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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杨梅白腐病是影响杨梅产量和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该病害的防治技术，对于保障杨梅生产安全、增加

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田间试验评价了７种药剂对杨梅白腐病的预防效果，结果表明，供试药剂对白腐

病均有一定的防效。其中，６％寡糖·链蛋白ＷＰ、８％对氯苯氧乙酸钠ＳＰ和２９％吡萘·嘧菌酯ＳＣ对白腐病的预

防效果在８０％以上；４０％戊唑·腐霉利ＳＣ、３８％吡唑·啶酰菌胺ＳＣ和３５％氟菌·戊唑醇ＳＣ的预防效果在杨梅成

熟前期较好，能达到８０％以上，但持效性不长；１３．３％抑霉唑硫酸盐ＳＧ的预防效果不佳，在杨梅成熟期阶段最高防效

只有６５．５％。建议在实际生产中预防杨梅白腐病选用６％寡糖·链蛋白ＷＰ、８％对氯苯氧乙酸钠ＳＰ和２９％吡萘·

嘧菌酯ＳＣ。平衡施肥、避雨栽培、疏花疏果和药剂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技术可有效降低白腐病的发生危害。

关键词　杨梅白腐病；　杀菌剂；　防治效果；　综合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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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梅是我国特产果树之一，具有悠久栽培历史。

因其具有果色鲜艳、酸甜适中、商品性价比高等显著

特点，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栽培面积

不断扩大。目前浙江全省杨梅种植面积达８．９９３万



２０１８

ｈｍ２，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产量５２．４万ｔ，产值近

５０亿元，在浙江产水果中产值位列第一，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一大支柱产业［１］。

随着杨梅产业的不断发展，病虫害发生也呈日

益加重趋势［２４］，特别是杨梅成熟中后期，白腐病的

发生危害最为严重。杨梅白腐病，又称杨梅白腐烂、

烂杨梅，病原物主要以真菌界子囊菌门中的青霉

犘犲狀犻犮犻犾犾犻狌犿ｓｐ．和绿色木霉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狏犻狉犻犱犲为

主。一般杨梅成熟中后期易感染此病，初期在果实

表面上产生白色小点，随着时间延长，病斑逐渐扩

大，产生白色霉状物，受害果实较正常果实提前３～４

ｄ落地，被害果不能食用
［１］。浙江省‘东魁’杨梅成

熟采收期集中在６月中下旬，此时正值梅雨季节，温

度、湿度较高，杨梅白腐病发生严重，造成损失高达

４０％～５０％。目前，针对杨梅果实期病害的防治已

有一些报道，但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２６］。目前在

杨梅上登记使用的农药仅有噻嗪酮、乙基多杀菌素、

阿维菌素、松脂酸钠、矿物油、喹啉铜等６种农药，且

均不是主治白腐病的药剂，缺少安全高效的登记药

剂和集成配套的防治技术［７８］。农民乱用、滥用农药

时有发生，甚至不少农户在杨梅成熟期施药，导致果

实品质降低，农药残留问题突出，农产品质量安全隐

患大。为了推广应用针对杨梅白腐病的高效安全的

预防性杀菌剂和综合防控技术，指导农户的杨梅安

全生产，特开展本试验。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和试验概况

供试药剂共７种：４０％戊唑·腐霉利悬浮剂

（ＳＣ），浙江来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３８％唑醚·啶

酰菌胺悬浮剂（ＳＣ），浙江来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３５％氟菌·戊唑醇悬浮剂（ＳＣ），拜耳股份公司；

２９％吡萘·嘧菌酯悬浮剂（ＳＣ），先正达苏州作物保

护有限公司；１３．３％抑霉唑硫酸盐可溶粒剂（ＳＧ），

安道麦马克西姆有限公司；６％寡糖·链蛋白可湿性

粉剂（ＷＰ），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廊坊农

药中试厂；８％对氯苯氧乙酸钠可溶粉剂（ＳＰ），四川

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药剂用量均参考产品推荐

浓度（表１）。

试验地点设在浙江省青田县瓯南街道白浦村陈

胜户（试验点１）和相邻的平风寨村孙国平户杨梅园

中（试验点２），选取树龄１５年以上长势良好的‘东

魁’杨梅树进行药效试验。试验点１施药时间为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８日，试验点２施药时间为６月７日。

以清水和不施药为对照。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９个处理：７个药剂处理，１个清水对照处

理，１个空白对照处理（表１）。每处理３株杨梅树。采

用手动式喷雾器喷雾，每处理用水量均为１５ｋｇ。

表１　不同药剂处理时间及用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狉犪狔犻狀犵狋犻犿犲犪狀犱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

施用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施用时间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稀释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ｌｄ

４０％戊唑·腐霉利ＳＣ

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ｃｙｍｉｄｏｎｅ４０％ＳＣ
采收前２０ｄ ２０００

３８％吡唑·啶酰菌胺Ｓ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ｂｏｓｃａｌｉｄ３８％ＳＣ
采收前２０ｄ ２０００

３５％氟菌·戊唑醇ＳＣ

ｆｌｕｏｐｙｒａｍ·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３５％ＳＣ
采收前２０ｄ ３０００

２９％吡萘·嘧菌酯ＳＣ

ｉｓｏｐｙｒａｚａｍ·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９％ＳＣ
采收前２０ｄ １５００

１３．３％抑霉唑硫酸盐ＳＧ

ｉｍａｚａｌｉｌｓｕｌｆａｔｅ１３．３％ＳＧ
采收前１０ｄ １０００

６％寡糖·链蛋白ＷＰ

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６％ ＷＰ
采收前１０ｄ １０００

８％对氯苯氧乙酸钠ＳＰ

ｓｏｄｉｕｍ４ＣＰＡ８％ＳＰ
采收前１０ｄ ３０００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采收前１０ｄ －

空白对照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 －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７日于待处理的每株杨梅树上按

东西南北挂牌定枝调查果实基数，５月２８日和６月

７日分别按设计剂量进行药剂处理，于６月１７日

（成熟开采日）、１９日（成熟开采第３天）和２１日（成

熟开采第５天）分别调查总果数和显症病果数，计算

烂果率和防治效果。

烂果率＝烂果数／调查总果数×１００％；

防治效果＝（空白对照烂果率－防治处理烂果

率）／空白对照烂果率×１００％。

１．３　统计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进行统计

分析，数据统计分析在ＳＰＳＳ软件上进行处理。

１．４　杨梅白腐病综合防治技术

在青田杨梅主产区开展环境友好型药剂筛选的

基础上，结合施肥管理、避雨栽培、疏花疏果、防虫网

覆盖等措施对白腐病预防效果调查，集成杨梅白腐

病综合预防技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药剂对杨梅白腐病的预防效果

如表２所示，在采收前２０ｄ、１０ｄ喷施不同药剂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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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梅白腐病均具有较好的预防效果，烂果率与清

水和空白对照存在显著差异。生产中雨水天气是影

响白腐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中采收前１０

ｄ以清水处理模拟降水，增加湿度，成熟初期与后期

其烂果率和空白对照接近，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杨梅成熟前期的单日降雨对白腐病的发生没有

明显不利的影响。

杨梅成熟前期，白腐病烂果率相对较低，成熟开

采首日调查，药剂处理后的烂果率在２％～８％之

间，其中经２９％吡萘·嘧菌酯ＳＣ、３８％吡唑·啶酰

菌胺ＳＣ和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处理后的烂果率

相对较低，均在３％以下。除１３．３％抑霉唑硫酸盐

ＳＧ外，各药剂的防治效果均达８０％以上，其中３８％

吡唑·啶酰菌胺ＳＣ防效最好，达到８９．８％。成熟

开采后第３天调查，烂果率有所上升，在４％～１１％

之间，其中２９％吡萘·嘧菌酯ＳＣ、８％对氯苯氧乙酸

钠ＳＰ和６％寡糖·链蛋白 ＷＰ处理后的烂果率相

对较低，均在５％以下，防治效果也均在８０％以上，

而１３．３％抑霉唑硫酸盐ＳＧ防效较差，仅为６３．５％；

成熟开采后第５日调查，经药剂处理后的烂果率上

升速度较快，在７％～２５％之间，为开采首日的３～

１０倍。各药剂处理间呈现显著性差异，其中６％寡

糖·链蛋白ＷＰ处理的病果率最低，为７．８％，４０％

戊唑·腐霉利ＳＣ处理的烂果率已高达２３．９９％。而

２９％吡萘·嘧菌酯ＳＣ、８％对氯苯氧乙酸钠ＳＰ和６％

寡糖·链蛋白ＷＰ的防治效果仍在８０％以上，表明使

用这三种药剂田间预防白腐病效果最好，在杨梅成熟

阶段预防效果能稳定在８０％以上（表２）。

田间试验表明，杨梅在不同成熟期的烂果率差

异较大，以成熟开采当日的烂果率最低，开采第３天

次之，成熟开采第５天后最高，其中清水和空白对照

的烂果率分别由成熟开采首日的２３．６６％和２１．６６％

上升到开采第５天时的６５．１％和６８．１４％，说明在

自然状况下杨梅成熟度与白腐病发病率呈一定的正

相关，成熟度越高，发病率也越高。供试药剂药效的

持久性表现出一定差异，４０％戊唑·腐霉利ＳＣ、

３８％吡唑·啶酰菌胺ＳＣ、３５％氟菌·戊唑醇ＳＣ在

杨梅开采日前防效均达８０％以上，而５ｄ后下降至

７０％左右，其药效持效性不如２９％吡萘·嘧菌酯ＳＣ、

６％寡糖·链蛋白ＷＰ和８％对氯苯氧乙酸钠ＳＰ（表２）。

表２　不同药剂对杨梅白腐病的预防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狉犲狏犲狀狋犻狏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狑犺犻狋犲狉狅狋犱犻狊犲犪狊犲狅犳狉犲犱犫犪狔犫犲狉狉狔

处理药剂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

烂果率／％　Ｆｒｕｉｔｒｏｔｔｉｎｇ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成熟

开采首日

Ｍａｔｕｒｅｄａｙ

成熟开采第３天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ｍａｔｕｒｅ

成熟开采第５天

５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ｍａｔｕｒｅ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成熟

开采首日

Ｍａｔｕｒｅｄａｙ

成熟开采第３天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ｍａｔｕｒｅ

成熟开采第５天

５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ｍａｔｕｒｅ

４０％戊唑·腐霉利ＳＣ

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ｐｒｏｃｙｍｉｄｏｎｅ４０％ＳＣ
（３．４８±２．４７）ｂ （７．８２±３．５２）ｂ （２３．９９±８．２７）ｂ ８４．８ａ ７３．５ａ ６４．５ｂ

３８％吡唑·啶酰菌胺ＳＣ

ｐｙｒａｃｌｏｓｔｒｏｂｉｎ·ｂｏｓｃａｌｉｄ３８％ＳＣ
（１．９６±２．３７）ｂ （６．５３±３．６６）ｂ （１８．６５±１．６７）ｂｃ ８９．８ａ ７７．３ａ ７２．１ａｂ

３５％氟菌·戊唑醇ＳＣ

ｆｌｕｏｐｙｒａｍ·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３５％ＳＣ
（３．４１±１．２９）ｂ （８．６３±２．９９）ｂ （２１．７５±５．４５）ｂｃ ８３．９ａ ７１．７ａ ６９．２ａｂ

２９％吡萘·嘧菌酯ＳＣ

ｉｓｏｐｙｒａｚａｍ·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２９％ＳＣ
（２．９１±１．１８）ｂ （４．８５±２．４９）ｂ （１２．０８±５．２０）ｂｃ ８６．５ａ ８３．９ａ ８２．３ａｂ

１３．３％抑霉唑硫酸盐ＳＧ

ｉｍａｚａｌｉｌｓｕｌｆａｔｅ１３．３％ＳＧ
（７．２３±６．４８）ｂ（１０．６３±８．５５）ｂ （２３．４１±１９．６）ｂｃ ６５．５ａ ６３．５ａ ６６．０ｂ

６％寡糖·链蛋白ＷＰ

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６％ ＷＰ
（２．９８±２．６０）ｂ （４．６４±２．６２）ｂ （７．８０±０．８２）ｃ ８４．８ａ ８５．７ａ ８８．４ａ

８％对氯苯氧乙酸钠ＳＰ

ｓｏｄｉｕｍ４ＣＰＡ８％ＳＰ
（３．１２±１．２７）ｂ （４．６９±１．７１）ｂ （１２．５１±２．８４）ｂｃ ８５．４ａ ８３．７ａ ８１．５ａｂ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３．６６±１０．１０）ａ（３１．９７±５．１０）ａ （６５．１０±９．２５）ａ －５．８ －７．５ ４．９

空白对照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１．６６±３．５４）ａ（２９．５６±６．６１）ａ （６８．１４±７．８０）ａ ０ ０ ０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药剂处理之间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ａｆ

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

２．２　杨梅白腐病综合防治技术

２．２．１　平衡施肥

根据杨梅的需肥特点和园地的土壤条件，视树

势、结果情况施肥。提倡增施草木灰、焦泥灰、饼肥、

绿肥、厩肥等有机肥和腐殖酸类肥料，适量施用硫酸

钾型复合肥。增强树体的抗逆性、抗病虫性。

·３３２·



２０１８

２．２．２　避雨栽培

采前４０～５０ｄ覆盖防虫网，采前１５ｄ梅雨季未

到时顶棚覆盖进行避雨，前期雨水较多则可适当提

前，大风雨前后及时检查并维修加固，采收结束后及

时撤去。网帐裙脚在地面用木桩绑住，四周均用泥

土压实，进出网帐需及时关闭网帐的拉链，防止网外

害虫进入网内。通过网室避雨栽培可有效阻隔杨梅

果蝇及其他害虫，减少白腐病的发生危害，保障了杨

梅果实的食用安全。

２．２．３　疏花疏果

花量过多时，于３月中旬至３月下旬，人工剪去

部分结果枝，减少花量，促进分枝。推行人工疏果

２～３次，分别在盛花后２０ｄ果径约０．５ｃｍ和谢花

后３０～３５ｄ果径１．０ｃｍ时进行，疏去密生果、劣果

和小果，５月中旬果实迅速膨大前再疏果定位。每

果枝留果１～２个。大年，树冠上部多疏果；小年，树

冠上部多留果。保证果树果实密度均匀，可显著降

低后期白腐病的发生。

３　讨论

杨梅白腐病是影响杨梅商品性状的重要因素之

一，现有的农业行业标准ＮＹ／Ｔ２８６１－２０１５《杨梅

良好农业规范》、林业行业标准ＬＹ／Ｔ２１２７－２０１３

《杨梅栽培技术规程》和浙江省地方标准ＤＢ３３／Ｔ

３７２－２０８８《无公害杨梅标准》等对栽培技术进行了

详细规定，但均没有解决生产中最核心的病虫害防

治和安全用药问题。杨梅被列入浙江省特色小作物

类别，用于防治病虫害的登记药剂较少［７］，而前期对

白腐病的研究多集中在病害症状和危害损失上［２３］。

本研究参考已在草莓、番茄、黄瓜、柑橘上登记用于

防治灰霉病等病害的部分药剂，结合杨梅生产中使

用效果较好的部分农药品种进行田间试验，施药时

间参考登记说明的最长间隔期［８］；供试药剂均为低

毒低残留的环境友好型农药，既保证了对白腐病的

预防效果，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药剂残留，为杨梅后

期用药登记提供了依据。

杨梅白腐病的发生因素较多，其中发病率与果

蝇的发生、杨梅成熟度均呈正相关。王华弟等［９］认

为，杨梅成熟期雨水越多、杨梅成熟度越高，白腐病

发生愈重。目前，在杨梅生产中，主要采用诱杀果

蝇、及时采摘和避雨栽培等方式减少白腐病的发生

危害，而有针对性地采用药剂进行预防的报道较

少［１２，６］。本研究所采用的７种药剂在杨梅成熟开采

期均能有效降低白腐病的发生危害。其中，６％寡糖·

链蛋白ＷＰ、８％对氯苯氧乙酸钠ＳＰ和２９％吡萘·

嘧菌酯ＳＣ的预防效果在杨梅成熟采摘期稳定在

８０％以上；４０％戊唑·腐霉利ＳＣ、３８％吡唑·啶酰

菌胺ＳＣ和３５％氟菌·戊唑醇ＳＣ的预防效果在杨

梅成熟前期较好，能达到８０％以上，但持效性不长；

１３．３％抑霉唑硫酸盐ＳＧ的预防效果不佳，防效最

高仅有６５．５％左右。因此，综合考虑安全间隔期和

防效持久性，可将６％寡糖·链蛋白ＷＰ、８％对氯苯

氧乙酸钠ＳＰ和２９％吡萘·嘧菌酯ＳＣ作为杨梅上

可使用的农药进行登记。

多年田间观察表明，杨梅成熟后果园湿度对白

腐病的发生影响较大，因此对白腐病的预防应综合

考虑树势、栽培条件、害虫媒介、田间管理等因素，多

方面减少白腐病发生的诱因。结合田间化学药剂应

急防控，在生产上集成平衡施肥、避雨栽培、疏花疏

果等杨梅白腐病综合预防技术。结果表明，在增强

树势的同时，通过花期控果、成熟期及时避雨、理化

诱杀果蝇，大大降低了白腐病的发生危害，提高了果

实的品质和产量，成为目前提升杨梅果实质量和产

量的创新技术，已在当地大面积推广应用，其中，

２０１６年青田县超过６６７ｈｍ２ 杨梅推广应用杨梅白

腐病综合预防技术，占全县杨梅数量的１５％，为梅

农增加经济收入２００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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