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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核白葡萄果实腐烂病的发生规律与防治技术研究

赵荣华ꎬ白世践ꎬ陈　 光ꎬ蔡军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葡萄瓜果研究所ꎬ新疆 鄯善 ８３８２００)

摘　 要:本研究以吐鲁番地区无核白葡萄为对象ꎬ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ꎬ使用玻片黏着法及田间调查法ꎬ观测田间病

菌孢子的动态变化ꎬ研究无核白葡萄果实腐烂病的发生时期、发生规律ꎬ并配合翠泽 １ ０００ 倍液、５０％保倍福美双

１ ５００倍液、３０％醚菌酯 １ ５００ 倍液、３０％苯醚甲环唑 ２ ０００ 倍液、８０％百菌清 １ ５００ 倍液进行化学防治ꎮ 研究结果表

明:引起鲁克沁无核白葡萄果实腐烂病的病菌孢子在花前至转色期大发生ꎬ成熟期达到峰值ꎬ２０１５ 年孢子数量为 ２０７
个ｃｍ－２ꎬ２０１６ 年孢子数量为 ４２７ 个ｃｍ－２ꎻ无核白葡萄果实腐烂在封穗末期(６ 月底)首次出现ꎬ发病率至成熟前达

到最高值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３４.７５％ꎬ２０１６ 年为 ６０.２１％ꎻ一天内孢子发生量在早晨 ８ ∶ ００ 时最多ꎬ均在 ２０ 个ｃｍ－２以上ꎬ下
午 １４ ∶ ００ 和 ２０ ∶ ００ 最少ꎬ孢子数量少于 ５ 个ｃｍ－２ꎻ使用化学药剂在 ６ 月中下旬或果实封穗末期连喷(间隔 １０ ｄ)３
次ꎬ可以延迟果实腐烂病的发病ꎻ使用化学药剂翠泽 １ ０００ 倍液或 ３０％苯醚甲环唑 ２ ０００ 倍液ꎬ能有效防治无核白葡

萄果实腐烂病的发生ꎬ药效可达 ８０％以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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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葡萄栽培面积的增大ꎬ葡萄病虫

害的种类和危害越趋严重[１－３]ꎬ其中生长期的果实

腐烂病是重中之重[４－６]ꎮ 随着葡萄生长期果实腐烂

病的发生逐年加重ꎬ严重影响了葡萄果实品质ꎮ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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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ꎬ２００９ 年鄯善鲁克沁青年队果实腐烂病发生率

１３.０９％ꎬ截止 ２０１５ 年严重地块发生率达 ８１.２２％ꎮ
在葡萄果实腐烂病方面的报道也显著增多ꎬ尤其是

对白腐病[７－１０]、灰霉病[１１－１２]以及引起葡萄烂果病的

病原菌方面[６ ꎬ １３]进行了系统研究ꎬ但对葡萄果实腐

烂病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报道甚少ꎬ而吐鲁番无

核白葡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果实腐烂病的发生规

律及防治措施尚未见报道ꎮ 因此本试验利用玻片

黏着法及田间调查法对果实腐烂病的发生规律进

行研究ꎬ并设置药剂梯度处理来防治果腐病ꎬ以期

对吐鲁番葡萄果实腐烂的防治提供理论参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葡萄及地点

试验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在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

青年队进行ꎬ选用 １５ ａ 生无核白葡萄ꎬ沙质土壤ꎬ棚
架栽培ꎬ南北行向ꎬ栽植沟宽 ８０ ｃｍꎬ深 ６０ ｃｍꎬ行距

３.５ ｍꎬ株距 １ ｍꎬ常规管理ꎮ 试验地共 ０.３３ ｈｍ２ꎬ其
中 ０.２ ｈｍ２ 用于田间孢子动态观察与果实腐烂调

查ꎬ０.１３ ｈｍ２ 用于药剂筛选试验ꎮ
１.２　 腐烂病分生孢子田间动态监测

全园采用五点取样法ꎬ在无核白葡萄开花盛

期ꎬ将涂布凡士林的载玻片挂于棚架架面中部下方

１０ｃｍ 处ꎬ每 ３ 天换 １ 次玻片ꎬ在实验室 ２０ 倍显微镜

下连续观测腐烂病分生孢子数的变化情况ꎮ
１.３　 果实腐烂病田间发生情况调查

于生长季封穗后期开始ꎬ每 ７ ｄ 对田间葡萄果

实腐烂病的发生情况进行调查ꎮ 采用五点取样法ꎬ
每点调查 １５ 棵树ꎬ２００ 个果穗ꎬ重复 ３ 次ꎮ 病害分

级标准:０ 级ꎬ果实健康无病斑ꎻ１ 级ꎬ每穗葡萄发病

粒数占整个果穗果粒数 ５％以下ꎻ２ 级ꎬ每穗葡萄发病

粒数占整个果穗果粒数 ６％ ~１０％ꎻ３ 级ꎬ每穗葡萄发

病粒数占整个果穗果粒数 １１％~２０％ꎻ４ 级ꎬ每穗葡萄

发病率粒数占整个果穗果粒数 ２１％~４５％ꎻ５ 级ꎬ每穗

葡萄发病率粒数占整个果穗果粒数 ４６％以上ꎮ

果实腐烂率(％)＝ 烂果穗 /调查总果穗×１００％
病情指数(％)＝ [Σ(病级值×该级病果粒数) /

(调查总果粒数×最高病级值)]×１００％
１.４　 田间药剂防治筛选试验

在 ２０１５ 年葡萄封穗末期ꎬ即 ６ 月 １９ 日、６ 月 ３０
日、７ 月 １０ 日各喷施 １ 次药剂ꎬ供试药剂 ５ 种ꎬ分别

是翠泽 １ ０００ 倍液(巴斯夫有限公司) (Ａ)ꎬ５０％保

倍福美双 １ ５００ 倍液(全国葡萄协作网) (Ｂ)ꎬ３０％
醚菌酯 １ ５００ 倍液(南京博士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Ｃ)ꎬ３０％苯醚甲环唑 ２ ０００ 倍液(南京博士邦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 (Ｄ)ꎬ８０％百菌清 １ ５００ 倍液(德国

马克森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Ｅ)ꎬ对照(ＣＫ)ꎮ 每

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共 １８ 个小区ꎬ３１５ ｍ２ꎮ 每小区 ５
株树ꎬ随机排列ꎮ 分别于 ７ 月 ６ 日ꎬ１３ 日ꎬ２０ 日ꎬ２５
日对病果率和防效进行监测ꎮ

防效(％)＝ (对照发病率－处理发病率) /对照

发病率×１００％
１.５　 每日不同时段分生孢子动态观察

２０１５ 年在果腐病发病盛期ꎬ选择风力不大、晴
朗的 ７ 月 １０、１５、２０ 日ꎬ全园以五点取样法将涂布凡

士林的载玻片挂于架面中部下方 １０ ｃｍ 处ꎬ每隔 ６ ｈ
更换一次载玻片ꎬ在实验室 ２０ 倍显微镜下观测腐烂

病分生孢子数的变化情况ꎮ
１.６　 气象数据监测

使用 ＨＯＢＯ Ｕ３０ 气象自动记录仪ꎬ监测温度、
湿度、降雨量等气象数据ꎮ

气象仪安装于试验田中间ꎬ自动监测各项数据ꎮ
１.７　 数据统计

试验数据经 Ｅｘｃｅｌ 软件处理后ꎬ用 ＤＰＳ ６.５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ꎮ 药剂效果采用邓肯新极复差法

(ＤＭＲＴ)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田间腐烂病发生情况

经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调查表明(图 １)ꎬ２０１６ 年引起

图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腐烂病田间孢子数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ｒｉｕｔ ｒｏｔ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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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病的孢子数量比 ２０１５ 年数量多ꎮ ２ ａ 间孢子数

量在花前至封穗期差别不大ꎬ但转色期至成熟期有

明显差异ꎬ尤其 ２０１６ 年成熟期腐烂病孢子数量是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倍多ꎬ为 ４２７ 个ｃｍ－２ꎮ
２.２　 果实腐烂病发生情况

从图 ２ 得知ꎬ２０１５ 年果实腐烂始于 ６ 月 ２３ 日ꎬ
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ꎬ逐渐加重ꎬ到 ７ 月 ２０ 日达到

发病高峰期ꎬ发病率 ３４.７５％ꎬ病情指数 ２１.０５％ꎬ其
后发病率有所缓解ꎬ但病情指数持续加重ꎻ２０１６ 年

葡萄果实腐烂病始于 ６ 月 ３０ 日ꎬ相比 ２０１５ 年晚发

病 ７ ｄꎬ至 ７ 月 ６ 日发病率急剧增加ꎬ一直持续至 ７
月 １３ 日ꎬ后有所缓解ꎬ到 ７ 月 ２０ 日发病率达到最高

值 ６０.２１％ꎬ病情指数 ７ 月 ２７ 日达到最高值３５.７４％ꎬ
相比 ２０１５ 年病情指数高峰期也晚 ７ ｄ 出现ꎮ
２.３　 不同时段孢子数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从表 １ 看出ꎬ果实腐烂病的孢子数量与气象因

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通过 ３ ｄ 的观察ꎬ病菌孢

子数以 ０８ ∶ ００ 最多ꎬ０２ ∶ ００ 次之ꎻ０８ ∶ ００ 分生孢子

数目是 ０２ ∶ ００ 的 １.６ 倍左右ꎬ１４ ∶ ００ 和 ２０ ∶ ００ 的

病菌孢子数最少ꎬ且二者间差别不大ꎬ而 ０８ ∶ ００ 和

２０ ∶ ００ 分生孢子数日相差达 １２ 倍之多ꎮ 可见ꎬ病菌

图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果实腐烂病发生情况
Ｆｉｇ.２　 Ｆｒｕｉｔ ｒｏｔ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６

孢子数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变化很大ꎬ这种变化主

要与日温度、湿度和太阳辐射的变化有关ꎮ
从表 １ 中还可看出ꎬ气候因子与孢子数量的变

化密不可分ꎮ 当气温在 ２４℃ 左右时ꎬ孢子数量最

多ꎬ温度在 ３０℃左右时ꎬ孢子数量居第二位ꎬ但温度

在 ３５℃以上时ꎬ孢子数量明显递减ꎬ抑制了孢子的

萌发ꎻ由表中还可得知ꎬ在全天空气湿度最大时ꎬ即
早上 ８ ∶ ００ꎬ此时孢子数量最多ꎻ而在 ７ 月 １０ 这天ꎬ
此时温度与凌晨 ２ 点气温变化差距不大ꎬ孢子数量是

凌晨 ２ 点的 １.６ 倍ꎬ可见湿度是孢子萌发的主要因素ꎻ
孢子数量从夜间逐步增多ꎬ到早上达到峰值ꎬ可见太

阳辐射强度对孢子数量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ꎮ

２.４　 果实腐烂病发生和气候因子的关系

从表 ２ 中可知ꎬ果实腐烂病的发生和严重程度

与气象因子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通过 ２ ａ 观察ꎬ发现

随着物候期的推移ꎬ果实腐烂率的发病率在转色期

达到最高值ꎬ随后略降低ꎮ 通过 ２ ａ 对比观察ꎬ发现

在封穗期ꎬ２０１５ 年发病率明显高于 ２０１６ 年ꎻ在转色

期和成熟期ꎬ２０１６ 年病情明显重于 ２０１５ 年ꎮ
将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６ 年气象因子进行比较ꎬ发现封

穗期时ꎬ２０１５ 年的降雨量 １７.５０ ｍｍ 明显高于 ２０１６
年降雨量 １.９０ ｍｍꎬ且在雨后调查发现降雨量的大

小ꎬ决定了果实裂果现象的多少ꎻ而 ２０１５ 年平均温度

(２７.９７℃)比 ２０１６ 年(２９.７７℃)低 １.８℃ꎬ相对湿度高

５.３３％ꎬ病菌孢子落在开裂的果实上ꎬ有利于其生长ꎬ
这可能是造成封穗期时 ２０１５ 年比 ２０１６ 年发病严重

的主要因素ꎮ 在转色期时ꎬ２０１６ 年的降雨量(１５.３０
ｍｍ)明显高于 ２０１５ 年降雨量(１.６０ ｍｍ)ꎬ而此时落在

果穗上的雨水不能及时蒸发ꎬ病菌孢子落在果粒上ꎬ
尤其是有伤口或感染白粉病等侵染的果粒ꎬ就引起果

实腐烂的大量发生ꎻ在成熟期时ꎬ同样 ２０１６ 年的降雨

量(１２.９０ ｍｍ)高于 ２０１５ 年降雨量(７.２０ ｍｍ)ꎬ雨水落

在腐烂的果穗上ꎬ加剧了果实腐烂病的严重程度ꎮ

表 １　 气候与孢子数量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ｏｒｅｓ

时间
Ｔｉｍｅ (ｍ－ｄ)

不同时段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平均气温 /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空气湿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光合有效辐射 / (μｍｏｌｍ－２ｓ－１)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孢子数量 / (Ｎｏ.ｃ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ｏｒｅｓ 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

０７－１０

０２ ∶ ００
０８ ∶ ００
１４ ∶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２４.９２
２４.３９
３５.７４
３７.３７

４１.７０
５９.４０
２９.４０
３３.３０

１.２　 　 　 　 　 　 　 　 　
１４８.７　 　 　 　 　 　 　 　 　

１２２８.７　 　 　 　 　 　 　 　 　
５１６.２　 　 　 　 　 　 　 　 　

１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０７－１５

０２ ∶ ００
０８ ∶ ００
１４ ∶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３０.４２
２２.８５
３７.８４
３６.６９

２８.９０
６６.９０
２６.７０
２６.６０

１.２　 　 　 　 　 　 　 　 　
１３８.７　 　 　 　 　 　 　 　 　

１７２８.７　 　 　 　 　 　 　 　 　
５４１.２　 　 　 　 　 　 　 　 　

１１.００
３７.００
７.００
３.００

０７－２０

０２ ∶ ００
０８ ∶ ００
１４ ∶ ００
２０ ∶ ００

３２.５４
２４.６１
３９.６０
３６.５０

２１.１０
４９.００
２１.９０
３７.００

１.２　 　 　 　 　 　 　 　 　
１２８.７　 　 　 　 　 　 　 　 　

１７１３.７　 　 　 　 　 　 　 　 　
５６６.２　 　 　 　 　 　 　 　 　

１３.００
４９.００
６.００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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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表 ２ 还可得知ꎬ温度、湿度对病原微生物的

发育、繁殖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从表中可见ꎬ
温度在 ２５℃以上ꎬ病害发生迅速ꎬ温度高于 ３０℃时ꎬ
会抑制病害的发生ꎬ而湿度越大越利于病害的发生ꎮ
２.５　 不同药剂对果实腐烂病的防治效果比较

由表 ３ 可知ꎬ５ 种药剂对果实腐烂病防效差异

显著ꎮ ７ 月 ６ 日除 ＣＫ 外没有果实腐烂病的发生ꎻ随
着时间推移ꎬ逐渐有果实腐烂ꎬ其中翠泽(Ａ)的防效

最好ꎬ在 ７ 月 ２０ 日达到最大防效ꎬ为 ８２.７９％ꎬ百菌

清(Ｅ)防效最低ꎬ仅有 ５８.９６％ꎮ 在持效期方面ꎬ百
菌清用药后防效持续增加ꎬ 但其余 ４ 种药剂防效至

７ 月 ２５ 日有降低趋势ꎮ
表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气候因子与发病率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物候期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年份
Ｙｅａｒ

发病率 / ％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平均温度 /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相对湿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降雨量 / 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封穗期
Ｓｐｉｋ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１５ ５.２３ ２７.９７ ３９.３３ １７.５
２０１６ ３.７９ ２９.７７ ３４.００ １.９

转色期
Ｃｏｌ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１５ ３８.６７ ３２.２０ ２８.６７ １.６
２０１６ ６０.５４ ２９.５０ ４２.３３ １５.３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１５ ３５.４６ ２５.００ ４１.３３ ７.２
２０１６ ５０.６８ ２６.６７ ４２.００ １２.９

表 ３　 ５ 种药剂对果实腐烂病的防治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ｅ ｏｎ ｆｒｕｉｔ ｒｏｔ

药剂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ｅ

０７－０６
病果率 /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０７－１３
病果率 /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０７－２０
病果率 /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０７－２５
病果率 /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 ０ － ２.２１ ７８.４８Ａａ ５.９８ ８２.７９Ａａ ６.４８ ８０.４３Ａａ
Ｂ ０ － ３.８９ ６２.１２Ｃｃ ７.１４ ７９.４５Ｃｃ ８.９１ ７３.０９Ｂｃ
Ｃ ０ － ４.７６ ５３.６５Ｄｄ ８.４６ ７５.６５Ｄｄ ９.２３ ７２.１３Ｂｃ
Ｄ ０ － ２.４７ ７５.９５Ｂｂ ６.４５ ８１.４４Ｂｂ ７.２５ ７８.１１Ａｂ
Ｅ ０ － ４.９８ ５１.５１Ｅｅ １４.２６ ５８.９６Ｅｅ １３.０３ ６０.５９Ｃｄ
ＣＫ ３.１４ － １０.２７ － ３４.７５ － ３３.１２ －

　 　 注: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ꎬ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具有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ꎮ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Ｐ<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３　 讨　 论

３.１　 葡萄果实腐烂病的发生规律

无核白果实腐烂病的发生与引起果实腐烂病

的真菌有密切的关系ꎮ 不同的真菌如白腐菌、灰霉

菌、黑根霉、黑曲霉等引起葡萄果实腐烂的时间不

同ꎬ主要因为各个真菌的发育温度、湿度都不同ꎬ尤
其在鲁克沁ꎬ是由这些真菌共同作用相互交织ꎬ引
起无核白葡萄的腐烂ꎮ 通过研究发现ꎬ鄯善鲁克沁

无核白葡萄果实腐烂病发生始期在 ７ 月上旬ꎬ温度

在 ２４~ ３０℃ 适宜范围内病菌孢子大量萌发ꎬ超过

３０℃会抑制病菌孢子的萌发ꎬ这与董阳辉[８]、张

鹏[１２]、赵林忠[１３]等的研究基本一致ꎻ降雨量和田间

相对湿度对病菌孢子影响较大ꎬ田间相对湿度 ７０％
以上时ꎬ孢子数量最多ꎬ这与孙丽华[９] 等研究结果

一致ꎻ如果实转色期遇降水ꎬ会引起裂果ꎬ加重葡萄

果实腐烂病的发生ꎮ

３.２　 葡萄果实腐烂病的防治措施

药剂防治可在转色期即 ６ 月底连喷 ３ 次药ꎬ喷
药间隔期 １０ ｄ 或以上ꎬ最好在早上 ８ ∶ ００ 以前(由
图 ３ 中孢子数量可知ꎬ早上 ８ ∶ ００ 达到峰值ꎬ最适宜

防治时间点在 ８ ∶ ００ 之前)喷施药剂ꎮ 使用翠泽

１ ０００倍液或 ３０％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２ ０００ 倍

液防治果实腐烂病的发生ꎮ
生长季结合剪除病果穗及其他病组织ꎬ 并加强

栽培管理ꎬ科学合理地使用激素ꎬ适当控制结果量ꎬ
提高结果部位ꎬ以减轻病害的发生ꎮ

４　 结　 论

４.１　 无核白葡萄果实腐烂病的发生规律

本研究表明ꎬ鄯善县鲁克沁镇无核白葡萄果实

腐烂病的发生始期在 ７ 月上旬ꎬ温度在 ２４ ~ ３０℃范

围内有利于病害的发生ꎬ当温度超过 ３０℃ꎬ会抑制

病菌孢子的萌发ꎬ降低果腐病的发生ꎻ降雨量和田

间相对湿度对病菌孢子影响较大ꎬ田间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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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以上时ꎬ孢子数量最多ꎮ
４.２　 果实腐烂病的防治措施

在防治关键期ꎬ喷施翠泽 １ ０００ 倍液或 ３０％苯

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２ ０００ 倍液防治果实腐烂病的

发生ꎻ生长期结合剪除病果穗及其他病组织来降低

病源菌ꎬ利用栽培技术如提高结果部位、合适使用

激素、使园内通风透光、降低园内湿度等措施来减

轻或防止果实腐烂病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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