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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素有生态绿化先锋树种美誉，主要分布于我国
北部和东北部。文冠果是一种油料树种，木材优良，在困
难立地条件下对保持北方水土和改善生态环境有重要帮
助。文冠果树种适应性强，抗逆能力佳，包括抗寒、抗旱
和抗盐碱，是农民朋友首选的经济树种，更是丘陵山区、
干旱瘠薄地区生态扶贫的好产业，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
景广阔。

一、文冠果煤污病调查综述
目前同心县依托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移民迁出区生

态修复工程、退耕还林补植补造工程等林业重点工程已种
植文冠果 36.2 万亩。但在近期监测调查中发现，张家塬
乡部分村文冠果出现煤污病，严重影响文冠果树木健康生
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
例》《植物检疫条例》规定，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控，
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防治方针，同时结合实际，制定
本防治措施。

（一）基本情况
煤污病，又称黑霉病，在花木上发生普遍，影响光

合、降低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甚至引起死亡。其为害时
间为夏秋季，病发部位多发生在枝叶和果实上。初期叶表
面出现暗褐色霉斑，后逐渐扩大形成黑色煤烟状霉层，影
响光合作用，造成叶片脱落，生长不良。后期因蚜虫等刺
吸式害虫分泌物在主干和枝条上形成煤烟状霉层。各类刺
吸式害虫是霉污病传播的媒介昆虫。刺吸式害虫通过口器
吸食文冠果汁液传播霉污病真菌孢子。呈黑色霉层或黑色
煤粉层是该病的重要特征。同心县文冠果寄主面积 36.2 万
亩，涉及全县境内所有乡镇。监测调查发现煤污病在张家
塬乡、马高庄乡和预旺镇皆有发生，发生面积 1.6 万亩。
其中主要发生在张家塬乡，发生面积 0.6 万亩。

（二）指导思想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科学

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防治方针，全面加强林业
有害生物灾害防控体系建设，强化行政执法和行业管理，
突出抓好美国白蛾及松材线虫病害监控工作及重点区域林
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保护我县
生态安全，促进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依据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林业行业标准LY/T1681-2006》《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
（四）基本原则
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尽责、社会参

与的原则，坚持预防除治并重的原则，有效控制病虫害的
传播扩散。大力推广高效、无公害的防治技术。防治技术

同心县文冠果煤污病调查及防治

宁夏同心县自然资源局    王晓莉

摘  要：文冠果是当前我国最重要的一种油料作物，因其对生长环境（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没有过于苛刻要求，且抗病性较强，所以非常容易种植，

深受大家喜爱。作为一种常见园林植物病害，煤污病一旦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出现，植物叶片会布满“煤烟层”，受此影响，植物叶片将无法进行正常光合作

用，枝干生长势头将受到严重抑制，不仅阻碍了植物健康生长，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赏效果。煤污病发生概率较高，且涉及范围较广，很多植物都会受

到不同程度影响，文冠果就是其中之一。“煤烟层”的形成与木虱等害虫有直接关系，很多并害虫以吸吮文冠果汁液为生，吸收和消化后，害虫体内会产生糖

成分较高的蜜露排泄到文冠果树叶上，这些蜜露会吸引大量煤污病菌聚集，聚集过程中，煤污病菌会释放出大量菌丝，这些菌丝就是我们所说的“煤烟层”。

本文以同心县为例，首先对该地区文冠果煤污病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然后结合本县自然地理条件提出了防治目标和任务，对文冠果煤污病综合防治进行探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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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营林措施、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技术等，力争
实现安全、环保、高效、低成本的防治目的。

二、自然地理概况
同心县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属吴忠市所辖，地处北

纬 36°34´ ～ 37°32´、东经 105°17´ ～ 106°41´之间，东北与
盐池县接壤，东南与甘肃环县为邻，南靠固原市原州区，
西连中卫市海原县，北接中宁县、太阳山开发区。南北
长 102km，东西宽 76km，总面积 4430.72km2（含罗山保护
区）。同心县是鄂尔多斯台地西部与黄土高原北部的衔接
地带，地貌多为丘陵沟壑类型，海拔 1283 ～ 2624m，属中
温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大陆性气候特别明显。平均年降
雨量为 205～383mm，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多集中在 7～9
月，蒸发量是降雨量的 8.4 倍，平均相对湿度 52% ；同心
县属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经济
发展相对滞后，是一个缺水少绿的地方，是革命老区。近
年来，在国家和区市的关心和支持下，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的共同努力下，生态环境得到了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得到了很大提高。

三、防治目标及任务
（一）防治目标
主要以降低煤污病发病率、降低刺吸式害虫虫口数

量、控制成灾率和寄主被害死亡率为主要目的。通过实施
防治，降低煤污病发病率，控制病原传播，病害木处理及
除害效果均达到技术要求。同时经过监测调查、检疫及防
治，使成灾率控制在 3.9‰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91%
以上，测报准确率达到 90%以上。

（二）防治任务
2020 年计划防治煤污病面积 1.6 万亩，共涉及 10 个林

班，13 个小班。以村为单位划分林班小班，不再另行细化
（见表 1）。

表 1  2021 年文冠果煤污病防治林班、小班表

乡镇 林班 小班 病害 为害树种
拟防治面积

（万亩）

张家塬

海棠湖村 2 煤污病 文冠果 0.2
张家塬村 1 煤污病 文冠果 0.15
汪家塬村 1 煤污病 文冠果 0.15
赵圈槽村 1 煤污病 文冠果 0.1

马高庄
何渠村 1 煤污病 文冠果 0.2
张岔村 3 煤污病 文冠果 0.25

冯家湾村 2 煤污病 文冠果 0.25

预旺
土峰村 1 煤污病 文冠果 0.15
南垣村 1 煤污病 文冠果 0.15

合计 10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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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测调查
（一）踏查
根据张家塬乡、马高庄乡、预旺镇文冠果种植分布情

况，详细制定踏查线路，在春季萌芽开始活动及秋季落叶
后越冬前各调查一次。抽取 30 株树从树上到树干基部用肉
眼仔细观察煤污病发生情况，确定分布范围和发生面积。

（二）标准地调查
根据煤污病的发生情况，在张家塬乡张家塬村、汪家

塬村、海棠湖村随机设立 3 个监测标准地，每个标准地内
的树木不少于 100 株，在标准地内隔几株选一株的方法，
选取 30 株寄主树做为调查标准树，逐一进行调查，必要
时进行补充调查，调查煤污病发生情况。根据监测结果，
分析预测发生面积、危害程度，为防治时机的确定提供依
据。发生危害程度划分严格按林业行业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执行。

五、防治方法
在树液未流动前和落叶后清理枯枝落叶封园后，喷洒

3 ～ 5 波美度的石硫合剂，杀死刺吸式害虫越冬虫卵和霉
污病真菌孢子。

在生长期，根据田间调查，蚜虫和木虱虫口达到一定
数量开展叶面喷雾、喷洒啶虫脒和藜芦碱 1500 倍，防治蚜
虫、木虱等刺吸式害虫，达到良好的防治效果。

蚜虫和木虱活动期内，在林间悬挂黏虫板，直至刺吸
式害虫不活动为止。防治蚜虫、木虱等刺吸式害虫。

在展叶期，喷洒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增强树势，提高
抗病虫能力。

六、防治时间和进度
3 月 15 日前完成防治方案；3 月 15 日至 3 月 20 日为

准备阶段：对防治队伍进行相关业务培训，将防治操作方
法进行培训；3 月 20 日至 3 月 25 日（在树液未流动前）：
组织防治队伍单位开展防治工作，全面在病害发生区及临
近林地内喷洒 3 ～ 5 波美度的石硫合剂。3 月 30 日至 4 月
10 日，开展悬挂黏虫板，防治刺吸式害虫。4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开展叶面喷雾防治和叶面增肥。10 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落叶后清理枯枝落叶封园后），同时做好现场技
术指导，完备防治小班调查表，做好施工日志记录工作及
影像资料的收集工作。

七、保障措施
（一）物资保障
同心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中心建立防控物资储备

库。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森防总站通过招标配发一定数
量的药剂药械外，县自然资源局自行采购部分药剂药械，
并根据灾情的等级分测算不同物资需求量和配比。

（二）法律保障
各乡镇、相关部门单位应按照本方案要求，认真履行

职责，积极开展综合防治工作。对履行职责不力，造成工
作失误的，予以追究责任。

（三）防治保障
按照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制定的防控预案实施执行。

防治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开展综合防治工作。
（四）宣传保障
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对各个时期的防治工作进行

宣传报道。同时，利用发放宣传手册，张贴标度等提高各
界对有害生物防治的思想认识。

八、防治效果和调查
防治前后，在张家塬村、汪家塬村、海棠湖村随机设

立 3 个监测标准地，每块标准地随机抽检标准样株 30 株，
调查煤污病发生情况，叶面喷雾效果调查在防治后 7～10d
进行。根据防治前后煤污病发病率的变化，统计防治效果
（详见表 2、表 3）。

表 2  张家塬乡 3个监测标准地文冠果煤污病受害程度调查表

调查时间：2020.3.25 调查树种：文冠果

调查地点 抽查株数 受害株数 发病率（%） 调查人

张家塬村 30 24 80.0

马应强

杨佳荣

王晓莉
海棠湖村 30 25 83.3

汪家塬村 30 25 83.3

表 3  标准地文冠果煤污病防治效果调查表

调查时间：2020.9.18

调查地

点

调查树

种

调查病

害

调查株

数（株）

防前平

均发病

率（%）

防后平

均发病

率（%）

防治效

果（%）
调查人

合计 90
张家塬

村
文冠果 煤污病 30 80.0 6.70 93.3

马应强

王晓莉

海棠湖

村
文冠果 煤污病 30 83.3 10.0 90.0

汪家塬

村
文冠果 煤污病 30 83.3 6.70 93.3

通过叶面喷洒啶虫脒和磷酸二氢钾，防治后的发病率
明显降低，防治效果良好。

参考文献：

[1]楚景月.文冠果主要病害及防治方法[J].辽宁林业科技，2015（04）：

66-67.

[2]张明俊.文冠果丰产栽培技术之生防[N].中国花卉报，2016-05-24

（W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