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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春寒与杨树烂皮病发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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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辽宁省
!##%#*,!,

年倒春寒分为轻度
%

中度偏轻
%

中度和重度等
-

级
!

并对不同等级倒春寒与辽宁省杨

树烂皮病
6&'3& 3"$7-7&

发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倒春寒与杨树烂皮病年发生总面积呈正相关
"

8

＜
,.,/

'!

与中
%

重度发病面积呈正相关
"

8

＜
,.,!

'!

与轻度发病面积关系未达到显著水平
"

8

＞
,.,/

$(

与轻度病害所占比率呈

负相关
)

8

＜
,.,!

'!

与中
%

重度病害所占比率呈正相关
"

8

＜
,.,!

'&

倒春寒发生越严重的年份
!

相应的杨树烂皮病发

病面积越大
&

倒春寒发生程度越重
!

中
%

重度病害发生的面积和比率增加越明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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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春寒是春季回暖过程中由冷空气活动造成的气温持续低于同一时期气温平均值" 并对农业生产等

造成影响的天气气候现象(

)

)

* 杨树烂皮病
6&'3& 3"$7-7&

是杨树
8"9#'#3 :<<.

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多发生在

树干+ 大枝+ 枝干分杈处或因冻裂+ 修枝而引起的伤口处" 病菌侵入后一段时间通常呈潜伏状态" 当树

势衰弱+ 抗性降低时迅速发病" 轻者影响树木生长" 重者造成树木死亡*

)###

年" 辽宁大部分地区发生

了倒春寒灾害性天气" 此后" 杨树烂皮病陆续在辽宁各地不同程度发生" 且部分地区爆发成灾" 大片杨

树死亡" 对当地林业生产和生态景观造成严重影响* 目前"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 通常认为倒春寒是杨

树烂皮病发生的诱因之一(

$ # '

)

" 但未见其相关性分析研究报道* 为弄清倒春寒与杨树烂皮病发生是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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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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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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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关! 笔者对
$&&'!!%$%

年辽宁省杨树烂皮病发生数据与对应的气象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现将有关结果

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倒春寒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辽宁省沈阳# 鞍山# 本溪# 大连# 丹东# 阜新# 锦州# 营口# 长海# 黑山# 桓仁# 建平县# 开原#

宽甸# 清原# 绥中# 瓦房店# 新民# 兴城# 熊岳# 岫岩# 章党# 彰武# 庄河等
!(

个气象站
(

月上旬至

)

月中旬的气温等气象数据来自国家气象中心$项目合作单位%" 因地理位置# 出现时间和农时季节的差

异! 连续
) *

日平均气温达到
$"+% "

以上才算进入春季&

(

'

! 所以辽宁省一般为每年
(

月
!%

日前后才进入

春季!

,

月降温不属于倒春寒$

,

月旬平均气温高于
#!+% "

的特殊年份除外%! 故辽宁省倒春寒发生时段

应划为
(

月上旬至
)

月中旬" 由于目前辽宁省尚没有统一的倒春寒规定和等级标准! 因此! 参照倒春寒

等级气象指标&

#

'

! 制定辽宁省倒春寒等级指标$表
#

%! 对辽宁省
#&&'!!%#%

年
(

月上旬至
)

月中旬气温

资料整理! 得出倒春寒发生范围! 并划分倒春寒等级"

!"#

杨树烂皮病病情数据

杨树烂皮病病情数据$表
!

%来自 (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信息中心处理系统) 及辽宁省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

疫局%报表! 发病程度分级! 按参

考文献&

)

'分为轻# 中# 重等
,

级"

!"$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
-.-- $,+"

统计软件! 对

倒春寒与杨树烂皮病年发生面积关

系! 倒春寒与轻# 中# 重度杨树烂

皮病发生面积# 发病比率的关系进

行了简单相关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辽宁省倒春寒发生范围及等

级划分

根据辽宁省倒春寒等级评定标

准! 对
$&&'!!"$"

年
!(

个气象站

的
(

月上旬至
)

月中旬温度数据综

合分析! 将辽宁省
$&&'!!"$"

年间

倒春寒发生程度 $表
,

%分为
(

级!

即
$

级$轻微%!

!

级$中度偏轻%!

,

级 $中度%!

(

级 $严重%" 其中*

倒春寒等级 最大降温幅度
!!/"

气温距平
"!0"

持续时间
"0*

轻微
,+%

＜
!!

!(

!)+%

或
)+%

＜
!!

(1

!1+% !!+%!"!

＜
!$+% ",

中度偏轻
)+%

＜
!!

!(

!1+%

或
1+%

＜
!!

(1

!$%+% !,+%!"!

＜
!!+% ",

中度
1+%

＜
!!

!(

!$%+%

或
$%

.0＜
!!

(1

!$!+% !)+%!"!

＜
!,+% ")

严重
$%+%

＜
!!

!(

或
$!+%

＜
!!

(1

"!

＜
!)+% ")

表
!

辽宁省倒春寒等级指标

23456 $ 76865 9:*6; <= 34:<>?35 @<5*:6AA 9: AB>9:C <= 793<:9:C .><89:@6

说明*

!!

表示最大降温幅度! 指倒春寒从发生到结束这段时间内日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
!( D

最大下降幅度 $

!!

!(

%或

(1 D

最大下降幅度$

!!

(1

%"

"!

表示气温距平! 指倒春寒从发生到结束这段时间平均气温的距平值$

"

%"

"

表示

持续时间! 指倒春寒从出现到终止持续的时间$

*

%"

$&&1 '+1% )+)( $+1% %+()% '$+$) !,+%1 )+''

$&&& 1E+%E ('+,1 !,+)( $)+$(! ))+%) !'+,) $'+E%

!%%% ,(+E, !)+,( 1+!) $+%(& ',+$E !,+1$ ,+%,

!%%$ )!+,! ,$+'1 $(+%& E+((' E%+'( !E+&, $!+,!

!%%! $%$+)% )&+1! !E+)( $)+$(! )1+&( !E+$( $(+&!

!%%, ,&(+E% $E'+,! $),+,' ',+&$, (!+( ,1+1' $1+',

!%%( $),+&' $%(+E) ,'+E, $$+E&( E'+&E !(+(( '+)&

!%%) $!'+!& 1%+,E ,,+11 $,+%(, E,+$, !E+E! $%+!)

!%%E )11+'E !,+,& !$$+)( $(,+,!1 ,&+'! ,)+&, !(+,(

!%%' )'E+,$ ,&%+$$ $,)+), )%+E') E'+E& !,+)! 1+'&

!%%1 1)'+'! (,E+!1 !')+1E $()+)'' )%+1' ,!+$E $E+&'

!%%& $ $!$+!& E,!+,1 ,$)+$( $',+'E, )E+(% !1+$$ $)+)%

!%$% $ (E!+,' ',E+(, (!E+1( !&&+$%% )%+,E !&+$& !%+()

$&&' E+() )+$% $+%) %+!&& '&+%' $E+!1 (+E)

年份
总发病

面积
0D?

!

不同发病程度病害面积
0D?

! 不同发病程度所占比率
0F

轻度 中度 重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表
# !%%&!#'!(

年辽宁省杨树烂皮病发病情况

23456 ! G:@9*6:@6 <= #$%&$ &'()*)$ =><? $&&' H< !%$% 9: 793<:9:C .><89:@6

&!1



第
!"

卷第
#

期

$%%&

!

$%%"

!

'(((

!

!(()

和
!((&

年为
*

级"轻微#!

!+(,

和
'((-

年为
'

级"中度

偏 轻 $!

,%%%

!

'(('

!

'((.

!

/++"

和

/++%

年为
.

级 %中度$!

/++0

和
/+,+

年

为
1

级"严重$& 由表
.

可看出' 多数情况

下! 倒春寒发生严重的年份! 倒春寒发

生的范围也较大! 如
/++0

年和
/+,+

年

为倒春寒发生严重年份! 几乎所有的气

象台( 站都测出有倒春寒发生的数据&

!"!

倒春寒发生程度与杨树烂皮病发病

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

倒春寒发生程度与杨树烂皮病年发

生面积( 不同发病程度面积的相关性分

析如表
1

所示& 结果表明' 倒春寒发生程度与杨树烂皮病年发生总面积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
!2+30/1

"

"

＜
+3+-

$! 倒春寒发生越严重的年份! 相应的杨树烂皮病发病面积越大& 倒春寒与杨树烂皮病发病程

度的关系为' 与中( 重度发病面积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
!

分别为
+30"&

"

"

＜
+3+,

$!

+3&/"

"

"

＜
+3+,

$! 与

轻度发病面积关系未达到显著水平 "

"

＞
+3+-

$& 如!

,%%%

年的倒春寒多数发生在
-

月初左右! 由于发生

时间晚! 倒春寒的危害略重! 杨树烂皮病害发生也较重)

/++/

年
1

月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
.

次倒

春寒! 由于倒春寒的次数较多! 杨树烂皮病发生面积也有所增加)

/++.

年冷空气发生次数为
1

次! 在

全省部分地区造成
,4/

次倒春寒! 杨树烂皮病发生严重)

/++0

年全省普遍发生倒春寒天气! 加之
/++-

年秋季为暖秋! 一直到
,/

月初才开始降第一场雪! 接着气温突然下降! 比正常年份偏低
/3+!-3+ "

&

/++0

年春季! 又遭遇了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倒春寒! 全省杨树烂皮病发生严重)

/+,+

年
1

月发生
-

次

冷空气! 波及全省各地! 且强度偏强! 致使气温达近
-+ 5

最低值*

0

+

& 同时! 全省也大面积爆发杨树烂皮

病害&

倒春寒发生程度与杨树烂皮病不同发病程度比率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表
1

$! 倒春寒发生程度与轻

度病害所占比率呈负相关! 相关系数
!# $ +3%+.

%

"

＜
+3+,

$! 与中( 重度病害所占比率呈正相关! 相关系

数
!

分别为
+3&-+

%

"

＜
+3+,

$!

+3%0/

%

"

＜
+3+,

$& 由于杨树烂皮病菌具有潜伏侵染的特性! 许多看似健康

的苗木都携有该菌! 但多数不表现症状或症状较轻! 树势衰弱时就可发病& 倒春寒的发生导致树体严重

衰弱! 倒春寒发生程度越重! 中( 重度病害发生的面积和比率增加越明显! 而轻度病害发生比率明显降

低! 说明倒春寒发生后! 轻度病害明显有向中( 重度转化的趋势! 倒春寒越严重! 病势加重的趋势就越

严重&

!"#

倒春寒对杨树烂皮病影响的原因分析

杨树烂皮病%包括其他一些溃疡病$是杨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几乎每年都有发生& 根据杨树烂皮病

的发生规律! 倒春寒对杨树烂皮病发生情况影响的原因可从以下
.

个方面分析&

!

倒春寒发生后! 土壤

温度回升缓慢! 致使杨树根系活动较晚! 不能有效地补充树体在秋( 冬季所失掉的水分! 使树皮含水量

降低! 可能诱使病害发生& 研究表明' 杨树烂皮病等病害与树皮的含水量%树木病理学称为膨胀度$关系

极为密切*

&$%

+

& 一般情况下! 树皮含水量与抗病性成正相关& 当树皮含水量达到
"+6

以上时! 树体通常不易

发病) 树皮含水量低于
"+6

时! 便容易发病) 树皮含水量不足
0+6

时! 发病严重&

"

倒春寒发生的月

"

值
+3/-- +3&0- +3,+- +3+1- +3+++ , +3++/ + +3+++ ,

!

值
%3.-- &3%10 ,+3.++ ,+3&-. $+3%+. + +3&-+ + +3%0/ +

不同发病程度病害面积
789

/ 不同发病程度所占比率
76

类值 总发病面积
789

/ 轻度 中度 重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表
$

倒春寒发生程度与杨树烂皮病发病情况的相关性分析

:5;<= ) >?@@=<5AB?C 5C5<DE5AB?C ;=AF==C A8= BCGBH=CG= ?I #$%&$ &'()*)$ 5CH 5;C?@95< G?<HC=JJ BC JK@BCL

年份
倒春寒

等级

倒春寒发

生台站率
76

年份
倒春寒

等级

倒春寒发生

台站率
76

*%%& * *03& '++1 * -+3+

*%%" * 1-3" '++- ' &-3+

*%%% . -'3+ '++0 1 *++

'+++ * .03+ '++& * "3+

'++* ' 0&3+ '++" . 0'3-

'++' . "&3- '++% . -13'

'++. . %*3& '+*+ 1 %03+

表
# %&&'!!(%)

年辽宁省倒春寒发生程度

:5;<= . M=N=< 5CH A8= @5A= ?I 5;C?@95< G?<HC=JJ BC JK@BCL

I@?9 $%%& A? /($( BC MB5?CBCL O@?NBCG=

于海英等' 倒春寒与杨树烂皮病发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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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与杨树烂皮病发病的春季高峰基本吻合! 加重了发病率和发病程度" 杨树烂皮病在
$ &

中通常有
!

次

发病高峰! 一次在春季! 另一次在秋季! 但通常春季病害的发生程度比秋季重"

!

进入春季后! 杨树抵

御低温的休眠机制已经解除! 树液开始流动! 突然发生倒春寒! 杨树可能由于失去防御机制! 树皮冻裂

产生伤口! 有利于病菌侵入! 导致病害发生" 加之辽宁省当前所栽植的杨树多为#

$%'

$#

$%(

$#中林$ 等

速生品种! 细胞较大! 细胞壁较薄! 更容易发生树皮冻裂现象! 烂皮病发生也较严重%

)

讨论

近年来! 极端天气事件&

#%

'对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危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倒春寒发生程

度与杨树烂皮病发病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不仅为根据倒春寒发生程度及时开展杨树烂皮病的监测( 预防

和除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为开展极端天气事件与林业有害生物间的发生关系研究提供了思路% 生产

中! 除倒春寒外! 影响杨树烂皮病发病的因素较多! 如春季干旱( 土壤板结( 林木含水量( 苗木假植时

间( 栽植时水分含量! 以及树种( 林龄和栽植密度( 水肥管理( 其他病虫害的危害等! 它们与杨树烂皮

病的关系十分复杂! 单纯的倒春寒研究还不足以对该病进行及时准确的预测和预警! 因此! 还需进一步

研究! 筛选出相关影响因子! 判别杨树烂皮病的发病情况! 建立预测模型! 以期达到准确预测( 科学防

治的目的% 在倒春寒资料的收集过程中! 由于缺乏辽宁省的倒春寒分级技术标准及与其相关的直接资

料! 加之暖冬( 冬季冻害( 春季低温冷害( 春季低温阴雨等多种气象因素在本研究中尚未考虑! 所得出

的倒春寒等级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进一步检验及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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