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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板栗粉锈病是景宁板栗的主要叶部病害 , 发病率高达 95%, 感病指数达 82.5。板栗

粉锈病危害板栗苗木 、 幼树和成年树 , 感病栗树生长势显著下降 , 栗实减产 , 病叶提早落

叶。病原为栗膨痂锈菌 Pucciniastrum castaneae 。研究结果表明:在 8月份喷洒 15%粉锈宁可

湿性粉剂 500倍液 , 每周 1次 , 连续 2次 , 防治效果可达 92.4%。表3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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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是浙江景宁的主要经济树种 , 面积 760 hm
2
。近年来 , 板栗粉锈病在全县

各地危害日益严重 , 根据岭北板栗基地调查 , 发病率达 95%, 严重危害时 , 叶片从 9月下旬开始落

叶 , 严重影响了板栗的生长和栗实的产量 。为了查清此病在景宁县的发生特点 , 探索有效的防治途

径 , 我们自1998年开始 , 参照有关文献
[ 1 ～ 3]
连续进行了 4 a的调查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害调查　

在浙江省景宁县岭北板栗基地设立标准地 7块 , 每块标准地的面积为 3.3 hm
2
。每块标准地采用

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 20 ～ 30株树木 , 并按表 1病害分级标准进行统计 , 计算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

表 1　板栗粉锈病分级标准
Table 1　Classfication of healthy trees and diseased trees

级别 分级标准 代表数值

Ⅰ 全株健康 0

Ⅱ 感病叶片占全株叶片的 1/ 4以下 1

Ⅲ 感病叶片占全株叶片的 1/ 4～ 2/ 4 2

Ⅳ 感病叶片占全株叶片的 2/ 4～ 3/ 4 3

Ⅴ 感病叶片占全株叶片的 3/ 4以上 4

1.2　症状观察

每年的 6 ～ 12月 , 每隔 7 d在岭北板栗基地进行观察 ,

观察发病的初始症状 、病害发生情况和危害特点 。

1.3　发病规律

在阴坡 、阳坡 、山顶和山脚不同的立地条件下选取 20

～ 30株板栗各作为标准株 , 对发病程度 、 病原越冬形态和

场所进行对比观察。

1.4　致病菌

每年在发病期 , 多次在板栗基地采集感病 、 新鲜的夏孢

子堆和冬孢子堆 , 进行镜检 , 鉴定病原 , 观察记载病原不同阶段孢子堆和孢子的大小及形状 。

1.5　防治试验

农药选用 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江苏省建湖农药助剂厂生产), 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浙江

东阳农药厂生产), 40%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 (天津泰丰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生产), 70%代森锰锌可



湿性粉剂 (张家口双环国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分别于 2001年 8月 19日和 8月 26日进行2次防治。

防治方法为喷雾 , 浓度均为 1∶500倍。各防治标准株 20 株 , 同时选未施农药的 20株板栗作空白对

照。样地 1选用粉锈宁防治 , 样地 2选用代森锌防治 , 样地 3选用炭疽福美防治 , 样地 4选用代森锰

锌防治 , 样地 5为空白对照 。

2　结果

2.1　症状　

病菌主要危害叶片。开始发病时 , 叶片背面出现黄色疱状锈斑 , 后表皮破裂露出黄粉 , 随后在锈

斑的叶片正面退绿变黄 , 出现黄点;黄粉越来越多 , 直到布满整张叶片 , 黄斑也不断扩大 , 最后变成

褐色 。染病严重的嫩叶 , 叶片变形扭曲 , 而且落叶比老叶更早 。入冬后 , 在叶背面还可出现暗褐色微

凸起的小点 , 即病菌的冬孢子时期 , 感病的叶片最后全叶干枯 , 早落。

2.2　病原　

是栗膨痂锈菌 Pucciniastrum castaneae Diet., 属担子菌亚门冬孢纲栅锈科膨痂锈属。夏孢子堆生叶

背表皮下 , 圆形 , 橙黄色 , 一般大小为 102.4 μm ×126.5 μm , 包被细胞壁薄 , 无色 , 平滑 , 顶部开

孔。夏孢子为卵形或倒卵形 , 大小为18.0 ～ 28.8μm×10.8 ～ 13.7μm , 壁厚 0.8 ～ 1.5μm , 表面具细刺

突 , 无色 , 内含物橙黄色 。冬孢子堆生于叶背表皮下 , 成熟后 , 表皮破裂 , 黄褐色或暗褐色 , 冬孢子

卵形至长椭圆形 , 2 ～ 6个细孢 , 大小为 18.8 ～ 36.2 μm×12.0 ～ 32.0 μm , 壁厚 0.70 ～ 1.25 μm , 内含

物淡黄色 , 排成单层 。

2.3　发病规律

板栗粉锈病病原菌以冬孢子越冬 , 以夏孢子进行多次再侵染。一般于每年的 6月底 7月初开始发

病 , 9月中旬为发病盛期 , 感病严重植株 , 从 9月下旬开始落叶。如 2000年观察 , 严重感染的嫩叶 ,

从9月 26日开始落叶 , 到 10月 9日 , 只剩枝根 。板栗粉锈病从板栗顶部叶片先感病 , 基部后感病。

顶部叶片感病重 , 基部叶片感病轻 , 山腰和阳坡的板栗发病重 , 山顶 、山脚及阴坡的板栗发病轻 。天

气干旱有利于发病 , 雨水充沛不利于发病 (表 2)。

表 2　不同地理位置感病程度调查
Table 2　Disease indexes of Castanea mollissima at various sites

地理位置 调查时间 调查株数
各级病株数

Ⅰ Ⅱ Ⅲ Ⅳ Ⅴ
感病指数

阳坡 2000-10-10 30 0 0 13 14 3 66.7

阴坡 2000-10-19 30 6 20 3 1 0 32.0

山腰 2000-10-17 21 1 3 8 7 1 57.1

山脚 2000-10-17 22 2 18 1 1 0 34.8

2.4　板栗粉锈病的防治效果　

2001年 8月 19日和 8月26日 2次采用粉锈宁 、 代森锌 、 炭疽福美和代森锰锌等 4种杀菌剂喷洒

处理的板栗粉锈病病树。1个月后检查 , 经粉锈宁防治的板栗树 , 叶片上几乎没有橙黄色的粉状物

(即夏孢子), 防治效果达 92.4%;而经代森锌 、 炭疽福美和代森锰锌防治的板栗树 , 效果不明显 ,

防治效果分别只有 45.45%, 57.58%和 56.1%, 板栗叶片上仍不断长出新的橙黄色粉状物 (即夏孢

子);空白对照的板栗树 , 叶片上长满了橙黄色的粉状物 (即夏孢子)。4种不同农药防治效果见表 3。

3　结论与讨论

板栗粉锈病严重危害板栗生长和栗实产量。板栗粉锈病发病时间长 , 每年的 7 ～ 11月均能危害板

栗叶 , 重病区发病程度严重 , 发病率达 95%, 感病指数达 82.5%。

板栗粉锈病的传播与侵染特点 , 我们曾做过一些试验 , 但未成功 , 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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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板栗粉锈病防治效果
Table 3　Control effect of Pucciniastrum castaneae

样
地
号

防治前各级病株数

Ⅰ Ⅱ Ⅲ Ⅳ Ⅴ

防治前

株发病

率/ %

防治前

感病指

数

防治后各级病株数

Ⅰ Ⅱ Ⅲ Ⅳ Ⅴ

防治后

株发病

率/ %

防治后

感病

指数

防治效

果/ %

1 5 11 4 0 0 75 23.75 16 3 1 0 0 20 6.25 92.40

2 3 14 3 0 0 85 25.00 2 9 3 3 3 90 45.00 45.45

3 4 12 4 0 0 80 25.00 4 8 5 2 1 80 35.00 57.58

4 3 13 4 0 0 85 26.25 5 7 4 2 2 75 36.25 56.10

5 6 13 1 0 0 70 18.75 1 1 2 3 13 95 82.50

　　板栗粉锈病严重影响了景宁县板栗生长和栗实产量 , 针对其特殊的发病规律和特点 , 可采取以下

几个方面来综合治理:①结合越冬垦复施肥 , 清理病落叶 , 将它们烧毁;或将病落叶 , 深翻地下 。②

采用粉锈宁可湿性杀菌剂 , 以 1∶500倍液喷雾 , 于 8月中旬开始喷药 , 7 d后再用 1次药 , 将取得满

意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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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cciniastrum castaneae is main leave disease of Castanea mollissima in Jingning , the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being 95% and the index of disease being 82.5.Pucciniastrum castaneae seriously affects the seedlings ,

young trees and grown-up trees.The disease-effected Castanea mollissima trees slow down growth and reduce

output.The diseased leaves fall ahead of time.Pathogeny of the disease is Pucciniastrum castaneae .In August ,

applying 15%500-fold wettable powder of triadimefon , once a week for two times , the possibility of curing is

92.4%.[ Ch , 3 tab.3 r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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