析，为害巫溪县核桃的病虫害可归

纳为“两虫两病”，即云斑天牛、核桃长足象、黑斑病

和褐斑病。为降低后期防治成本及防治难度，建议

巫溪及周边区县核桃产业发展尽量选择在海拔

１０００ｍ～１６００ｍ范围，再根据品种的不同特性在
各海拔段栽植适宜品种。病虫害防治应坚持以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以物理、生物防治为主，以化学防治

为辅的原则，以加强管理，增强树势为根本着力点，

促进核桃产业健康发展。核桃栽植应在对应病害发

生前７ｄ～１０ｄ进行病害预防，海拔 １０００ｍ左右建
议在４月２５日前后进行防治，每上升２００ｍ可往后
延迟３ｄ～５ｄ。

参考文献：

［１］　李敏．核桃营养价值研究进展［Ｊ］．中国粮油学报，２００９，２４

（６）：１６６～１７０．

［２］　杨霞，付品，付丽．正安县核桃病虫害调查及防治方法初探

［Ｊ］．中国南方果树，２０１７，４５（５）：１４５～１４７．

［３］　李福祥．核桃病虫害防治技术探讨［Ｊ］．广东科技，２０１３，８

（１６）：１８５～１８６．

［４］　张海鸥，张春花，李恒．攀枝花市核桃病虫害调查初报［Ｊ］．四

川林业科技，２０１５，３６（５）：６２～６６．

［５］　罗治建，徐永杰，陈亮．湖北省核桃病虫害发生现状及防治对

策［Ｊ］．湖北林业科技，２０１６，４５（３）：４～７．

［６］　刘荣荣，张桂贤．核桃病虫害发生症状及防治对策［Ｊ］．现代农

业科技，２０１８，１１（１２）：１２７～１２９．

８７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