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卷 第 4 期

1 9 9 3 年 8 月

林 业 科 学研 究
FO R EST R E SE A R CH

V o l
。

6
,

N o .

4

A u g
。 , 1 9 9 3

松梢枯病防治技术的研究

沈伯葵 姚景德 张明海 薛梦澜 姚长林

摘要 松树抽梢期
,

于树冠喷洒。
.

2%翻酸水溶液
,

防止芽坏死效果明显
。

抽梢初期
,

用烟雾

机喷6
.

5 %百菌清油雾
,

有较好的防梢枯效果
。

使用此法防治松梢枯病
,

在当前经济水平下
,

易为

林业单位所接受
。

上述两法结合起来
,

配成翩和百菌清乳抽
,

用烟雾机喷油雾防治松梢枯病
,

效

果更好
,

有推广应用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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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ic k x 〕〔’]引起的松梢枯病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病害
。

1 9 8。年以来
,

我国华南
、

东

北
、

中南
、

西北和华东各地均有此病引起松树大面积死亡或松林衰退的报澎卜 . 1。 近些年该

病在江苏各地普遍且严重地发生
。

作者对该病害在江苏的分布
、

危害进行了调查
,

研究了病

害症状及病原间
,

对病害发生规律也作了探讨[tJ
。

发现松梢枯病在江苏地区表现的主要症状

是芽坏死
、

梢头枯死和 2 年生针叶基部坏死 ; 病菌分生抱子产生和释放在 l a 中有 4 次高峰
,

与国外松春梢
、

夏梢
、

秋梢发生期和越冬芽形成期相吻合 , 新梢生长达1邝长度时为感病期,

病害严重程度与林地肥力有一定相关要
. ]

。

国内还报道松梢枯和芽流脂与缺硼有关[0J
。

根据

这些倩况
,

本研究进行了林地施肥和微量元素试验
,

并在病菌侵染期进行化学防治试验
。

现

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施肥试验

生长季节初期
,

在18 年生火矩松(Pi 、: tae da L
。

)林内按行逐株施肥
,

每两种处理中间

留一保护行
。

每株在离树干50 c m 处开 3 条长 50 c m
、

深 10 c m 的放射状沟
。

施肥量分别为

碳酸氢钱 1 50 9 /株
、

过磷酸钙 1 50 9 / 株
、

氯化钾15 9 / 株
、

过磷酸钙和氯化钾各1 00 9 / 株
、

硼酸
、

硫酸镁
、

硫酸铜均各为3 9 /株
,

每处理不少于50 株
。

在抽梢中后期
,

树冠喷O
。

2 %硼酸

水溶液至滴水为止
。

对照不作任何处理
。

根施肥 2 个月后
,

树冠喷硼 1 个月后检查结果
。

1
。

2 药荆试验

l
。

2
。

1 室内药剂筛选

(1) 抑制抱子萌芽试验 供试药剂中保护剂有75 %百菌清原药 (南京农 业大 学植保系提

供)
、

20 %三环哇可湿性粉 (美国产
,

江苏省农林厅药检所提供)
。

每 种药 剂均有下列浓度
:

1 9 92 一05 一12 收稿
。

沈伯葵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 2 1。。3 7) , 姚景德(江苏省肝阶县多管局 ) , 张明海
, 薛梦 湘 ,

从 长林 (杯苏省盯

睑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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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1 0 0
、

2 0 0
、

3 0 0
、

5 0 0 m g / k g (均为有效成分
,

下 同)
。

以清水为对照
,

每 种浓度 3 个重

复
。

供试菌抱予从越冬针叶上取得
,

配成低倍镜下每视野30 ~ 40 个抱子的悬浮液
。

试验用纸

环法〔’。〕,

24 h 统计抱子萌芽率
。

(2) 抑制菌丝生长试验 所用内吸杀菌剂有25 %多菌灵可湿性粉 (镇江农药厂产 )
、

25 %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和 64 %杀毒矾可湿性粉(均为江苏农科院植保所提供 )
。

各药剂分别加入

PD A 培养基中
,

浓度分别为。
.

5
、

l 、 5 、

10
、

50 和 1 00 m g / k g
,

每浓度 3 个重复
,

以不含

农药的 PD A 为对照
。

用培养基切取器〔
. J在培养 3 d 的松梢枯病菌菌落边缘切取直 径 5 m m

的菌丝圆饼
,

置于供试 PD A 平板中央
,

第三天测量菌落直径
。

1
。

2
。

2 施药试验

(1) 根施 25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方法同施肥
。

根据药剂抑菌试验
, 1 m g / k g 多菌灵即

能抑制菌丝生长
。

据估计
,

胸径 20 c m 的供试松树
,

其生物量平均可达 1 00 0 k g / 株
,

用药量

1 9 / 株即达抑菌浓度
。

考虑土壤吸附及流失等原因
,

实际用药量为4 9 /株
。

(2 ) 多菌灵水溶液注干 在离地 30 c m 处树干上钻 2 个直 径2 c m
、

深 5 c m 的孔
,

注入

多菌灵水悬液
,

注后用黄泥封 口
。

施药量 (有效成分 )为 2
.

5 9 和 5 9 /株
。

对照不作任何处理
。

各2 5株
。

1
。

2
。

3 喷
、

放杀菌烟 雾剂

(l) 燃放多菌灵烟剂 供试烟剂为安阳农药厂生产的多菌灵烟剂
,

用量每公 顷 15 k g
,

即1 5包
,

在清晨或黄昏气流较稳定的时候燃放
。

(2) 喷百菌清油雾 75 %百菌清的甲苯饱和溶液与等量柴油混合
,

用绍兴兴林机械厂产

的 3 y一35 型烟雾机喷油雾
,

每公顷用原药 1 62
.

5 9
,

于 日出前后喷施
。

(3) 烟雾剂毒力测定 喷烟前在松林内树冠中部树枝上悬挂 3 块洁净载玻片
。

待烟散尽
,

取下贮于密闭容器
,

带回室内喷松梢枯病菌抱子悬浮液
,

使每低倍镜视野中有30 个左右抱子
,

晾干后用载玻片上萌芽法作萌芽试验
,

12 h 后统计抱子发芽率
。

用未受药的洁净玻片作对照
。

1
。

2
。

4 防治结 果的统计方 法

(1) 取样 每行隔株剪取树冠中上部含 6 个以上梢头的枝条 1 个
,

检查每个梢头感病情

况
,

由于检查的时间和 目的不同
,

或按分级标准记载
,

或统计死芽百分率
,

或统计两年生针

叶基部坏死百分率
。

(2) 分级标准 统计枯叶
、

溃疡斑和枯梢的分级标准如下
。

级别 分级标准 代表值

工 健康 O

n 个别梢头有枯死针叶 l

111 1/ 3以下梢头有枯死针叶或个别梢头有溃疡斑 2

IV 1/ 3以下梢头有溃疡斑 3

v l/ 3 ~ 1/ 2梢头有溃疡斑 4

Vl 1/ 2~ 3 / 4梢头有溃疡斑或个别梢头枯死 5

姐 3 / 4以上梢头有溃疡斑或 3 个以上梢头枯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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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计算公式

感病指数 = 习 (各级株数 X 代表值 )

调查总株数 X 最高级代表值
X 1 0 0

防治效果 = 对照区感病指数
一防治区感病指数

对照 区感病指数
X 1 0 0 %

2 结 果

2
。

1 施肥试验 表 1 施大t 元索的防翻效果

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均于生长季节初施 肥料种 类 N P K PK c K

入土中
, 2 个月后检查结果 , 树冠喷硼在抽

—
梢中后期进行

, 1 个月后检查结果
。

从统计 健 芽 率(% ) 55 .5 5乞 9 ¹ 54
·

3 45
·

2

健芽率看
,

施大量元素有一定的防病效果
,

燮遂型
-

竺
_ 一

兰解2 1竺一一
-

二望l一
但均不明显

,

见表 1 。 ¹ 施肥后在林内种甘薯
,

病害极重
。

树冠喷。
。2 %硼酸水溶液

,

健芽率为32
.

43 %
,

对照为3
。

18 % ,

防治效果为90
。

01 %
。

根部

施硼
,

健芽率56
.

37 % ,

对照21。

8 7 %
,

防治效果为 61
.

20 %
。

根部施硼
, 2 年生针叶基 部 坏

死 3
。

85 %
,

对照为6
。

50 %
,

防治效果为40
。

76 %
。

2. 2 化学防治试验
2。 2 。 l 室内药效试验

( 1) 抑制抱子萌芽 百菌清和三环哩对松梢枯病菌的饱子萌芽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见

表 2 。

表 2 不同浓度杀菌荆中食盆抱子蔺发率 (单位 。 % )

药 荆 浓 度 ( m g / k g )
农药种类

百 菌 清

三 环 哇

12
.

2 19
.

3 19
.

9 20
.

5 19
.

3

7
.

2 13
.

8 12
.

3 14
.

0 14 8

37

37

(2 ) 抑制菌丝生长

生长
,

杀毒矾基本无效
,

该试验以多菌灵效果最好
, 1 m g / k g 便能完全抑制松梢枯病菌菌丝

见表 3 。

表 3 含杀, 荆p OA平扳上松梢枯病 , 的, 落宜径 (单位 . e m )

杀菌 荆种类
药 荆 浓 度 ( m 盯 k g)

0
.

5 C K

666

⋯
6e6比�自舀3

⋯
口二46

.00口月怪

⋯
n臼曰五6554

⋯
on
口月O550

⋯
005多 菌 灵

甲基托布津

杀 二毒 矾

O
.

O
.

2
.

2
.

2 根部施药结果 生长季节初根部施多菌灵
,

抽梢结束时检查结果
。

施多菌灵的感 病

指数是3 7
.

3 ,

对照为 6 8
.

9 5 ,

防治效果4 5
.

3 2 %
。

多菌灵水悬液注干与对照未见明显差异
。

2
.

2
.

3 烟 雾剂毒力测 定 每样地 3 块玻片上抱子萌芽的平均数表明
,
杀菌油雾对抑制 该 病

菌抱子萌发有较好效果
,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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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百. 浦油祥抑翻抱子萌发结果

试脸区号

萌 发 率 (% )

抑翻效果 (% )

x 1 1 ¹ e K

22
.

5 17
.

8 9 7
.

84 7 5
.

5吕

7 1
.

8 9 7 7
.

6 6 9 0
.

15

¹ 裸皿组配方
,

见本文
。

其余百亩清油荆为南京林t 大学李周直侧橄授扭供 。

2 . 2 . 4 百菌清油 雾荆防病试脸 新梢长至成梢长1/ 3之前为感病期
,

此时施药
,

抽梢结束检

查结果
,

试验效果用枯梢感病指数表示
,

调查按七级分级标准统计
,

结果见表 5 。

, 5 百 . 清油. 荆防功效果

试脸区号 防治指施 面积 (卜m , ) 班病指数 效果( % )

峨 .

峨翻
,

百曲清油弃

C K

喷百 , 清油雾

C K

喷百菌清油葬¹

C K

喷百蔺清油弃

C K

0
.

2

0
.

3

0
.

4

0
.

4

0
.

1

0
.

15

0
.

0 5

0
.

33

0
.

1

10
.

3 0

9
.

30

2 9
.

26

15
。

7 9

39
.

5 2

15
.

8 2

45
.

45

12
.

5 2

36
.

5 2

6 4
.

5 7

6 8
.

25

6 0
.

0 4

6 5
.

19

6 5
.

71

¹ 按 本文配方
,

其余为李周直 翻教授提供
。

3 结论与讨论

施肥防治松梢枯病的试验结果表明
,

大量元素均无明显效果 , 微量元素中只有 。
. 2 % 硼

酸水溶液树冠喷洒有明显的防芽坏死效果
,

对减少 2 年生针叶基部坏死亦有一定的作用 , 根

施硼酸效果不明显
,

即使达到 100 9 /株 (每公顷 12 0 k g) 亦如此
。

这一结果与一些报道不尽

一致
。

根部施硫酸铜
、

硫酸镁均不见任何效果
。

多菌灵可湿剂水悬液注干或粉剂根施对防治松梢枯病无效
。

喷百菌清油雾 1次防治该病

有较好的效果
。

本试验所用喷烟雾机用汽油发动
,

以柴油和甲苯发生烟粒为载体
,

烟粒直径

。
. 5 ~ 10 “m ,

故附着力强
,

用药省
。

.

单机自重 10 k g ,

每小时工效 3~ 5 hm
Z ,

成本较低
。

特

别喷药不需要水
,

对防治森林病害最为适用
。

在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有推广应用前途
。

水

试验用于防治森林病害属国内首次尝试
。

燃放内吸杀菌烟剂由于要求天气条件苛刻
、

烟粒附

着力差等问题
,

防治效果不甚理想
。

为使喷硼和喷百菌清油烟相结合
,

将浓硼酸水溶液加到百菌清油剂中乳化成油包水的油

乳剂
,

效果比单一百菌清油剂为好
。

使用喷烟雾机防治松梢枯病
, 1 次每公顷用原药 16 2

.

5 9 ,

消耗柴油 3 L
、

汽 油。
.

45 L ,

人工0. 176 个
,

成本折合人民币 6 元左右
,

防治效果“%左右
。

如防治两次
,

效果更好
,

每公

顷只需12元
,

合每666 m 2

支出0 .

5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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