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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盘州市土壤、气候等方面均适合刺梨的大面积种植,是我国优良的刺梨产区。刺梨为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水果,其具有丰富的营养,

有着“维C之王”的美誉。由于刺梨在生长过程中较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故应加强此方面的治理力度。本文主要介绍了常见的刺梨病

虫害,如梨小食心虫、梨实蝇、黄刺蛾、金龟子、蚜虫、白粉病、锈病,并对相关的防治措施进行了详细论述,为广大刺梨种植户提供一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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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州市位于贵州省西部,全市总面积为4056km²。东部邻接普安县,西

部毗连云南省宣威市及富源县,南部为兴义市,北部为水城县。全市共包括

6个街道、14个镇、7个民族乡、506个行政村。盘州市地形主要为高原山

地,其海拔高度不一,在740~2807米之间。年平均气温为15.2℃,较为适宜

种植农业作物。全市林地面积为19.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60.84%。经济

林地种类繁多,主要有刺梨、核桃、梨等,另外在西部及北部还广泛分布着

滇黄栎、红花油茶、杜鹃等作物。其中种植面积 广的植物为刺梨,其花、

叶、果等均可药用,对于各类干咳、咳喘、痰黄、便秘、等病症具有显著

的改善作用。刺梨果实甜酸,口感佳,可作为保健及休闲水果,能够明显提

升机体免疫力,并有一定的抗氧化性。由于刺梨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故较

易产生病虫害,使得品质及产量受到严重影响。下面就刺梨种植过程中常

见的病虫害情况逐一分析,进而指导果农进行合理防治。 

1 白粉病 

1.1白粉病发病特点 

白粉病是刺梨 为常见的疾病之一,主要侵袭初生的嫩叶及嫩芽,并

对坐果产生不利影响。其在发生初期为菌丝状态,潜伏于叶子及树枝上越

冬,待次年温度适宜时大范围生长。生长旺盛时会出现分生孢子,通过风力

广泛传播,使其遍布种植区各个角落中。其传播特点为白天占据了全天的

90%,且集中于上午十点后气温上升期间。此病症具有4~5天潜伏期, 适宜

其大面积生长的环境为温度15~25℃,湿度61%~100%。由于其具有喜温的特

点,故在每年4月到11月都有发生,5、6月份温湿度高致病力 强。7月以后

可出现较大程度的症状缓解。由于幼苗对病菌抵抗力普遍不强,发病较多；

随着幼苗逐渐长大,病菌数量会出现累加的情况,并且树冠变大后会生长

出更多枝叶,受到病菌侵害的面积也随之加大,其发病率也呈现出逐渐上

升的趋势。另外植株的长势对病菌具有明显影响,长势较好、肥水充足的

植株症状较轻,反之则会造成植株长势较弱,抵抗外界环境的能力不足,其

发病后症状较为严重。 后,此病症还与植株的种植场所关系密切,如生长

在山坡、田畔等地的植株因其较矮,并且枝条较少,种植场所的通透性较强,

故发病较少、较轻；种植在坝子区域的植株长势较好,枝条茂密,通透性降

低,因此通常发病较重。 

1.2白粉病防治措施 

开展白粉病预防应从选择种植林地开始,坝子地段因土质肥沃,将其

作为刺梨的种植区会产生一定的资源浪费情况,利用具有一定水源基础的

阳坡较为经济。另外水肥是影响刺梨长势的重要因素,可于秋冬季节施以

基肥,并在春季时分进行追肥、灌溉。在种植过程中,要及时去除不必要及

长势不良的枝条,一方面可改善植株之间的通透性,增加结果枝的数量,并

且能够清除感染枝条,使病原菌数量降低。还应使用药物进行防治,采用

25%粉锈宁2000倍液或70%代森锰锌800倍液于病情初期进行喷洒,另外

在大片统一防治时,使用醚菌酯3000-4000倍液,茎叶喷雾,每季2-3次,

或抗霉菌素120的200倍液、抗生素BO-10的200倍液等生物制剂,其效果

更为理想。 

2 褐斑病 

2.1褐斑病发病特点 

褐斑病会导致叶片出现褐色小点如不及时控制,可于后期出现逐渐扩

大的趋势,各点间连成一片形成较大的斑点,呈现出红褐色。褐斑病主要危

害老叶,发病时期集中在5~10月,尤以7~8月为甚。如控制不及时,会出现大

量叶片脱落的情况,不利于刺梨枝条及果实的正常生长。 

2.2褐斑病防治措施 

治疗褐斑病时,首先应强化水肥管理,提高刺梨抗病力,另外还应做好

药物治疗,可在发病初期采用70%代森锰锌600倍液或50%多菌灵800倍液,

每半月左右施用一次药物,应用4次左右即可达到治疗效果的85%。 

3 烟煤病 

2.6.5因鼠雀危害绝收,未作调查和测产。 

3 结束语 

多年生水稻PR23在勐海县生产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研究并加以解决。①二到六季萌发到够苗时间长,生长不整齐,不便于

肥水管理；②当年第二季叶片数较少,产量低；③栽插密度较小,建议增至

1.3-1.5万丛/亩；④PR23在整个生育期中发生白叶枯较重,需要多次预防

和防治。多年生稻技术的研究虽然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但可供生

产应用的多年生品种(系)仍然较少,选育出适应不同稻作生态条件的多年

生稻新品种(系),加强区域适应性评价、鉴定仍然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围

绕多年生稻每季高产的关键技术,即栽插密度、氮肥施用水平、施肥时期、

水分调控、病虫草害防治,留桩高度,多年生稻适应机收栽培模式,以及多

年生稻耕作制度、冬季稻桩保护等问题还需研究并完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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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烟煤病发病特点 

烟煤病主要是由各类烟煤病菌引起,其寄生于蚜虫等产生的粪便中,

对枝叶生长产生了严重影响。烟煤病发生初期会产生黑褐色点状物,并逐

步扩散到整片叶子中。此病与蚜虫及白粉虱关系密切,主要发生在阴凉避

光的地方。 

3.2烟煤病防治措施 

产生烟煤病的主要原因为蚜虫及白粉虱,因此只要防治好此类害虫即

可有效控制烟煤病。首要措施为：采用40%氧化乐果1500倍液均匀喷洒于

刺梨树上,其防治效果较好。另外还应重视种植区内的透光通风,及时清除

落叶及枝条,保持种植区内整洁有序。 

4 梨小食心虫 

4.1梨小食心虫发病特点 

梨小食心虫的幼虫于每年气温开始上升时出土,在5月中下旬进入到

羽化期,6月下旬到7月上旬达到鼎盛期,可每隔7天左右即达到一次峰值

期,7月下旬进入到末期。梨小食心虫可蛀食刺梨主干,易造成花果掉落,

并在蛀食果实后内留黑色粪便,造成刺梨品质下降,严重时会导致刺梨无

法食用。 

4.2梨小食心虫病防治措施 

每年11月份果实收获后应及时对刺梨进行修剪及各项管理,并在进行

过程中采取治疗梨小食心虫病的药物措施。应采用50%辛硫磷乳油7.5kg/h

㎡、细土375kg/h㎡,或呋喃丹15kg/h㎡、细土225kg/h㎡制作成具有一定

毒性的土壤,在4月中下旬使其将其均匀撒到梨园中。 

5 食叶害虫 

5.1食叶害虫发病特点 

刺梨较易发生的食叶害虫为黄刺蛾,每年可发生2代。成虫在枝条上结

茧越冬,并于次年5月下旬开始显现,于6月中旬到7月上旬达到顶峰,7月下

旬结茧较多,并在9月份产生2代幼虫,由于此时产生的幼虫数量相对较少,

故不会产生严重危害,在10月时幼虫即进入到结茧越冬期。蔷薇叶蜂在幼

虫期会啃噬刺梨叶,在每年6月为甚,到8月上旬即可出现2代幼虫,至9月下

旬幼虫开始进入到越冬期。黄尾毒蛾与黄刺蛾类似,均为1年发生2代。苹

枯叶蛾的幼虫会在枝干上越冬,并于5~7月啃噬叶片。大造桥虫同样是以幼

虫啃噬叶片为主要病害,每年可产生4~5代,幼虫在土中越冬,在次年4月破

茧,6~9月为幼虫期,幼虫具有拟态性,往往栖息在枝干中,不易被发现。 

5.2食叶害虫病防治措施 

针对上述几种食叶害虫的防治,可采取统一的方法进行。首先要清理

林间的垃圾,保持清洁,并在害虫产生后施以70%辛硫磷1000倍液,防治效

果较佳。 

6 月季长管蚜 

6.1月季长管蚜发病特点 

月季长管蚜主要危害花蕾及嫩芽,极少侵害树叶。每年4月中旬至11

月均有发生风险,并以5月下旬及10月上旬繁殖力 强,月季长管蚜在11月

在叶芽或者背进入到越冬期。 

6.2月季长管蚜病防治措施 

防治月季长管蚜病要及时在秋后剪去带虫枝条,并彻底清理种植园内

的环境。另外要坚持采用天敌法进行防治,要加强保护寄生蜂类及瓢虫。

在虫害较为严重时,要采取25%灭蚜威(乙硫苯威)1000倍液,或0.5%醇溶液

(虫敌)500倍液,或50%辟蚜雾1500倍液,效果较好。 

7 白粉虱 

7.1白粉虱发病特点 

白粉虱主要集中在叶背处,可产生大量蜜露,使叶片较易发生烟煤病,

且具有一年多生的特点, 多可达10代以上。在每年4~10月均为白粉虱高

发期,并在6月为虫害高峰期。 

7.2白粉虱病防治措施 

防治白粉虱的重压措施为修剪树枝,使林间采光充足。并在虫害发生

较为旺盛时采用药物抑制,40%氧化乐果乳油应用效果 佳,在孵化期可使

用2.5%敌杀死乳油5000倍液喷洒。另外可利用白粉虱趋向黄光的特点,在

刺梨树边树立黄色面板,并于板上涂抹粘油,人工晃动树身,促使大量成虫

飞起,具有显著作用。还可以在成虫期使用吸尘器,将大量成虫吸入,同样

可起到良好效果。 

8 结语 

刺梨病虫害种类较多,并受制于果实品质的考虑,故不应大量施以药

物防治,故主要以生物技术为主,加以及时清理林间卫生,切断病虫传播渠

道。还要加强种植前期的选地工作,并在种植后及时修剪刺梨树枝条,重视

肥水管理。通过运用一系列综合性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虫害扩散,进而实

现刺梨产量稳步增长。另外还应充分保护病虫天敌,采用绿色环保的方式

治理害虫,避免大量应用化学类药剂,保障刺梨生态健康的质量,使当地刺

梨产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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