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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ZHONGZHI

核桃不仅有着较高的营养价值，同时种植经济效益非常可
观，近年来核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利
途径。随着核桃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病虫害问题却变得越发严
重起来，频繁发生的病虫害问题，对核桃树的健康生长造成巨大
威胁，还降低核桃产量与品质，严重阻碍到核桃种植产业持续稳
步发展。为此，必须要采取有效技术措施，将核桃病虫害防治工
作充分做好，才能实现核桃高产稳产，推动核桃种植产业健康发
展。基于此，下文主要对核桃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分析，以
供参考。

一、虫害
（一）核桃举肢蛾
1．为害情况。发生 2 代。主要以老熟幼虫潜藏在树冠以下

的杂草、石缝、土中或潜藏在树缝当中越冬，化蛹时间为 6 ～ 7
月，蛹期一般为 7d，成虫大量出现于 6 ～ 8 月，傍晚时分成虫进
行飞翔、交尾产卵，卵期 58d，7 ～ 8 月，幼虫开始为害幼果，将
果皮咬破之后进入到青皮层为害果实，不转果为害。8 ～ 9 月老
熟，成熟之后的幼虫，再次离开为害的果实入土化蛹，在一些杂
草多，湿度大地块发生更为严重，导致核桃产量与品质出现严重
下降。

2．防治方法。越冬害虫出土之前，将果园当中的枯枝杂草
以及落叶集中起来全面销毁，对土壤深翻，控制越冬害虫数量。
6 ～ 8 月清理遭受危害的幼果，对第二年虫口数量有效控制。通
过化学手段进行防治，孵化幼虫阶段，运用 1000 倍液 50%敌百
虫进行喷施防治。

（二）云斑天牛
1．为害情况。这种害虫通常 2 ～ 3a发生一代。主要通过幼

虫、蛹与成虫进行越冬，5 ～ 7 月出现成虫，在 1m左右的树干上
以及粗枝上咬出如同蚕豆状的卵痕，并在其中产下一粒卵，有的
一株核桃树上，能够达到 10 余粒，一头雌性云斑天牛整个生育
期能够产出 40 粒卵，幼虫高发期主要在 8 ～ 9 月，幼虫孵化出之
后，取食核桃树的韧皮部，之后对木质部造成危害，并有虫粪木
屑排出，受害部位，树皮肿胀明显，并发生纵裂、有黑色液体流
出，外露木屑。

2．防治方法。成虫具有假死性，可对树体进行震动，捕捉
成虫将其杀死。产卵阶段，对卵槽进行寻找，将虫卵击破，也可
将卵槽挖出杀死。幼虫危害阶段，运用50%敌敌畏和200倍 8%氯
氢菊酯胶囊以及合适量的煤油，在蛀孔当中注入，并封住蛀孔，将
害虫杀死。

二、病害
（一）黑斑病
1．危害症状。对核桃果实造成的危害性比较严重，同时对

核桃的嫩芽、新梢、叶片等也造成危害，危害初期阶段，有褐色
的油浸状隆起小软斑出现在果实表面，随着病情不断发展，病变
部位出现凹陷并逐渐变成黑色，水渍状晕纹分布于外围，果实逐
渐腐烂，倘若果核在没有变硬之前感染病害，还会对果实种仁造
成危害，导致果实全部变黑，发生早落。叶片上感染病害后，有
褐色的病斑出现，形状为多角形，而一些老的叶片发生病害，常
常形成圆形病斑，灰褐色分布于病斑中间部位，边缘则为褐色，
病害严重的，导致病斑彼此融合。枝梢感染此类病害呈现褐色长
型病斑，同时具有凹陷特征，病情较重地对枝条包围，引发枝条
枯死。

2．发病规律。病菌主要在遭受感染的病果以及嫩芽和枝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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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病虫害问题，对于核桃种植产业持续稳步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为了有效控制和减少病虫害问题给核桃树造成的不利影响，提

高核桃病虫害防治水平，本文对核桃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分析探讨，为推进核桃种植产业持续稳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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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越冬，第二年春季，病斑处流出病菌，通过昆虫或者风雨条件
造成传播，危害核桃树的果实、叶片以及枝条，借助树木上的
伤口部位造成感染，病情高发期主要在 5 月左右，一直持续到秋
季，病发病和降雨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性，降雨之后病害会快速
传播，特别是核桃树展叶与花期阶段感病率更高，50 ～ 27℃是适
宜的传播温度条件。

3．防治措施。优选具有较强抗病能力的树种进行造林。强
化土壤水肥管理，为树木生长创造有利条件，提高树木自身抗病
性。将果园当中的病枝、病果以及病叶全部集中销毁，控制和
减少病菌传播。化学防治，运用 1000 倍液 70%甲基托布津在核
桃树发芽之前进行喷施防治，同时利用 1500 倍液 70%甲基托布
津，在开发前后以及幼果阶段进行喷施防治，并联合应用 1000 倍
液 70%多菌灵喷施防治能够提高防治效果。

（二）溃疡病
1．危害症状。主要对核桃树苗木以及枝干造成危害，危害

部位发生水孢，破损后有褐色液体重中流出，受空气影响转变成
铁锈色，病斑不断发展出现干缩，中间部位出现一个小纵列，黑
色小点分布其上，这就是病菌分生孢子器。

2．发病规律。在遭受病害的树皮部位，通过菌丝体进行越
冬，第二年春季气温上升至 11 ～ 15℃时，进入活动期，进入 5
月之后，气温达到 28℃时，产生大量分生孢子，并在风雨条件下
造成传播，侵害树木伤口部位，引发病害。进入 6 月之后，气温
上升至 30℃左右时，病害不再传播蔓延，秋季适宜的温度条件，
这种病害再次出现，此时病情相对较轻。土壤条件不佳，排水不
畅，树木生长不良，管理不到位，病害发生相对较重。

3．防治措施。强化水肥管理，做好修剪工作，促进树势健
康生长。药剂防治，将病害部位刮除，利用 2%硫酸铜溶液进行
涂抹，也可涂抹 10%的甲基硫菌灵等。

（三）核桃炭疽病
1．危害症状。主要对核桃果实造成危害，在果实上形成黑

褐色的斑点，呈圆形状，之后病情不断发展，病斑变黑凹陷，而
且不断扩大，转变成不规则形或者圆形，黑褐色的小点出现在中
间部位，排列特点为同心轮纹状，如果湿度较大的条件下，有粉
红色凸起，分布在病斑上，这就是分生孢子团。病斑逐渐扩大呈
现片状分布，导致果实变黑腐烂。叶片部位感染此类病害之后，
病斑主要呈现黄色不规则状。

2．发病规律。病菌菌丝体在遭受感染的病害果实、叶片和
枝干上越冬，第二年 4 ～ 5 月有分生孢子形成，通过昆虫以及风
雨等条件造成传播，侵害果树受伤部位，一般为 4 ～ 9 天的潜育
期，6 ～ 7 月发病，降雨多、潮湿条件下病害严重。

3．防治措施。加强管理科学施肥，促进树木健康生长，将
果园当中的病果、病叶、病枝全部清除烧毁。利用 800 倍液 70%
甲基托布津进行喷施防治，每 7 天喷施一次，2 ～ 3 次便能起到
良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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