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业学报　 2006, 15( 1): 88～ 94
Acta Agriculturae Boreali -occidentalis Sinica

中国枣果实病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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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我国枣果实生长发育及采后贮藏期病害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采前枣果有 9

种病害 ,病原菌涉及到 9个属真菌和 4个属细菌。贮藏期枣果有 4大类病害 ,但病原菌隶属 12个属真菌。同一

种病害不仅由单一病原菌侵染所致 ,而且往往是多种病原菌混合侵染引起的 ,因而给田间和贮期综合防治造

成了一定困难。 最后 ,提出了枣果病害研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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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 rch progress in diseases o f jujube f ruits during development and sto rag e in cold ai r

a re rev iew ed, which have been studied since 1980’ s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9 kinds of diseases,

causing jujube f rui ts to drop and ro t in the field. And thei r pathogens are Macrophoma kawatsukai

Hara , Physalospora obtuse Schw , Physalospora obtuse ( Schw . ) Cooke, Fusicoccum sp. , Alternaria

sp. , Alternaria tenuissima , Alternaria alternate ( Fr. ) Keissler, Phoma destructiva Plow r, Dothiorel lu

gregaria Sacc, Coniothy rium olivaceum Bon. ,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des Pens, Erwinia sp. ,

Pseudomonas sp. , X anthomonas sp. and Eruinia jujubovra Wang Cai Feng et Gao. M eanw hi le,

Alternaria al ternate ( Fr. ) Keissler, Phoma destructiva Plow r, Fusicoccum sp. , Rhizomorpha Ro th. ,

Alternaria N ess. , Rhizopus sp. , Penicillium sp. , Mucor sp. , Aspergillus sp. , Trichoderma sp. ,

Botrytis sp. , Phyllosticta sp. and B ispora o r Dicoccum sp. infect jujube frui ts during cold storage. All

these pathogens infect jujube f rui ts sing ly or jointly. So i t i s a bit di fficult to contro l diseases

integ ratedly in the field and in sto rage of jujube frui ts. Finally , the priciple problem s to be further

studied are out 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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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树 ( Ziz yphus jujuba Mill. )是一种起源于

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老果树 ,距今已有 3 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 近 10 a来 ,随着枣树种植面积

不断增加 ,枣树栽培管理方式也由粗放经营向密

植集约化方向转变。由于栽培生态变化和感病寄

主增加 ,枣果实病害种类不断增加 ,危害程度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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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 ,严重影响了枣树产量、果实品质和商品价

值。本文就枣果实生长发育期和采后贮藏期的病

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以期人们能更全面地认识

和防治这些病害。

1　枣果实生长发育期病害研究现状

1. 1　病害种类和分布

自 20世纪 70年代末 ,公开报道枣缩果病
[1 ]

以来 ,相继报道了枣炭疽病 [2 ]、枣铁皮病 [3 ]、枣黑

斑病 [4 ]、冬枣烂果病 [ 5]、金丝小枣浆烂果病 [6 ]、金

丝小枣黑疔病
[ 7]
、金丝小枣褐皮病

[ 7]
和枣轮纹

病
[8 ]
共 9大类严重危害枣果实的病害。 但这些名

称主要是根据病原菌侵染枣果后表现出来的症状

而定的 ,有些病害既有别名、俗名 ,又有不同的类

型 ,因而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枣缩果病 ,别

名为枣铁皮病、黑腐病 [3 ]、褐腐病 [9 ] ;俗名为雾焯、

铁焦、干腰、黑腰、雾燎头 [ 3] ,其中黑腐病又名褐斑

病 [10 ] ,而且枣铁皮病又分为铁皮型和缩果型 2个

类型
[3 ]
。 冬枣烂果病是本世纪初在我国才正式报

道的病害 ,辛玉成等
[ 5]
将其分为黑斑和溃疡、软腐

二大类型 ;王军等 [11 ]又认为冬枣果实病害有干腐

斑型、溃疡型、软腐型、黑斑型和褐斑型 5种类型 ;

李晓军等
[ 12～ 13]

将冬枣果实病害定名为黑斑病。

2001年 ,林忠敏等报道了山西太原、交城等市县

枣果上发生的新病害为枣黑斑病。金丝小枣果实

病害 ,苏安仁等
[ 14]
命名为浆病 ;阎振华

[15 ]
叫做轮

纹烂果病 ;刘春琴等和王庆雷等 [16 ]又命名为浆烂

果病 ;而张立震等 ( 2004)命名为浆烂病、黑疔病和

褐皮病。因此 ,结合病原菌鉴定、分类 ,如何标准、

清晰地给这些病害命名 ,有待于今后加强这方面

的工作。

尽管枣果实病害在我国许多省区都有所发

生 ,但主要还是在北方枣主产区的河南、河北、山

东、山西等地发生面积大、危害重 (表 1)。

1. 2　病 原

不同的研究者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

生态型的枣园中 ,分离、鉴定到的病原菌不同 ,甚

至差异很大 (表 1)。 枣果实发育期所报道的 9类

病害 ,涉及到 9个属真菌和 4个属细菌。同一种病

害常常不仅是由单一病原菌侵染 ,而且是由多种

病原菌混合侵染引起的。

1. 2. 1枣炭疽病　枣炭疽病的病原为刺盘胞属菌

(Colletrichum gloesporides Penz)或胶胞炭疽菌

(任国兰 , 2004) ,在自然和室内培养条件下 ,没有

发现有性阶段 ,与柑橘炭疽病的病原完全相同。

1. 2. 2　枣缩果病和枣铁皮病　关于枣缩果病的

病原目前仍有较大的争议。 20世纪 70年代 ,有人

认为是缺素症或缺硼症 ,但施肥或喷硼等微量元

素后 ,并没有预防和治疗缩果病 [17 ]。20世纪 80年

代后期 ,河南新郑枣树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所经过 5 a的联合攻关 ,确定病原菌为欧文氏

菌属的一个新种 ( Frwinia jujubovora Wang.

Cai. Feng. et Gao) [17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植

保工作者又对枣缩果病的病原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曲俭绪等
[ 18]
和李志清等

[19 ]
报道 ,枣缩果病是

由群生小穴壳菌 ( Dothiorellu gregaria Sacc)单独

引起的。郑晓莲等 [20～ 21 ]认为枣缩果病是由橄榄色

盾壳霉 (Coniothyrium olivaceum Bon. )、链格孢菌

( Alternaria al ternata f. sp. tenuis )、群生小穴壳菌

(Dothiorellu gregaria Sacc)和一种细菌单独或混

合侵染引起的一种病害。但康绍兰等 ( 1998)把枣

铁皮病分成铁皮型和缩果型。铁皮型病果中链格

孢 ( Alternaria al ternate ( Fr. ) Keissler)占优势 ,

而缩果型病果中以实腐茎点霉 (又名毁灭茎点霉 ,

Phoma destructiva Plow r)占优势 ,但病原菌均为

链格孢、实腐茎点霉和壳梭孢属的一种真菌

(Fusicoccum sp. )。在田间 ,单独接种任何一种病

原 ,均可引起完全相同的症状 ,但 2种或 3种真菌

混合接种 ,却未提高发病率。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

这 3种病原在致病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

作用。至此 ,在我国已正式报道了 6种真菌和 1种

细菌可以引起枣缩果病 ,这在我国枣果病害研究

历史上是少见的。

因此 ,采用统一的方法 ,结合现代病原学技

术 ,在我国北方枣树主产区同时开展调查研究 ,以

分离、鉴定病原菌 ,依然是非常必要的。

1. 2. 3　枣黑斑病　 2001年 ,林忠敏等在山西交

城县、太谷县等地区 ,研究发现了枣果实上出现的

新病害 ,由细交链孢菌 ( Alternaria tenuis )和茎点

属真菌 ( Phoma sp. )侵染所致 ,并命名为枣果黑

斑病。

1. 2. 4　冬枣烂果病　辛玉成等报道:沾化冬枣烂

果病分为 2种类型 ,第一种为黑斑病果 ,主要由链

格孢属的真菌 ( Alternaria sp. )单独侵染或与细

菌复合侵染所致 ;第二种为溃疡、软腐型病果 ,主

要由欧氏杆菌属细菌 ( Erwinia sp. )、假单孢杆菌

属细菌 ( Pseudomonas sp. )和黄单孢杆菌属细菌

(X anthomonas sp. )侵染引起 ,少数为细菌与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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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枣果实病害名录

Table 1　 The list of diseases for jujube fruits

名称
Name

病原
Path og ens

分布、危害及程度
Dist ribu tion, harm,
and h armful d eg ree

资料来源
References

枣炭疽病
Anthracnos e of juju be

刺盘胞菌 (胶胞炭疽菌 )
Colletotr ichum gloeospor ides Pens

河南、山东、山西和
河北等地 ,常局部发
生 ,造成减产和枣果
品质下降。

孙永安等 , 1984

枣缩果病
Juju be f rui t s hrink dis ease

嗜枣欧文氏菌
Eruin ia jujubovra W ang Cai Feng et Gao
群生小穴壳菌 Dothiorel lu gregar ia Sacc
橄榄色盾壳菌
Coniothyrium ol ivaceum Bon.
链格孢菌 Alternaria al terna ta f. sp. tenuis
群生小穴壳菌 Dothiorel lu gregar ia Sacc

河南、河北、山东、山
西、北京和安徽等
地 ,病果率达 30% ～
50% ,重者几乎绝
收。

陈贻金等 , 1989
曲俭绪等 , 1992;
李志清等 , 1997
郑 晓 莲 等 , 1995,
1996
郑 晓 莲 等 , 1995,
1996

枣铁皮病
Juju be row n cortex dis ease
(铁皮型和缩果型 )
Brow n cortex and sh rinked f ruit t ype

链 格 孢 菌 Al terna ria alternate ( Fr. )
Keis sler
实腐茎点菌 Phoma destruct iva Plow r
梭壳孢菌 Fusicoccum sp.

河南、河北、山东、山
西、北京和安徽等
地 ,病果率达 30% ～
50% ,重者几乎绝
收。

康绍兰等 , 1998

枣黑斑病
Black-red spot dis ease of jujub e

交链孢菌 Al ternar ia tenuis
茎点菌 Phoma sp.

山西太原、交城等
地 ,病果率一般达
10% ～ 15%。

林忠敏等 , 2001
林忠敏等 , 2001

冬枣烂果病
Rot f rui t of Ziz yphus jujuba Mill.
cv. Dong zao diseas e
黑斑型
Black spot type
溃疡、软腐型
Canker, sof t-ro t type
冬枣黑斑病
Black spot diseas e of ` Dong zao ’
jujub e

链格孢菌 Al ternar ia sp.
细极链格孢菌 Alternar ia tenuissima
欧氏杆菌属细菌 E rwinia sp.
假单孢杆菌属细菌 Pseu domonas sp.
黄单孢杆菌属细菌 X anthomonas sp.
黄单孢杆菌属细菌 X anthomonas sp.
假单孢杆菌属细菌 Pseu domonas sp.

山东鲁北冬枣主产
区 ,减产 66. 7%。

辛玉成等 , 2003
季延平等 , 2003
辛玉成等 , 2003
辛玉成等 , 2003
辛玉成等 , 2003
李晓军等 , 2004
李晓军等 , 2004

枣轮纹病
Ring spot of ju jube

轮纹大茎点菌
Ma crophoma ka wa tsuka i Hara

河南北部和河北黄
骅等地 ,一般年份病
果率达 10% ～ 20% ,
连 续阴雨年份 达
40% ～ 50%。

常聚普 , 2004

金丝小枣浆烂果病
Thick rot ten dis ease of
` Jinsixiao zao’ ju jube
金 丝小枣 黑疔 病 Dark furuncle
diseas e of` Jinsixiaozao’ jujube
金丝小枣褐皮病
Brow n rind dis ease of ` Jinsixiaozao’
jujub e

轮 纹大茎点 菌 Macrophoma ka wa tsuka i
Hara
囊孢壳菌 Physalospora obtuse Schw
仁果囊孢壳菌
Physalospora obtuse ( Schw . ) Cooke
壳梭孢菌 Fusicoccum sp.
细 链 格 孢菌 Al ternaria al ternate ( Fr. )
Keis sler
毁灭茎点霉菌 Phoma destruct iva Plow r
细 链 格孢 菌 Alternaria al ternate ( Fr. )
Keis sler

河北、山东、天津等
地 ,烂果率一般达
30%左右 ,严重的达
80% ,甚至绝收。

苏安仁等 , 1994
刘春琴等 , 2004
张立震等 , 2004
刘春琴等 , 2004
张立震等 , 2004
张立震等 , 2004
张立震等 , 2004

冬枣黑腐病
Black rot dis ease of Ziz yph us jujuba
Mill. cv. Dong zao

链格孢菌
Al terna ria alternate ( Fr. ) Keiss ler
实腐茎点菌 Phoma destruct iva Plow r
梭壳孢菌 Fusicoccum sp.

采前同枣缩果病 ,采
后在贮藏后期能造
成腐烂。

生吉萍等 , 2003

浆胞病
Thick liquid dis ease

霉腐病
Mould rot di seas e

果柄基腐病
` Guobinjifu’ dis ease

根菌索菌 Rh izomorpha Roth.
交链孢霉 Al ternar ia Ness.
根霉 Rhizop us sp.
青霉 Penici ll ium sp.
毛霉 Mucor sp.
根菌索菌 Rh izomorpha Roth.
根霉 Rhizop us sp.
交链孢霉 Al ternar ia Ness.
青霉 Penici ll ium sp.

山东、河北、天津等
地 ,冬枣贮藏 60天
后病果率达 20% ～
40%。

吴兴梅等 , 2003

枣软腐病` Ruanfubing’ of jujube
枣曲霉病` Qumeibing’ of ju jube
枣青霉病` Qingmeibing’ of jujube
枣木霉病`Mumeibing’ of ju jube

根霉 Rhizop us sp.
黑曲霉菌 Aspergil lus sp.
青霉 Penici ll ium sp.
绿木霉菌 Trichoderma sp.

河南、安徽、河北和
陕西等地 ,在采收、
贮藏和加工期发生。

任国兰 , 2004

其他病害
Oth er dis eas e

灰霉 Botrytis sp.
青霉 Penici ll ium sp.
叶点霉菌 Phyllosticta sp.
交链孢霉 Al ternar ia sp.
青霉 Penici ll ium sp.
交链孢霉 Al ternar ia sp.
短梗霉 B ispora or Dicoccum sp.

枣果贮藏期发生的
病害。

赵家禄等 , 2002
郝林等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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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复合侵染所致。但季延平等
[22 ]
分离到冬枣黑

斑 病 病 原 菌 为 细 极 链 格 孢 ( Alternaria

tenuissima )。 李晓军等 ( 2004)认为鲁北冬枣黑斑

病是由黄单孢杆菌属细菌和假单孢杆菌属细菌侵

染引起的。笔者认为 ,在山东、河北和天津等冬枣

主产区 ,采用统一的方法继续深入研究冬枣烂果

病的致病菌 ,将有助于我国绿色食品—冬枣的生

产和出口。

1. 2. 5　枣轮纹病　枣轮纹病病原菌的有性阶段

为 Physalospora piricola Nose ,无性阶段 为

Macrophpma kawatsukari Hara,无性阶段较为常

见 (常聚普 , 2004) ,与苹果轮纹病以及引起金丝小

枣浆烂果病的一种病原 (轮纹大茎点菌 )完全相

同。

1. 2. 6　金丝小枣浆烂果病　苏安仁等 ( 1994)最

初报道金丝小枣浆烂果病的病原为轮纹大茎点菌

( Macrophoma kawatsukai Hara )。 刘 春 琴 等

( 2004)和王庆雷等 ( 2004)经过全面系统的研究 ,

认为金丝小枣浆烂果病病原菌的有性世代为囊孢

壳菌 ( Physalospora obtuse Schw. ) ,而张立震等

( 2004 ) 认 为 病 原 菌 是 仁 果 囊 孢 壳 菌

[Physalospora obtuse ( Schw. ) Cooke ];无性世代

为梭壳孢菌 ( Fusicoccum sp. )。 梭壳孢菌侵染危

害枣果 ,田间越冬后的病枣果上还可以形成有性

世代 ,有性世代的子囊孢子也可侵染危害枣果 ,从

而加重了发病程度。此外 ,金丝小枣黑疔病的病原

为 细 链 格 孢 菌 ( Alternaria alternate ( Fr. )

Keissler) ;金丝小枣褐皮病的病原为毁灭茎点霉

菌 ( Phoma destructiva Plow r )和细链格孢菌

( Alternaria al ternate ( Fr. ) Keissler) ,但它们在

田间侵染危害造成的病果率在 15%以下 (张立震

等 , 2004)。

1. 3　侵染循环途径

1. 3. 1　枣缩果病和铁皮病　病原分布　郑晓莲

等 ( 1995)的研究结果表明 ,枣缩果病病原在枣树

的不同部位均可越冬 ,但枣吊、枣叶上以链格孢菌

为主 ,而树皮、枣枝和枣头以橄榄色盾壳菌为主 ,

但在越冬部位不表现任何症状。 枣黑腐病病原在

落地病果和干枯枝上越冬 (李志清等 , 1997)。

病原传播媒介及途径　风雨作用使叶果相互

摩擦造成的伤痕是传播欧文氏杆菌的途径之一 ,

而枣园间相互染病则是由于刺吸式口器害虫 (锈

壁虱、叶蝉、蝽蟓、介壳虫等 )和桃小食心虫危害造

成的孔洞引起的 (陈贻金等 , 1989)。但更重要的是

病原菌通过枣果面上的伤口 (刺伤、机械伤 )、皮孔

和表皮侵入而致病 (曲俭绪等 , 1992;李志清等 ,

1997;康少兰等 , 1998)。

潜伏侵染　枣黑腐病越冬菌从 6月底～ 9月

中旬均可侵染枣果 ,但直到 8月上旬才出现病果 ,

8月下旬～ 9月上旬为发病盛期 ,表明群生小穴壳

菌有潜伏侵染和再侵染的能力 (李志清等 , 1997)。

其他越冬菌第 2年是如何引起初侵染 (郑晓莲等 ,

1995)和再侵染的 ,有待继续研究。

1. 3. 2　其他病害　其他病害的病原分布、传播媒

介、途径和再侵染见表 2。

表 2　枣果实病害侵染循环

Table 2　 The infection circle of pathogens of jujube fruits diseases

病害
Diseas es

病原分布
Dis t ribut ion of path og ens

媒介和途径
Medium and w ays

潜伏浸染
Latent infection

枣炭疽病
Anthracnos e of juju be

以菌丝体潜伏在残留的枣吊、枣
头、枣股和僵果内越冬。

分生孢子堆经雨露溶化
后传播 ,风雨交加导致株
间病菌扩散。在刺伤和没
有刺伤的果实上均能发
病。

幼果感病后不立即表现症状 ,落地病果
和树上重病果 ,只有在潮湿条件下或经
过采后夜堆日晒 ,才出现明显的孢子
堆。

枣轮纹病
Ring spot of ju jube

菌丝、分生孢子器和子囊壳在病果
或病枝上越冬。

次年 4月下旬 ,当气温大
于 15℃ 时 ,孢子遇雨后
首先侵染幼嫩的枝条 ,并
通过皮孔和伤口侵染幼
果。

病菌侵染幼果后 ,在果皮组织或果实浅
层组织中 ,潜伏 60～ 80 d时。在枣果白
熟期或转色期开始发病 , 9月中旬达到
高峰。果实发病后 2～ 7 d ,落地病果 7～
15 d即可产生分生孢子器和分生孢子。

冬枣烂果病
Rot f rui t dis ease of
Zizyphus jujuba
Mill. cv. Dong zao

冬枣黑斑病病原主要在花芽中越
冬。 　　　　—

花后病原菌侵染幼果 ,病果 7月中旬开
始出现 , 8月份达到高峰期 ,冬枣黑斑
病具有潜伏侵染现象。

金丝小枣浆烂果病
Thick rot ten disease of
Zizyphus jujuba
Mill. cv. Dong zao

囊孢壳菌主要在病落果和杨树上
越冬 ,但在枣树的其他部位以及枣
园周围的榆树、刺槐、桃树、苹果和
梨树上也存在。

分生孢子和子囊孢子随
风、雨传播 ,通过伤口、气
孔侵入枣幼果等。

病原菌于 7月上旬开始侵染幼果 ,白熟
期发病。囊孢壳菌在当年发病的枣果上
能形成分生孢子器 ,并于 8月下旬 ～ 9
月散发分生孢子 ,造成 2次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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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影响枣缩果病和枣铁皮病发生和流行的因

素

1. 4. 1　品种的抗病性　不同的枣树品种抗缩果

病和铁皮病的能力不同。临猗梨枣、赞皇大枣易感

病 ;灰枣、木枣和灵宝大枣次之 ;六月鲜和八月炸

抗病性一般 ;鸡心枣、九月青、马牙枣较抗病 ;圆铃

枣、长红枣和酸枣最抗病。

1. 4. 2　气象因素　 7～ 8月阴雨天数和降雨量

与田间发病成正相关 (李志清等 , 1997)。在山西运

城等地 , 7月中旬即发病 ,且持续干旱发病早 (杨

自民等 , 2002)。陈贻金等 ( 1989)调查结果表明 ,枣

果采收前 15～ 20 d,当气温在 26～ 28℃ 时 ,如果

遇上阴雨连绵或夜雨昼晴天气 ,缩果病则爆发成

灾。

1. 4. 3　枣果成熟度和树势　绿果期发病远低于

转红期枣果的发病 ,且多年生枝上的枣果发病又

重于 1～ 2 a生枝上的枣果 (李志清等 , 1997)。 在

河南新郑 ,枣果梗洼变红～ 1 /3着色期 ,糖分含量

高于 18%时 ,缩果病大流行。这表明 ,枣果快速积

累糖分 ,抗病力开始下降 ,有利于病原菌的侵染或

潜伏病原菌的发病。

1. 4. 4　果园地势和土壤质地　平地果园缩果病

发生轻于坡地枣园 ,而沙地枣园又轻于粘土地枣

园 (扬自民 , 2002)。

1. 4. 5　其他栽培管理技术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

明 ,枣园综合管理措施到位 ,枣树叶片完整、树势

健壮则发病轻且晚。同样 ,枣园中后期虫害 (锈壁

虱、叶蝉、蝽蟓、红蜘蛛、桃小食心虫等 )防治好的 ,

缩果病发病轻 (陈贻金等 , 1989;李志清等 , 1997;

杨自民等 , 2002)。枣园的间作方式和间作作物类

型也影响发病程度。间作玉米、黄豆的发病重 ,间

种棉花的次之 ,而间作红薯、花生等一年生矮干作

物的枣园最轻。杨自民 ( 2002)认为种植中草药的

枣园发病轻 ,枣粮间作的比密植园轻。

花期喷硼砂的枣园发病比喷赤霉素的轻 ,且

能增加产量 ,提高枣果品质 (杨自民 , 2002)。

1. 5　防治技术

1. 5. 1　加强枣园综合管理 ,增强树势 ,提高树体

抗病力　选用抗性品种 ,适度密植建园 ,保持枣园

适宜的枝叶系数 ,达到通风透光。

科学施肥:在保证有机肥施入的基础上 ,控制

氮肥用量 ,氮、磷、钾、钙肥混施、配施 ,能减轻金丝

小枣浆烂果病
[ 23]
、枣炭疽病和枣轮纹病 (孙永安

等 , 1984;常聚普等 , 2004)的发生和危害。 花期喷

0. 3%硼砂+ 50 mg /L有机钛 2～ 3次 ,少喷赤霉

素 ,能减少缩果病发病率 (杨自民 , 2002)。

压低越冬病原菌基数: 早春及时清除落果、落

叶、枣吊、枯枝 ,并结合冬剪和夏剪及时剪除病枝 ,

集中烧毁 ;并于萌芽前喷布 3～ 5波美度石硫合

剂 ,能减轻各种病害的发生。

合理间作 ,建设防风林带:枣树行间生草、种

植百脉根、扁茎黄芪、白三叶草等 (杨自民 , 2002) ,

以及间作矮干花生、红薯等作物 ,能减轻枣缩果

病、枣轮纹病、枣炭疽病等病害的发生。避免枣园

种植苹果树、梨树和桃树及其周围 60 m之内栽

种杨树、榆树和槐树 ,能减轻金丝小枣浆烂果病的

发生 (王庆雷等 , 2004)。枣果生长发育期综合防虫

在幼果期 ,采用物理、机械和生物等多种方法 ,综

合防治锈壁虱、叶蝉、日本龟蜡蚧、食芽象甲、红蜘

蛛和桃小食心虫等害虫 ,减少果面上伤口形成 ,能

降低枣缩果病、枣轮纹病等病害的发生。

1. 5. 2　生长季节喷药保护　由于枣果实病原菌

侵染、潜伏期长达 2～ 3个月 , 8～ 9月中旬达发病

盛期。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结果表明 ,在绿幼果期

喷布杀菌剂 ,对预防和降低病果率具有极显著作

用。

6月底～ 7月初 ,喷布 1次 1∶ 2∶ 200波尔多

液 , 7月上旬以后 ,每隔半月喷 1次 200倍 30%复

方多菌灵 (苏安仁等 , 1994)、 400～ 800倍 50%轮

纹宁或 400倍 80%大生 M-45可湿性粉剂、 600

倍 50%多菌灵、 1500倍 50%扑海因 (李晓军等 ,

2004)对防治枣浆烂果病有较好的作用 ,其中轮纹

宁对冬枣烂果病和黑斑病均有显著的作用。 2000

倍 100万单位的硫酸链霉素注射液或 1000倍 80

万单位的乳糖酸红霉素注射液对黄单孢杆属细菌

和假单孢杆菌属细菌有较好的抑菌作用 (李晓军

等 , 2004)。 王军等 ( 2005)用生物农药抗菌新星

( 200亿孢子 /g ) 500倍液于盛花期、花后 10天和

20天各喷一次 ,可将冬枣黑斑病病果率控制在

4%以下 ,而同浓度的多菌灵处理的病果率却高达

17%～ 25% 。

宋宏伟等 [24 ]的试验结果表明 , 85%枣病克星

是防治枣缩果病的首选药剂 ,其次为大生 M-45

等。在 7月份枣幼果期喷 1次 1500倍 68. 75%易

保颗粒剂和波尔多液 , 8月份再喷 2次 2500～

3000倍 20. 76%的万兴乳油 ,能将病果控制在

5%以下
[25 ]
。用链霉素 70～ 140单位 /m L、卡那霉

素 140单位 /m L、土霉素 210单位 /m L在 8月上、

·92· 西　北　农　业　学　报 15卷



中、下旬各喷以次 ,好果率在 90%以上 (陈贻金

等 , 1989)。

6月底～ 7月初 ,喷布 1次 70%甲基托布津

( 800～ 1000倍 )等内吸杀菌剂 ,以后每隔半月与

波尔多液交替喷布 ,再于 8月雨季加入 40%大生

M-45 600～ 800倍液 ,有显著保护和治疗枣轮纹

病的作用 (常聚普 , 2004)。 孙永安等 ( 1984)认为 ,

波尔多液是防治枣炭疽病的有效药剂 ,其他内吸

杀菌剂如多菌灵、甲基托布津等防效差。

尽管人们在化学药剂防治枣果病害研究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选用更高效、低毒、低残留和

类似拮抗菌的生物农药 ,减少喷药次数 ,对生产绿

色或有机枣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将是今后

枣果病害研究的重点之一。

1. 5. 3　科学采果和晾晒　采果时 ,用手细摘 ,减

少伤口发生 ,能减轻制干和贮藏期病害的发生。用

“炕烘法”比直接晒枣能有效解决枣果制干中的

“烂枣”问题。

2　枣果采后贮期病害研究现状

2. 1　病害种类和病原

枣果采后贮藏期病害的发生 ,不仅与采前果

实发育期病害的侵染潜伏 (枣缩果病、枣炭疽病和

枣轮纹病等 )有关 ,而且也与采后贮藏环境的高

湿、枣果组织细胞衰老、抗病能力下降等因素有

关。

由表 1知 ,采后贮藏期枣果病害初步分为 4

大类 ,但病害的命名却因研究者而异。病原菌隶属

12个属的真菌 ,比采前病害的病原还多 3个 ,但

绝大多数为弱寄生菌。

2. 2　症状和危害

生吉萍等
[26 ]
观察研究了贮期冬枣黑腐病的

发生过程 ,发现染病枣果果面病斑有的呈圆形 ,由

暗褐色逐渐变成黑色 ,病部容易和健果肉分离。有

的病斑果皮颜色逐渐变浅 ,果肉呈浆糊状。

鲁北冬枣贮期病害有浆胞病、霉腐病、果柄基

腐病 [27 ]。浆胞病表现为:枣果受害初期 ,在果肩和

腰部出现深红色、茶褐色变色斑点 ,后期颜色加

深 ,用手触压出现凹陷而不能弹起。 发病严重时 ,

圆形、卵形或不规则形的病斑连片而导致全果腐

烂。病部果肉与果皮易分离 ,病果肉颜色为金黄色

或淡黄褐色 ,呈浆状。 霉腐病的症状是 ,受害冬枣

为红、黑等变色斑 ,圆形或不规则形状 ,用手触压

病斑表皮为湿润状。病部果肉组织为黑色、褐色或

黑褐色。果柄基腐病的症状是 ,冬枣病果果柄周围

产生黑色、褐色、淡深红色的变色斑 ,用手触压病

斑为湿润状或出现凹陷。后期病部表面产生不同

颜色的霉层。病果肉颜色为黑色、金黄色软腐或和

褐色溃烂等不同类型。

赵家禄等 [28 ]发现梨枣保鲜时 ,受霉菌危害的

枣果 ,果面上着生白色、灰色或绿色菌丝 ;受叶点

霉属真菌危害的枣果 ,表面形成黑色圆形斑块 ;受

交链孢属真菌危害的枣果 ,果面上形成黑斑 ,黑斑

上着生有灰褐色霉菌。

2. 3　防治技术

除了常规技术外 ,人们把贮期病害的防治重

点 ,放在了高效、低毒、低残留或无残留化学药剂

的筛选上。 0～ 5倍的恩威植物提取液、 300～ 1250

倍的 22. 2%戴挫霉和 200～ 600倍的 78%科博对

冬枣黑腐病具有明显的抑菌效果 (生吉萍等 ,

2004)。山东林科院研制的以 ClO2为主剂的 DZ

熏蒸剂 ,间隔 20 d,以 7倍浓度熏蒸 3～ 4次 ,可将

冬枣腐烂率控制在 8%以下 ,而鲜枣保鲜剂处理

的腐烂率却高达 61. 6% [29 ]。冬枣用 0. 1%施保克

浸果后 ,贮藏 80天时腐烂率为 0% ,而 0. 1%特克

多、 1 000 mg /kg扑海因、 0. 25%次氯酸钠处理的

腐烂率分别为 13. 7% 、 13%和 9. 5% [30 ]。但施保

克毒性指标 LD50为 1 600 mg /kg ,为了避免冬枣

采后二次化学农药污染 ,生产绿色或有机枣果最

好不用施保克作为防腐剂。

3　问题与展望

在我国 ,自 20世纪 70年代末公开报道枣缩

果病后 ,随着气候、栽培管理方式、生态环境等因

素的变化 ,枣果采前病害增加到 9大类 ,贮期病害

达 4大类 ,对枣树产量、果实品质和枣农的经济效

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虽然 ,在病害病原菌分离、鉴定、侵染循环途

径和综合防治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如

下问题需要今后深入研究: ①在北方枣主产区 ,继

续深入分离、鉴定不同生态型枣园中枣缩果病、冬

枣烂果病和金丝小枣浆烂果病的病原 ;②采用清

晰、标准化的方法对枣缩果病、枣铁皮病、枣黑腐

病、褐斑病、褐腐病 ;冬枣烂果病、冬枣黑斑病和枣

黑斑病、金丝小枣浆烂果病等病害进行统一命名 ;

③深入研究枣黑斑病和枣缩果病侵染循环途径 ;

④继续筛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 ,同时

开展其使用时期、方法和浓度等方面的研究 ,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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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拮抗菌等生物农药对贮期枣果病害的防

治 ;⑤筛选抗病尤其是抗枣缩果病的种质资源 ,运

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进行抗病优良品种选育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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