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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而且作为我

国首选的生态经济树种，核桃在中国的栽培种植历史

十分悠久，而新疆作为我国核桃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

在核桃种植和栽培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核桃种植过程

中，病虫害对其栽培和生产质量具有很大影响作用。因

此，为了提升核桃树种植的成活率，以及提升核桃生产

质量，本文将重点探究新疆核桃常见病虫害防治措施。

一、核桃特性分析

作为第三纪温带落叶阔叶林的残遗植物，核桃从分

类上来看属于双子叶植物纲、胡桃科。核桃树冠较大，

树高一般在 8 ～ 20m之间，树枝粗壮且光滑，新枝呈

现出绿褐色，树干呈现出灰白色，树干表面有浅纵裂。

核桃叶子多为互生的奇数羽状复叶，长圆形，短尖，叶

柄极短或无柄。核桃树花为单性花，且为雌雄同株，雄

花排成下垂的柔黄花序，雌花序呈穗状，直立。核桃果

实为原形或者长圆形，表皮呈现绿色且有稀密不等的黄

色斑点。核桃的外种皮为骨质化的果壳，且表面有皱纹

或刻沟，果仁呈脑状，被内种皮所包裹，内种皮为黄白

色或者黄褐色的薄种皮，且上面有不明显的脉络。作为

一种深根性树种，核桃的根系主要分为主根、侧根和须

根，须根广泛而密集，侧根则能够伸展很远。一棵成年

的核桃树，其根系的水平分布能够达到冠下及树冠投影

边缘范围，而其垂直分布则可以深入到地下 60cm的土

层中。

核桃喜光，属于阳性树种，在温暖和湿润的气候

下能够生长地更好。核桃具有一定的耐寒性，但不喜

湿热气候，其最佳生长气候条件为：年平均气温在

9 ～ 16℃之间，且年日照实数大于 2000h，年降水量

大于 500mL，能够达到 150 ～ 240d的无霜期。最适宜

核桃种植的土壤条件是土层厚度在 1m以上的深厚、疏

松、肥沃、湿润土壤，其中含有钙的微碱性砂质土壤，

且pH酸碱度在 5.5 ～ 8.0 之间的为最佳。因核桃喜光，

适于栽植在阳坡上和平地上。核桃的寿命较长，大部分

都能够超过百年，甚至有很多超过百年的核桃树，仍能

开花结果。目前，核桃与铁核桃是我国主要运用经济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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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的种类，其中核桃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栽培，而新疆

属于我国核桃种植和栽培的重点地区之一。

二、新疆核桃病虫害综合防治的价值分析

（一）经济价值

核桃果仁美味可口，含油量高达 60%以上，100kg

的核桃能够榨取 30kg左右的食用油和工业用油。同

时，核桃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矿物质以及较高的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食用有利于人体健康，因而很受市

场欢迎。核桃寿命较长，可多年收获，从而能够给当地

带来较大经济价值。加大对新疆核桃病虫害的综合防

治，尤其是注重综合防治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新

疆核桃的产量和质量，进而也能够提升其市场价值。

（二）生态价值

核桃树树冠较大且枝繁叶茂，能够吸收和散射部分

太阳辐射，降低地面温度，对周围小气候起到一定的优

化作用。同时，核桃树还能够净化空气，改善周围大气

的生态平衡。强化核桃病虫害的综合防治能力，将有利

于发挥其生态价值。特别是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使用，同

时加大对生态药物和无公害药物的使用，也能够避免因

过度使用化学农药而造成的污染问题。这样既能够促进

核桃的生长，同时也有利于对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从

而促使核桃树充分发挥其生态价值。

（三）社会价值

近年来，人们的食品安全意识逐渐增强，且逐渐加

大了对绿色有机食品的需求。作为我国坚果、饮品以及

食用油等多个行业的原材料，核桃的安全和绿色生长与

生产至关重要。因此，在核桃树种植和栽培过程中，应

用综合防治技术来进行病虫害的治理，不仅能够提高相

关食品的安全性，推动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发展，同时

也能够给降低当地对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促进新疆农业

领域向着绿色和生态的方向发展。

三、新疆核桃常见病虫害防治分析

（一）新疆核桃常见病害防治措施

1.核桃褐斑病及其防治措施。褐斑病是新疆核桃在

生长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病害，该种病害的病原菌是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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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菌，属于真菌感染。感染该种病害之后，核桃的嫩

梢、叶片以及果实都会受到一定危害。对于新疆核桃而

言，当其果实感染该种病害时，一般会从雄蕊柱头干缩

处开始病发，且周围出现不规则的黑色死斑，如果不加

以治理，则会逐渐扩大为更大的黑斑，一直到果实上的

黑斑呈干瘪、凹陷状，从而影响核桃的产量与品质。当

核桃的叶片感染褐斑病时，先是在叶片的脉络处呈现出

不规则的褐色病斑，然后由叶子内部逐渐向外部扩散，

颜色也是由内向外呈现出褐色、绿色和黄色，并随病情

不断加重而逐渐出现分生孢子。

针对新疆核桃褐斑病的防治措施如下：第一，针对

已经出现褐斑病的核桃树或者林地，可以在 7月核桃树

的生长季节喷洒 2～3次的大生或者 1∶0.5～1∶200

波尔多液。在核桃树第二年春季发芽之前喷洒杀菌方面

的药剂，如 25％的丙环·多悬乳剂 500 ～ 600 倍液或者

3～ 5波美度的石硫合剂等。第二，为了控制和减少病

菌来源，一定要对病叶、病枝和病果进行及时清除，确

保林地内部卫生情况良好。针对采收完成之后的核桃林

地，将地上的果皮、落果以及其他垃圾进行集中处理。

第三，强化对核桃种植和栽培方面的管理，提升核桃树

的抗病性，尤其是要注意在采取果实期间，尽量不用棍

棒敲击，防止树体出现伤口。

2.核桃炭疽病及其防治措施。炭疽病主要是对核桃

的叶子、嫩芽以及果子等部位造成危害，其主要的致病

菌是胶孢炭疽菌。该种致病菌一般会在核桃的叶片、果

实以及土壤中，以子座和菌丝体等形式越冬，一直到第

二年气温回升后，借助各类传播渠道，如昆虫等进行传

播。从核桃炭疽病的病发症状来看，核桃树叶片初期会

呈现出不规则的病斑，后期则会出现发黄，甚至枯死的

状况。核桃嫩芽初期也是会出现病斑，然后随着病情加

重则会转为黑色，甚至腐烂。核桃果实感染炭疽病的症

状基本和上面的一样，但是在降雨季节，随着湿度的增

大，果实病斑还会滋生出橙红色分生孢子，从而导致果

皮开裂、变黑、腐烂、脱落。一般而言，核桃炭疽病往

往在 4月上旬发病，7—8月则会更加强烈，具有潜伏时

间长、暴发强的特点。

针对新疆核桃炭疽病的防治措施如下：第一，为了

有效预防炭疽病，在核桃栽种时可以选择抗病性能较

好地品种，同时要注重园地管理，如选择科学的栽植密

度，确保园地内空气流通且光照充足。第二，一旦发现

炭疽病出现，要及时对病发的枝叶、嫩芽以及果子等进

行处理。第三，针对炭疽病病发严重的树体和园地，可

以合理使用药物进行有效治理，如交替喷洒 50%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和 50%托布津 500 ～ 1000 倍液。

3.核桃腐烂病及其防治措施。核桃腐烂病主要危害

的是核桃树的枝和干（如图 1所示），其实际上属于一

种真菌感染，病菌孢子一般会在早春树液流动时借助多

种传播媒介侵入到树体的伤口之中，进而开始进行真菌

感染和蔓延。核桃幼树的侧枝或者主干如果感染了腐烂

病，则病斑初期呈现出梭形，且会微微肿起，病皮呈褐

色，用手按压则会流出泡沫状液体，有酒糟味，一旦病

斑扩展到皮层纵裂，则会在上面流出黑色液体。如果核

桃大树染病，在其病发初期很难看出其症状，因为此时

的症状都隐藏在韧皮之下，当能够看出症状时，基本已

经开始流出黏稠的黑水。

图 1核桃腐烂病

针对新疆核桃腐烂病的防治措施如下：第一，防止

或者降低核桃腐烂病发生概率的一项基本措施就是强

化对核桃树体的管理，有效优化其生长的土壤，适时追

肥、浇水，不断提升树体的营养水平，确保树势的良好

发展，从而从根本上增强树体的抗病能力；第二，及时

清理并烧毁核桃园内的病枝、病皮，尽量减少病菌来

源。同时，针对新定植的核桃幼树，可以采取树干涂白

的方式来减少病菌侵入；第三，针对病发初期的核桃

树，可以在春季进行病斑刮除作业，具体标准以微微留

出新皮为止，且与坏死的组织相比，刮除的范围一定要

多出约 0.5cm的宽度，然后在将 1%硫酸铜液涂于刮口

上进行消毒保护。

（二）新疆核桃常见虫害防治措施

1.黄刺蛾及其防治措施。黄刺蛾在我国分布十分广

泛，同时也是新疆核桃的主要害虫之一，对于核桃的产

量和质量产生很大危害。一般来说，黄刺蛾主要是对核

桃叶片造成极大危害，其在幼虫期就开始啃食核桃叶

肉，从而在核桃叶片上造成很多孔洞。再加上黄刺蛾的

幼虫数量极多，如果不加以治理，则会在较短时间内造

成叶片千疮百孔，最终影响核桃的健康生长。黄刺蛾通

常情况下会在核桃树下的杂草中或者是土壤中越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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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第 2年 6月上旬发育为幼虫，7月上旬开始产卵，8

月为了躲避高温，黄刺蛾幼虫会藏于核桃树下，之后生

长为成虫，且在降雨量较多的年份危害更为严重。

针对新疆核桃黄刺蛾虫害的防治措施如下：第一，

在种植和栽培新疆核桃时，可以采用混交林的种植方式

来减少遭受黄刺蛾虫害的概率，同时还能够预防其虫害

的扩大。也可以利用黄刺蛾成虫的趋光性，在其羽化期

利用黑光灯来诱杀，从而减少其成虫数量。还可以在入

冬前及时翻耕土地，有效避免虫茧在土下越冬；第二，

采用药物对该种害虫进行消灭。实际上，黄刺蛾幼虫对

药剂十分敏感，因而采用现有的杀虫类药物一般都能够

起到较好的效果。25％亚胺硫磷乳油 1000 倍液、50％

马拉硫磷乳油 1000 倍液或 80％敌敌畏乳油 1200 倍液

等。需要注意的是，要想达到更好的防治效果，上述药

物可以每隔 7～ 10d用药 1次，连续 3次。

2.核桃春尺蠖及其防治措施。春尺蠖也是新疆核桃

常见虫害之一，与黄刺蛾相似，属于一种食叶型害虫，

对新疆核桃树有着较大危害，且具有一定的爆发性。该

种害虫以蛹在土中越冬，第二年 2月下旬至 4月中旬羽

化，3月中下旬进入产卵高峰期，3月下旬至 5月中旬

进入幼虫期，4月中下旬是该虫的暴食期，4月下旬幼

虫入土化蛹，5月 10 日进入化蛹盛期。一般而言，春尺

蠖在核桃树上面的发生期较早，具有食量大、虫口密集

且幼虫发育快等特点，常暴食成灾，甚至一个星期之内

就能将核桃树的叶片都吃光，从而给新疆核桃的种植和

栽培带来极大危害。

针对新疆核桃春尺蠖虫害的防治措施如下：第一，

针对成虫和幼虫不同的特性来实施相应的防治措施。

例如可以利用人工捕杀的方式来抓捕春尺蠖成虫，既可

以利用黑光灯来诱杀，也可以在早春季节组织群众去挖

蛹；可用化学防治的方式来处理春尺蠖的幼虫，一般最

佳的防治时间在四月下旬，可喷洒 50%的辛硫磷乳液

2000 倍液。第二，对核桃树进行精细化管理。栽培时应

选择土层深厚肥沃且通透性好的土地，并为核桃树提供

良好的生长环境，增强其树势，提高抗虫能力。

3.核桃蚜虫及其防治措施。蚜虫在新疆核桃产区常

年发生，若蚜群聚在山核桃幼牙、幼叶和嫩梢上刺吸汁

液，会使芽叶萎缩，雄花枯死，雌花不开，树势衰弱。

新疆核桃蚜虫一般在 10月下旬至 11月初以蛹的形式在

核桃芽、叶痕及枝条破损裂缝里越冬，然后第二年从 1

月下旬一直到 4月上旬一共会生出 3代小蚜，蚜虫经过

三代繁殖、虫口剧增、世代重叠、竞相刺吸为害，进入

为害盛期。

针对新疆蚜虫虫害的防治措施如下：第一，在核桃

树干基部，用 5%吡虫啉乳油原药或者 30%乙酰甲胺磷

乳油，呈环状打孔滴药防治；第二，4月上中旬用 5%

吡虫啉乳油 800 ～ 1000 倍液喷雾效果较好。

四、结束语

作为四大干果之一，核桃有“长寿果”之称，其果

仁含有较为丰富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核黄素以

及碳水化合物、钙、磷、铁等，不仅可以生食，还可以

用来榨油，对于健脑、增强记忆力、延缓衰老等都有不

错的功效。由此可见，核桃的经济价值可观，但病虫害

对核桃的生产质量和品质造成了极大影响。因此，今后

一定要加大对新疆核桃病虫害防治措施方面的分析和研

究，促进果树健康生长，确保广大农户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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