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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在我国的栽培面积仅次于苹果[1-2]。由黑腐皮

壳菌梨变种（Valsa mali var. pyri）引起的梨树腐烂病

在我国各地梨园均有发生，该病主要危害梨树的主

枝和侧枝，导致树势衰弱、树皮腐烂坏死、产量和果

实品质下降，且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新品种的

推广、气候因素以及不合理的栽培管理措施等，该病

害大面积流行发生，主产区平均发病率达55.4%，尤

以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发生严重[3-6]，其中，甘肃省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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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腐烂病田间防治药剂筛选及其综合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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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筛选对梨树腐烂病防治效果最佳的药剂，为梨树腐烂病的绿色防控及科学防治提供依据。【方法】以19

a（年）生‘早酥’梨为试材，通过田间试验比较10种药剂对梨树腐烂病刮除病斑后的治愈率、愈合宽度和复发率，对梨

树腐烂病的防治效果进行筛选，将筛选出的较好药剂进行田间综合防治试验。【结果】拂蓝克、腐殖酸铜和40%氟硅唑

乳油500倍液处理后治愈率较高，与其他药剂防效存在显著差异（α = 0.05），拂蓝克、腐殖酸铜和甲硫·萘乙酸田间试

验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结论】拂蓝克、腐殖酸铜和甲硫萘乙酸可作为梨树腐烂病田间综合防控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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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con-

trol of pear Valsa canker，the optimal effect was screened out.【Methods】The cure rate，healing width

and recurrence rate of 10 kinds of fungicides on pear Valsa canker were compared by field experiment

with 19 years old‘Early Crisp’pear. The control effect was screened，and the field comprehensive con-

trol effect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Results】After treated with Fluranc，Copper of Humic Acid and

40% Flusiazole Emulsifiable oil，the cur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chemicals. A field

comprehensive control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with Fluranc，Copper of Humic Acid and Methyl Thi-

onaphthylacetic Acid，which showed the better effect.【Conclusion】It’s suggested that Fluranc，Copper

of Humic Acid and Methyl Thionaphthylacetic Acid could be used for controlling pear Valsa canker 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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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腐烂病发病率高达62%[7]，已严重制约了梨产业的

健康发展，如何有效控制该病害的蔓延已成为生产

中的突出问题。目前，梨树腐烂病的防治除了采用

必要的栽培管理技术提高树势等农业措施外，化学

防治仍是梨树腐烂病最直接、最有效的主要防治手

段，在腐烂病的防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

新型农药的出现，关于梨树腐烂病田间药剂防治试

验的报道较少[8]，为进一步探究梨树腐烂病的化学

防治技术，筛选合适的药剂，笔者开展了 10种药剂

田间防控试验，研究不同药剂的防治效果，选择防治

效果较好的药剂进行梨树腐烂病田间综合防治试

验，旨在筛选高效、低毒的化学药剂，以期为梨树腐

烂病的有效化学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药剂

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江苏龙灯化学有

限公司）、20%（w，后同）丙环唑乳油（中国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廊坊农药中试厂）、10%苯醚甲环

唑乳油（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廊坊农药

中试厂）、25%戊唑醇乳油（浙江永农化工有限公

司）、40%氟硅唑乳油（美国杜邦公司）、1.6%噻霉酮

膏剂（陕西西大华特科技有限公司）、腐殖酸铜（天祝

化工厂）、1.8%辛菌胺喷剂（山西美源化工有限公

司）、新腐迪膏剂（烟台绿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拂

蓝克（西安永泰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甲硫·萘乙

酸（高碑店市田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 试验设计

不同药剂田间防治梨树腐烂病试验设在甘肃省

农业科学院张掖市试验场三站十九区梨园，年平均

气温 7.1 ℃，极端最低气温-30 ℃，平均年降水量

125 mm。梨园面积1.33 hm2，供试品种为‘早酥’，树

龄 19 a（年），行株距 4 m×3 m，试验树采用正常施

肥、灌水等管理，树体生长良好，梨树腐烂病发病中

等偏上，发病株率为100%。

不同药剂田间防治梨树腐烂病试验，试验共设

11个处理，分别为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倍

液、20%丙环唑乳油 125倍液、10%苯醚甲环唑乳油

125倍液、40%氟硅唑乳油500倍液、25%戊唑醇乳油

125倍液、1.8%辛菌胺喷剂、1.6%噻霉酮膏剂、腐殖

酸铜、新腐迪膏剂、拂蓝克，以清水处理为对照。涂

药前将病斑连同周围0.5~1.0 cm的健康皮用刀子刮

除干净，然后将药涂上，第1次刮治涂药时间为2012

年 4月 17—21日，7 d后第 2次涂药，共涂药 2次，每

处理涂 30 个病斑。当年 11 月 2 日，调查愈合病斑

数，并测量病疤愈合宽度；次年3年5月8日，调查复

发率及病疤治愈情况，计算治愈率、病疤平均愈合宽

度及复发率[8-11]。病斑治愈标准：以病斑干缩、病健

交界处有组织分离现象，并产生愈伤组织表示治愈；

反之，病斑向外扩展，表示没有治愈。

治愈率/%=[（处理病疤数-复发病疤数）/处理病

疤数]×100

病疤复发率/%=（病疤累计复发数/调查总病疤

数）×100

病疤平均愈合宽度=Σ每块病疤平均愈合宽度/

调查总病疤数

田间综合防治试验设在甘肃省景泰县条山集团

兴隆公司六队梨园，年平均气温8.6 ℃，极端最低气

温-27.3 ℃，平均年降水量 183 mm。试验面积 0.23

hm2，主栽品种为‘黄冠’，授粉品种为‘早酥’，树龄8 a

生，株行距为1.5 m×4 m，梨树腐烂病发病严重。

田间综合防治试验严格按照《苹果、梨腐烂病防

治技术规程》操作，通过春季修剪防病、发芽前和落

叶后喷施 5%代森胺水剂 300倍液、生长季 6月和 9

月份喷药 20%丙环唑乳油 2 000倍和冬季涂白防冻

和日灼等措施，结合腐烂病病斑刮治进行田间药剂

综合防治。病斑刮治时间分别于2013年4月初用甲

硫萘乙酸、腐殖酸铜和拂蓝克 3种药剂涂抹剪锯口

和病斑刮治，每种药剂处理2行，2014对复发病斑和

新发生病斑再次进行药剂刮治和涂抹。选长势较一

致的黄冠梨树25株，分别在试验前后对腐烂病发病

情况进行调查，调查腐烂病的新病斑数，重犯病斑

数，治愈病斑数，并记录每株树的发病程度，计算发

病株率、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梨树腐烂病严重度分为 5级：0级，树体无病；1

级，分枝或枝梢有发病病疤（不论病疤大小）；2级，

主干或中心干有发病病疤且病疤宽度占发病部位主

干周长的 1/4以下；3级，主干或中心干病疤宽度占

发病部位主干周长的1/4但不超过1/2；4级，主干或

中心干病疤宽度占发病部位主干周长的1/2及以上。

发病株率/%=（病株数/调查总株数）×100

病情指数=Σ（病级株数×该级代表值）/（调查总

株数×最高级代表值）×100

防治效果/%=[（试验前病情指数-试验后处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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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指数）/试验前病情指数]×100

1.3 数据处理

采用唐启义等[12]的实用统计分析及其DPS数据

处理系统软件，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检验差异显

著性（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药剂对梨树腐烂病病斑的治愈率

从表 1中第 1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除 1.8%辛

菌胺喷剂处理外，其他 9种药剂处理的治愈率均在

90.0%以上，且均显著高于清水处理，表明供试药剂

对梨树腐烂病有治愈作用。其中，20%丙环唑乳油

125倍液、腐殖酸铜和新腐迪膏剂3个处理的治愈率

均最高，达96.7%；其次为1.6%噻霉酮膏剂和拂蓝克

2种药剂处理，其治愈率均达 93.3%；其他 4种药剂

处理的治愈率均达90.0%。

从第2次调查结果可知，拂蓝克的治愈率最高，

为82.9%；其次为腐殖酸铜和40%氟硅唑乳油500倍

液，其治愈率分别为 78.5%和 77.7%，显著高于清水

对照（表1）。

表 1 不同药剂处理对梨树腐烂病的治愈效果

Table 1 Treatment effect of different agents on pear canker

药剂处理

Pharmaceutical treatment

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倍液

70% Methylosulfi WP

10%苯醚甲环唑乳油125倍液

10% Difenoconazole EC

20%丙环唑乳油125倍液

20% Propiconazole EC

40%氟硅唑乳油500倍液

40% Flusilazole EC

25%戊唑醇乳油125倍液

25% Tebuconazole EC

1.6%噻霉酮膏剂

1.6%Thiamethoxam mildew ketone PF

1.8%辛菌胺喷剂

1.8% Zinn bacteria amine AS

腐殖·硫酸铜

1.8% Humic acid copper PF

拂蓝克 Fluranc PF

新腐迪膏剂

New Sadie Cream PF

清水（对照）Water (control)

第1次调查（2012-11-02）
The first survey (2012-11-02)

刮治病斑数

Number of
scratches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病斑治愈率

Cure rate of disease
spots/%

90.0 a

90.0 a

96.7 a

90.0 a

90.0 a

93.3 a

73.3 b

96.7 a

93.3 a

96.7 a

67.0 b

病斑愈合宽度

Width of
healing/mm

2.80 abc

2.87 abc

2.17 cd

3.67 a

3.50 ab

2.97 abc

2.57 bcd

3.60 ab

3.87 a

2.83 abc

1.70 d

第2次调查（2013-05-08）
The second survey (2013-05-08)

病斑复发率

Recurrence rate
of disease spots/%

50.0 bc

46.7 bc

46.7 bc

22.2 e

40.0 cd

30.7 de

53.7 bc

21.5 e

17.4 e

30.7 de

73.3 a

病斑治愈率

Cure rate of
disease spot/%

50.0 cd

53.7 cd

53.3 cd

77.7 a

60.0 bc

69.2 ab

46.2 cd

78.5 a

82.9 a

68.8 ab

26.6 e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α=0.05）。下同。

Note: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α=0.05). The same below.

2.2 药剂处理对病斑愈合宽度的影响

与和清水对照相比，各药剂处理后的病斑愈

合宽度均增加（表 1）。其中，拂蓝克和 40%氟硅唑

乳油 500 倍液处理的愈合宽度最大，分别达 3.87

mm 和 3.67 mm；其次是腐殖酸铜和 25%戊唑醇乳

油 125 倍液处理，愈合宽度分别为 3.60 mm 和 3.50

mm。以上 4 个处理的愈合宽度均显著大于对照，

其他各药剂处理的病斑愈合宽度与对照差异不显

著。

2.3 药剂处理对梨树腐烂病复发率的影响

从第 2次调查的梨树腐烂病复发率来看，10种

药剂处理的复发率均低于对照。其中，拂蓝克处理

的复发率最低，为17.4%；其次为腐殖酸铜和40%氟

硅唑乳油 500 倍液处理，分别为 21.5%和 22.2%；

1.8%辛菌胺喷剂、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倍

液、10%苯醚甲环唑乳油 125倍液、20%丙环唑乳油

125倍液处理的复发率较高，分别达 53.7%、50.0%、

46.7%、46.7%（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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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药剂处理田间综合防治效果

表2中从试验前第1次调查可以看出，该园梨树

腐烂病发生极为严重，发病株率为 100%，病情指数

在68以上。经药剂处理刮治后第1次调查数据中可

以看出，梨树腐烂病的发病株率没有变化，但病情指

数均有所降低，治愈率最高的为腐殖酸铜，为

64.8% ，甲硫·萘乙酸和拂蓝克分别为 49.1%和

47.3%。防治效果最好的为腐殖酸铜，为 38.9，其次

为拂蓝克和甲硫·萘乙酸，分别为34.9和33.2。从试

验后第2次调查结果可知，发病株率也有所下降，治

愈率均超过 89%，拂蓝克的治愈率和防治效果均为

最高，其次为甲硫·萘乙酸和腐殖酸铜，治愈率差异

不显著，防治效果差异达到显著。从图 1中也可明

显看出与上述结果一致情况。

表 2 不同药剂处理对梨树腐烂病田间综合防治效果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hemical treatments on field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pear valsa canker

药剂处理

Fungicides
treatment

甲硫·萘乙酸

Hionyl acetic acid

腐殖酸铜

Humic acid copper

拂蓝克

Fluranc

试验前第1次调查（2013-03-27）
The first survey before the
trial (2013-03-27)

发病株率

Disease
incidence/%

100

100

100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78

77

68

试验后第1次调查（2013-11-23）
The first survey after the trial
(2013-11-23)

发病株率

Disease
index/%

100

100

100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53

47

41

治愈率

Cure
rate/%

49.1 b

64.8 a

47.3 b

防治效果

Treatment
effect

33.2 b

38.9 a

34.9 b

试验后第2次调查（2014-11-12）
The second survey after the trial
(2014-11-12)

发病株率

Disease
index/%

75

100

85.5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37.5

38.8

28.5

治愈率

Cure
rate/%

89.0 a

90.3 a

92.8 a

防治效果

Treatment
effect

51.2 b

50.2 b

58.0 a

3 讨 论

刮除病斑后涂抹化学药剂是目前梨树腐烂病防

治最简便有效的手段，有关药剂在防治梨树腐烂病

方面虽有报道[8,10-12]，但在施药种类、使用剂量或浓度

及防治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时，采取田间

试验测定药剂效果时，由于植株个体间差异及发病

条件等因素常导致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树势强

弱与病斑的愈合关系很大，强旺树病斑愈合较快，愈

合面积也大，反之愈合较慢而窄[11]。本试验调查发

现，伤口愈合宽度越大，越不容易复发，反之愈合宽

度越窄越易复发。病斑刮除程度亦会影响防治效

果，病斑刮除的越干净，愈合宽度越大，防治效果越

好；反之病斑刮除不干净易造成扩展。近年来，叶振

风等[8]通过田间防治效果试验，筛选出的咪鲜胺、嘧

菌酯和丁香菌酯3种杀菌剂可作为梨树腐烂病田间

高效防控药剂。本试验通过田间病斑刮治试验，筛

选出对梨树腐烂病有较好防治效果的药剂，分别为

拂蓝克、腐殖酸铜和40%氟硅唑乳油500倍液，其病

斑治愈率、愈合宽度与清水对照处理相比差异显著，

且复发率较低。

已有调查结果显示，药剂防治后梨树腐烂病的

病斑复发率仍为 20%~30%[6]，而甘肃省梨树腐烂病

的重犯病疤类型所占比率高达87.2%，张掖、景泰等

地冬季极端最低气温在-27 °C以下，其冻害是梨树

腐烂病发生的主要因素[7]，栽培管理措施及水平直

接影响腐烂病的发生程度，这也可能是本试验复发

率较高的原因之一。目前，生产上刮除病斑梨腐烂

A B C D

病斑处理 Disease spot treated 拂蓝克 Fluranc treated 甲硫·萘乙酸 Hionyl acetic acid 腐殖酸铜Humic acid copper

图 1 不同药剂处理后梨树腐烂病伤口的愈合效果

Fig. 1 The healing effects of wound treated with different fungicides on pear valsa ca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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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梨树腐烂病田间防治药剂筛选及其综合防治效果增刊

病，要求无论任何季节，只要见到病斑就要刮治，病

斑刮除后要及时对患处进行药剂处理。清水对照中

病斑刮除后未做任何处理，在感病品种和树势较弱

的情况下病斑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扩展。因此，病斑

刮除后及时进行药剂处理非常重要。在实际生产用

药中，综合考虑药剂的成本、残留量等因素，在田间

开展综合药效试验时选择拂蓝克和腐殖酸铜这2种

药剂，同时选用体系老师推荐的甲硫·萘乙酸药剂进

行试验，均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在今后的病害防

治过程中具有推广价值，可作为防治梨腐烂病的首

选药剂。

在采取化学药剂防治的同时，应根据不同地区

实际情况，注意各农业防治措施的配合，如培育或引

进抗性品种、合理灌水、增施有机肥、合理负载、冬季

注意防冻、及时剪除病枯枝和清除果园病株残枝等

措施，以增强树体抗病性，降低田间菌源数量，并对

剪锯口及时涂药保护和修剪工具消毒，降低植株间

相互染病概率，对梨树腐烂病才能起到较好的综合

防控效果。

4 结 论

本研究开展了10种药剂田间防控试验，结果表

明均具有不同程度的防治效果，其中拂蓝克、腐殖酸

铜和40%氟硅唑乳油500倍液对梨树腐烂病的治愈

率均高于90%且复发率较低，田间开展的拂蓝克、腐

殖酸铜和甲硫·萘乙酸 3种药剂的综合防治试验均

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可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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