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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叶部病害

►叶部病害 褐斑病 斑点落叶病 锈病 黑星病►叶部病害：褐斑病、斑点落叶病、锈病、黑星病、

白粉病、花叶病、银叶病；小叶病、黄叶病

褐斑病 斑点落叶病 白粉病褐斑病、斑点落叶病、白粉病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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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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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危害
►褐斑病：绿缘褐斑病，各苹果产区都有发生，引起

苹果早期大量落叶 削弱树势 果实不能正常成熟苹果早期大量落叶，削弱树势，果实不能正常成熟，

对花芽形成和果品产量、质量都有明显影响。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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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危害
►斑点落叶病：1956年在日本岩手县南部首次发现，

我国于70年代后期发现；80年代以来在渤海湾我国于70年代后期发现；80年代以来在渤海湾、

黄河故道等地普遍发生，是目前苹果的主要病害；

落叶率为落叶率为20%－80%
►苹果白粉病：世界各苹果产区均有分布，我国发苹果白粉病 世界各苹果产区均有分布 我国发

生普遍，西部地区危害严重，部分品种，如红玉、

倭锦 乔纳金等感病 病梢率为30% 50% 高倭锦、乔纳金等感病，病梢率为30%－50%，高

达80%以上

►梨白粉：危害叶片，导致提前落叶，影响果实产

量与品质；随黄金梨大量栽培，近年有加重趋势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量与品质；随黄金梨大量栽培，近年有加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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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褐斑病
►初期为褐色小点，扩展为0.5－3.0cm的褐色大斑，

边缘绿色 不整齐 故称为绿缘褐斑病 表面有黑边缘绿色，不整齐，故称为绿缘褐斑病；表面有黑

色小粒点和灰白色菌索；受害严重时叶片变黄脱落

►病斑分为3种类型，共同特点是后期叶片变黄，病斑

周围保持绿色，病叶易早期脱落周围保持绿色，病叶易早期脱落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苹果叶部病害 7

症状—褐斑病
►同心轮纹型：病斑中心为

暗褐色 四周黄色 外有暗褐色，四周黄色，外有

绿色晕圈；病斑中央是呈

同心轮纹排列的小点

►针芒型： 病斑针芒放射状►针芒型： 病斑针芒放射状

向外扩展，无固定的形状，

暗边缘不定，暗褐色或深褐

色，上散生小黑点。病斑

小，数量多 ，常遍布叶片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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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褐斑病
►混合型：病斑大，暗褐色，

近圆形或不规则形 小黑点近圆形或不规则形，小黑点

不呈明显的同心轮纹状排列，

有时边缘呈针芒状

►果实病斑： 初为淡褐色小点►果实病斑： 初为淡褐色小点，

扩大为近圆形病斑，褐色，

稍下陷，边缘清晰，直径6－
12mm，散生黑色小点。病

斑下果肉变褐，坏死组织不

深 呈海绵状干腐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深，呈海绵状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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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斑点落叶病

►发病初期为极小的褐色

小点，扩大为直径3－
6mm的红褐色病斑 边6mm的红褐色病斑，边

缘紫褐色，病斑中心有1
个深色小点或呈同心轮个深色小点或呈同心轮

纹状；天气潮湿时病部

正反面均可见墨绿色霉

状物；在高温多雨季节状物；在高温多雨季节

病斑扩展迅速，常使叶

片焦枯脱落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片焦枯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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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斑点落叶病
►果实受害，以果点为中

心 形成近圆形褐色斑心，形成近圆形褐色斑

点，直径2－5mm，周围

有红晕；病斑下果肉数

层细胞变褐，呈木栓化层细胞变褐 木栓化

干腐状

徒长枝易染病 染病枝►徒长枝易染病，染病枝

条皮孔突起，以皮孔为

中心产生褐色凹陷斑，

多为椭圆形，边缘常开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多为椭圆形，边缘常开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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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苹果白粉病
►新梢发病，病梢瘦弱，节间缩短，叶片细长，变硬

变脆 叶缘上卷 表面布满白色粉状物 后期逐渐变脆，叶缘上卷，表面布满白色粉状物；后期逐渐

变为褐色，在叶背的主脉、叶柄及新梢上产生成堆

小黑点（闭囊壳），严重的整个新梢枯死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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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苹果白粉病

►叶片受害，叶背面产生一层白色粉状物，叶正面

颜色浓淡不均，叶片凹凸不平，严重时叶片干枯

脱落脱落

►芽受害，呈灰褐色或暗褐色，瘦长尖细，鳞片松

散 上部张 不能合拢 病芽表面绒毛少 受害散，上部张开不能合拢，病芽表面绒毛少，受害

严重的芽干枯死亡

►幼果受害，在萼片或梗洼处产生白色粉斑，病部

变硬 果实长大后白粉脱落 形成网状锈斑 变变硬，果实长大后白粉脱落，形成网状锈斑。变

硬的组织后期形成裂口或裂纹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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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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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梨白粉病

►主要危害叶片，叶片受害，背面产生一层白色粉

状物，叶正面颜色变淡，后期病斑上产生大量小

黑星，严重时叶片提前脱落黑星，严重时叶片提前脱落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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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苹果褐斑病
►有性态：子囊菌亚门，双壳属，苹果双壳

Diplocarpon mali Harada et SawamuraDiplocarpon mali Harada et Sawamura

►子囊盘：肉质，杯状，淡褐色，大小为120－130um 
× 100－150um；侧丝1－2个分隔，与子囊等高，宽

为2－3um顶部稍宽为 顶部稍宽

►子囊：阔棍棒状，大小为55－58um × 14－18um，

有囊盖 内含 个子囊孢子有囊盖，内含8个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香蕉形，直或稍弯曲，通常有1个分隔，子囊孢子 香蕉形 直或稍弯曲 通常有 个分隔

有的在分隔处稍溢缩，子囊孢子顶端圆或尖，大小

为24 30um × 5 6um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为24－30um × 5－6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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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苹果褐斑病
►无性态：苹果盘二孢 Marssonina coronaria ，异名为

Marssonina maliMarssonina mali
►菌索：无性态产生菌索，多分枝，粗20－40um，深

褐色 穿行于表皮下 交叉点上方着生分生孢子盘褐色，穿行于表皮下，交叉点上方着生分生孢子盘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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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苹果褐斑病
►分生孢子盘：初期埋生，成熟后突破表皮外露，直

径为100－200um径为100 200um
►分生孢子：梗栅状排列，单孢，无色，棍棒状，15

20 ×3 4－20um×3－4um
►分生孢子：无色，双孢，上胞大且圆，下胞窄且尖

，分隔处溢缩，内含2－4个油球，20－24um ×7－
9um

►生物学：菌丝适温为20－25 ℃ ；分生孢子萌发温度

为0 35 ℃ 最适18 25 ℃ 10%叶片浸出液及1%为0－35 ℃，最适18－25 ℃，10%叶片浸出液及1%
葡萄糖有利于孢子萌发，琼脂促进萌发的效果好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病菌还可侵染沙果、海棠、山定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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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斑点落叶病

►病原：Alternaria alternata f.sp.mali，属半知菌亚门

链格孢属，链格孢苹果专化型，异名有 A. mali

►分生孢子梗：从气孔伸出，束状，暗褐色，弯曲多►分生孢子梗：从气孔伸出，束状，暗褐色，弯曲多

胞大小为16.8－65.0um×4.8－5.2um

个 变 倒►分生孢子：顶生，5－13个串生，形状变化大，倒棍

棒状、纺锤形、卵圆形、椭圆形或近圆形，有的分

生孢子先端有喙；分生孢子暗褐色，有1－7个横隔

0－5个纵隔；大小变化大 5 0－20 0um×10 5－，0 5个纵隔；大小变化大，5.0 20.0um×10.5
60.0um，表面光滑或有小突起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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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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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斑点落叶病

►菌丝生长温度5－35 ℃ ，适温28－30 ℃ ；分生孢子

在清水中于15－30 ℃均可萌发，以24－28 ℃萌发率

最高，苹果组织液对孢子萌发具有激发作用

►病原菌生理分化：链格孢苹果专化型中可能存在生

理分化现象 胶东地区 斑点落叶病发现有2个不同理分化现象，胶东地区，斑点落叶病发现有2个不同

菌系，标记为A1和A2；两者形态无显著差异，但在

PDA培养基上，A1菌落墨绿色，气生菌丝少，大量

产孢；A2菌落灰白色，气生菌丝旺盛，产孢少。孢产孢；A2菌落灰白色，气生菌丝旺盛，产孢少。孢

子悬浮液接种红富士、金帅、新红星3个品种的叶片

发现A2的致病性显著强于A2 且比较稳定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发现A2的致病性显著强于A2，且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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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苹果白粉病
►有性态：叉丝单囊壳 Podosphaera leucotricha ，属

子囊菌亚门叉丝单囊壳属子囊菌亚门叉丝单囊壳属

►闭囊壳：球形，暗褐色至黑褐色，75－100um×70
－100um；闭囊壳上有两种附属丝，一种在闭囊壳

顶端，有3－10枝，长而坚硬，二分叉状分枝或不分顶端，有 枝，长而坚硬， 分叉状分枝或不分

枝；另一种在闭囊壳的基部，短而粗，呈丛状

子囊 闭囊壳中只有 个子囊 椭圆形或球形►子囊：闭囊壳中只有一个子囊，椭圆形或球形，

50.4－55um×45.5－51.5um，内含8个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无色单孢，椭圆形，16.8－
22 8um×12 0 13 2um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22.8um×12.0－13.2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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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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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苹果白粉病
►无性态：粉孢属Oidium，病部的白色粉状物即为病

菌的菌丝体 分生孢子梗菌的菌丝体、分生孢子梗

►分生孢子梗：棍棒形，20.0－62.5um×2.0－5.0um
，顶端串生分生孢子

►分生孢子：无色，单孢，椭圆形，16－►分生孢子：无色，单孢，椭圆形，16
26.4um×14.4－19.2um

►生物学：菌丝生长适温为20 ℃ ，33 ℃以上即失去

活力，萌发适温为21 ℃ ，最适相对湿度100%；分活力 萌发适温为 最适相对湿度 ；分

生孢子在水滴中常吸水涨裂，不能萌发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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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梨白粉病
►有性态：Phyllactinia pyri ，球针壳属

►闭囊壳 球形 暗褐色至黑褐色 附属丝球针状►闭囊壳：球形，暗褐色至黑褐色，附属丝球针状，

内有多个子囊

►子囊：椭圆形或球形，内含8个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 无色单孢 椭圆形►子囊孢子：无色单孢，椭圆形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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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梨白粉病
►无性态：病部的白色粉状物即为病菌的菌丝体、分

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分生孢子：无色，单孢，子弹头状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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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规律—苹果褐斑病
►初侵染来源：以菌丝、菌索、分生孢子盘或子囊盘

在落地的病叶上越冬，次年春天产生分生孢子和子在落地的病叶上越冬，次年春天产生分生孢子和子

囊孢子初侵染

►传播与侵染：风雨传播；自气孔或直接侵入

潜育期 天，最长达45天；随温度升高，潜育►潜育期：6－12天，最长达45天；随温度升高，潜育

期缩短期缩短

►再侵染：有多次再侵染，因再侵染导致流行

►周年动态：从4月份开始侵染，5－6月份开始发病，

7－8月份为发病盛期，9月份发病率下降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7－8月份为发病盛期，9月份发病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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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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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条件—苹果褐斑病
►气象条件：生长期高温、多雨有利病害流行；冬季

温度高、湿度大有利于病原菌越冬温度高、湿度大有利于病原菌越冬

►栽培管理：果园湿度大，病害易流行；树势弱，病

叶易脱落

品种 不同品种抗病性有差异；金冠、富士、元帅►品种：不同品种抗病性有差异；金冠、富士、元帅

等品种易感病；祝光、国光、鸡冠、青香蕉等发病等品种易感病；祝光、国光、鸡冠、青香蕉等发病

较轻；小国光则表现抗病

叶 35日龄内的叶片感病；结果枝和内膛枝叶片►叶位：35日龄内的叶片感病；结果枝和内膛枝叶片

易发病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易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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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规律—苹果斑点落叶病
►初侵染来源：侵染广，主要以菌丝和分生孢子在落

叶上、1年生枝的叶芽和花芽以及枝条病斑上越冬叶上、1年生枝的叶芽和花芽以及枝条病斑上越冬

►传播与侵染：主要随气流传播，直接侵入或从自然

孔口或伤口侵入

潜育期与再侵染 潜育期短，24-72小时，主要依靠►潜育期与再侵染：潜育期短，24-72小时，主要依靠

毒素致病，有多次再侵染毒素致病，有多次再侵染

►周年动态：发病高峰期主要与叶龄和降雨有关； 30

日龄内的嫩叶感病；5－6月份出现第一个发病高峰；日龄内的嫩叶感病；5－6月份出现第一个发病高峰；

7－8月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7－8月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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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规律—苹果白粉病
►初侵染来源：以菌丝在芽的鳞片间或鳞片内越冬；

顶芽带菌率高于侧芽，侧芽带菌率依次减低，第四顶芽带菌率高于侧芽，侧芽带菌率依次减低，第四

侧芽以下基本不带菌；芽萌动，病菌开始活动并产

生分生孢子

►传播与侵染 随气流传播，侵染嫩芽、嫩叶和幼果，►传播与侵染：随气流传播，侵染嫩芽、嫩叶和幼果，

以吸器从表面细胞吸取营养

►潜育期与再侵染：潜育期短，3－5天；再侵染频繁

年 态 4月份开始侵染，5－6为侵染盛期，9月►周年动态：4月份开始侵染，5－6为侵染盛期，9月

侵染秋梢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侵染秋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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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规律—梨白粉病
►初侵染来源：以假囊壳在落叶上越冬，以子囊孢子

初侵染初侵染

►传播与侵染：随气流传播，主要侵染叶片背面

►潜育期与再侵染：潜育期短，3－5天；再侵染频繁

►周年动态：5－6为开始发病，落叶前达发病盛期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苹果叶部病害 32

病害控制—苹果褐斑病与斑点落叶病
►控制策略：

以化学防治为主，辅以清除病原等措施以化学防治为主，辅以清除病原等措施

►清除菌源

彻底清扫落叶、病残叶，剪除病梢，集中烧毁；早春喷

布铲除剂

►管理措施

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及不排涝，增强树体的抗病抗；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及不排涝，增强树体的抗病抗；

合理修剪，剪除徒枝，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果园湿

度

栽培抗病品种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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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控制—苹果褐斑病与斑点落叶病
►药剂防治

褐斑病：自初发期前的10－15天用第一次药，以后每10褐斑病：自初发期前的10－15天用第一次药，以后每10-
15天一次，直到9月份，初发期根据早春的降雨情况确定

常用药剂：波尔多液，代森锰锌，多菌灵，大生 4 ，常用药剂：波尔多液，代森锰锌，多菌灵，大生M-45，
甲基硫菌灵，福星，扑海因

斑点落叶病：重点在新梢速长期用药；

常用药剂：多抗霉素，宝丽安，易保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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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控制—苹果白粉病
►清除病菌

结合冬剪，剪除病梢、病芽；早春复剪，剪掉新发病的结合冬剪，剪除病梢、病芽；早春复剪，剪掉新发病的

枝梢，集中烧毁或深埋，减少病菌的侵染来源；早春喷施

铲除剂铲除剂

►栽培管理

施足基肥，控制氮肥，增施鳞钾肥；合理密植，控制灌水

；合理修剪时树冠通风透光，以增强树势，提高抗病能力

►药剂防治

发芽前用药 次，发芽后连续喷施 － 次发芽前用药1次，发芽后连续喷施2－3次

常用药剂：可湿性硫磺，世高，三唑酮，特普唑，甲基硫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菌灵，腈菌唑，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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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控制—梨白粉病
►清除病菌

清除落叶清除落叶

►药剂防治

从6月份开始用药

对其他白粉有效的药剂，对梨白粉无效对其他白粉有效的药剂，对梨白粉无效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李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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