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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气象因子对核桃叶斑病发生动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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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核桃叶斑病的病原分离鉴定结果为链格孢菌!在此基础上"为明确核桃叶斑病发生动态与

主要气象因子之间的关系"于
!"#?

#

!"#(

年
&G$

月"在位于洛浦县
!

个乡镇的观测园内"利用便携

式气象站定时收集样地内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降雨量数据"调查监测病害发生的严重程度!得到

!'

组病情指数"绘制各气象因子与病害发生动态曲线"分析其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空气温度#相

对湿度和降雨综合影响病情的发展速度"春季核桃展叶后"空气温度#相对湿度的增高和一定的降

雨量有助于病菌孢子的萌发侵染"

'

月下旬温度激增"加速病情发展"

'

月底达到第
#

个高峰$

?

月

底至
(

月中旬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大"降雨量的增多和持续较高的温度"病害产生第
!

个流行高峰$

A

月中旬以后"温度逐渐降低"病情流行速度减缓"虽然相对湿度和降雨量处于病害调查期较高的

阶段"但对病害流行的影响较小!研究结果为病害的监测预报及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气象因子$核桃叶斑病$发生动态$影响$病原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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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为新疆第二大果树!约占全疆林果业总面

积的
!'X

!成为南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之一(

#

)

&然而大面积集约栽培!管理水平粗放!再加

上病虫害的发生!严重制约了南疆核桃产业健康发

展&

!"#"

年!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发生了一种新病

害!核桃叶斑病(

6$+%).-)1--$+%).-+-

"

8->

$

8->

#)&

该病害最初在叶尖产生淡褐色的坏死斑!并逐渐向

叶缘及其基部扩展!病斑面积不断扩大连成片!后期

叶缘向叶正面卷曲!病部逐渐变为深褐色!质地变

脆'造成叶片大量焦枯坏死!减弱其光合作用!影响

果实营养的积累!导致果品质量下降(

!

)

&

目前!前人已通过科赫氏法则!确定了阿克苏*

喀什及和田地区的核桃叶斑病的病原菌均为链格孢

菌(

!)%

)

'筛选出防治效果较好的化学药剂!生产中可

交替使用
#"X

咪鲜胺和
#"X

苯醚甲环唑
!

种药

剂(

!

)

'丁俊杰等(

&

)对病害发生的影响因子开展了专

项调查!发现品种*生育期*郁闭度*间作模式*栽培

管理水平*枝干病害均能影响该病发生!其中品种*

郁闭度*生育期对病害发生的影响最明显&

病害的流行取决于病原物*寄生植物和环境条

件
%

个方面!其中环境条件中的主要气象因子!如空

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降雨尤为重要!与病害的流行关

系密切!然而这些因子对核桃叶斑病发生的影响尚

未见报道&基于此!本研究于
!"#?

*

!"#(

年连续

!/

!在和田地区洛浦县的
!

块样地内!对核桃叶斑

病的发生动态进行定期观测调查!同时对样地内小

环境的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降雨量进行监测!将各

观测数据进行处理!逐一分析这些气象因子对病害

发生动态的影响&明确该病害发生流行时气象因子

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为病害的预测预报*防治时期的

确定奠定理论基础&

#

!

材料与方法

!"!

!

病原菌的分离鉴定

#>#>#

!

材料
!

!"#?

年
?

月在和田地区洛浦县
!

个

核桃园!每个核桃园选取
'

株树!采集
!"

片具有典

型症状的病叶!装入无菌纸袋!做好标记带回实验

室&

刀片*镊子*灭过菌的皿*酒精灯*火柴*记号笔*

('X

酒精*

%X

次氯酸钠*培养基为马铃薯葡萄糖琼

脂培养基"

YOI

#

(

!

!

?

)

*量筒*喷壶*接种针*塑料袋*

标记牌*显微镜等&

#>#>!

!

方法
!

采用组织分离法对具有典型症状的

新鲜病叶进行分离!

%=

后进行分离物的纯化!待产

孢后挑取单个孢子进一步纯化!得到纯培养物(

!

!

'

)

&

在
YOI

培养基上进行接种!培养
'=

后制备每毫升

#Z#"

?

"

A孢子悬浮液!用于接种试验&用有伤和无

伤
!

种方法将病菌孢子喷雾接种于健康叶片上!塑

料袋保湿
!=

!每天观察记录发病叶片的症状!然后

取病斑分离!培养
(=

后观察菌落形态及病原微观

特征!并拍照!以确定病原菌的分类地位(

'

)

&

!"#

!

病害系统调查

!"#?

*

!"#(

年
&G$

月!在和田洛浦县恰尔巴格

乡苏尕库木村和山普鲁镇库塔孜村各选择
#

块样

地!样地编号分别为
/

"面积约
&>A4C

!

#和
T

"面积

约
%4C

!

#!对核桃叶斑病病情进行定期观测调查!

每隔
?

"

(=

调查
#

次&每块样地采用隔行抽样法

随机抽取
!"

棵树作为观测样树!每棵样树从东*南*

西*北
&

个方向随机抽取
#

个
#

年生枝条!每个枝条

上选取
!

个复叶!并将每片小叶编号!每棵树观测叶

片数量
#

'"

片&每次逐一检查每片小叶上产生病

斑的情况!记录每片叶子上病斑所占叶面积比值&

根据发病严重度分级标准表(

?

)

!将病叶分级记录!计

算病情指数&在整个生长季节!所选样地未喷洒农

药!其他农事操作正常进行&

表
A

!

发病严重度分级标准

S/T06#

!

S46E0/77;1;E/3;+.73/.=/-=+1=;76/7676<6-;3

9

病级 代表值 发病严重度

#

"

叶片上没有可见病斑

$

#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比值
#"X

以下!零星分布

%

!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比值
#">#X

"

%"X

!病斑
部分连片!宽度较窄

&

%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比值
%">#X

"

'"X

!病斑
全部连片!宽度较宽

'

&

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比值
'">#X

以上!宽度接
近叶中央

病情指数
[

$

"病级叶数
Z

代表值#

调查总叶数
Z

最高代表值Z#""

"

#

#

!"$

!

气象数据的获取

在观测样地各放置一台全自动便携式气象站

"

\/.3/

M

6)

R

-+!

型#&不间断地"设定
#4

获取
#

次

数据#测定该环境中的空气温度"

]

#*相对湿度"

X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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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降雨量"

CC

#数据&

!"%

!

气象因子对核桃叶斑病发生流行的影响

首先对调查监测获得的病情及气象数据进行处

理!最高温度是指调查当日与调查前一次日期之间

每天的最高温度的平均值'最低温度*平均温度及相

对湿度的算法均同此'降雨量是指调查当日与调查

前一次日期之间累计降雨量&逐个分析各气象因子

与病害流行的关系!从而明确各因子对病害发生流

行影响的关键时期及作用&

!

!

结果与分析

#"!

!

病害的危害状

病害从叶片的叶尖*叶缘开始发病!逐渐向叶基

部扩展'初期侵染点褪绿!逐渐产生褐色坏死斑点!

病斑近圆形'在潮湿条件下常在叶背面出现暗绿色

霉斑!秋末病害引起大量叶片焦枯*掉落&调查发现

田间同时存在侵染性和非侵染性
!

种叶斑病!但其

症状表现不一致!链格孢菌引起的叶斑病的症状有

!

种$坏死斑上有黑褐色同心轮纹'病变边缘是紫色

的!病斑之间界限明显"图
#

#&生理性叶缘焦枯病

表现为叶尖*叶缘及至整张叶片黄化*褐化*枯焦死

亡等症状(

(

)

&

!

种病害初始发病叶位也不同!前者

是复叶基部的
!

个单叶最先表现症状!后者是复叶

顶部的单叶最先发病&

#"#

!

病原菌分离及接种结果

分离结果表明!

A=

后处理的病斑组织全部长

出菌落!分离率为
#""X

&接种试验表明!有伤接种

的叶片全部发病!无伤接种的叶片发病率较低!且发

病较晚&接种发病症状与核桃园自然发病的症状一

致"图
!

#!对照叶片未发病&再分离得到的病原菌

菌落特征与接种菌株菌落特征一致&

注$

/>

带紫边'

T>

带同心轮纹&

图
A

!

核桃叶斑病危害状

8;

M

>#

!

O/C/

M

6+15/0.,306/17

R

+3=;76/76

注$

E>

有伤接种'

=>

无伤接种&

图
B

!

接种后症状

8;

M

>!

!

H

9

C

R

3+C7/136-;.+E,0/3;+.

#"$

!

病原菌形态学鉴定结果

YOI

上链格孢的菌落正面最初为白色!后期为

深灰色!背面为深褐色&气生菌丝褐色*有隔*分枝'

分生孢子褐色*单生或链生!呈倒棍棒形或椭圆形!

孢身具
%

"

A

个横膈膜!

"

"

&

个纵膈膜和斜膈膜!隔

膜缢缩!大小"

#!>A

"

!$>&

#

(

CZ

"

'>!

"

##>$

#

(

C

'

分生孢子梗褐色*有隔*合轴式延伸!大小"

%!>#>'

"

('>(

#

(

CZ

"

&>?

"

'>&

#

(

C

'喙淡褐色*圆柱形!大小

"

">?

"

#%>(

#

(

C Z

"

#>(Z&>A

#

(

C

&根据菌落特

征和病原菌的形态特征"图
%

#!鉴定为链格孢菌&

注$

6>

菌落正面"

YOI

上的培养特性#'

1>

分生孢子'

M

>

分生孢子梗'

4>

链状分生孢子&

图
C

!

病原菌形态特征

8;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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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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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与病害流行的关系

由图
&

可看出!

!"#?

年样地
/

中!

&

月中旬至
'

月底随着平均温度上升!病害发展速度加快!其中
'

月中旬的降雨使得平均温度有所降低!但是病情流

行速度依旧加快'

?

月初至
A

月初是全年中平均温

度最高时期!然而温度起伏变化不大!相对比较稳

定!这期间病情流行速度快慢不一!其中
?

月底至
(

月中旬病情流行速度很快'

A

月中旬以后平均温度

$!#

第
'

期 王
!

杰 等$主要气象因子对核桃叶斑病发生动态的影响



逐渐下降!病情发展也逐渐放缓!

$

月中旬温度稍有

回升!但病害发展未受影响&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

对病害流行的影响规律基本与平均温度一致!虽然

$

月下旬最高温度大幅度回升!但病情变化不大&

样地
T

中平均温度*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对病害流

行的影响规律基本同样地
/

&

图
D

!

BEAF

年温度与病害流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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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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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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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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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

可看出!

!"#(

年样地
/

中!

&

月中旬至

'

月底随着平均温度上升!病情流行逐渐加快!其中

&

月下旬的降雨使得
&

月底的平均温度有所降低!

但病情流行反而加快'

?

月初至
A

月初与
!"#?

年一

样!也是全年中平均温度最高时期!除了
(

月初和

(

月下旬受到降雨的影响!平均温度明显下降!其他

时间相对比较稳定!而这期间的病害发展有快有慢!

其中
(

月中旬病情流行速度很快'

A

月中旬以后!平

均温度整体回落!病情发展也逐渐减缓&最高温度

和最低温度对病情流行的影响规律基本与平均温度

一致&样地
T

中平均温度*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对

病害流行的影响规律基本同样地
/

&

#"&

!

相对湿度与病害流行的关系

由图
?

看出!

!"#?

年样地
/

中!

&

月中旬至
'

月

初!果园小环境相对湿度是病害发生期间最低的阶

段!病情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加在不断地发展!

'

月中

旬空气相对湿度急剧增加!病害流行速度加快!

'

月

底达到高峰'

'

月下旬至
?

月下旬空气相对湿度变

化不大!

?

月病情发展速度减缓'

(

月随着相对湿度

的明显提高!病害快速发展!

(

月中旬达到第
!

个高

峰'

A

月初至
$

月相对湿度是病害发生期间最高的

时期!但病情并未随着湿度的增大而加快!反而逐渐

回落&总体来看!样地
T

中相对湿度对病害流行的

影响规律与样地
/

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样地
T

在
?

月下旬至
(

月初相对湿度增加较快!但病害流行速

度反而降低&

由图
(

看出!

!"#(

年样地
/

!

&

月随着相对湿度

上升!病害流行速度逐渐加快!

'

月相对湿度变化起

伏不定!病情发展速度一直加快!

'

月底达到第
#

个

高峰'

?

月初至
?

月中旬!相对湿度变化不大!病害

流行速度减缓'

?

月下旬至
(

月中旬!空气湿度快速

增加!

(

月中旬病害发展达到第
!

个高峰'

(

月下旬

至
$

月相对湿度是病害发生期最高的阶段!但病情

整体逐渐回落&总体来看!样地
T

相对湿度对病害

流行的影响规律与样地
/

基本一致!不同在于样地

T

在
?

月初至
?

月中旬相对湿度起伏不定!病情发

展速度也随之而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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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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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度与病害流行的关系

8;

M

>'

!

S46-60/3;+.74;

R

T63566.34636C

R

6-/3,-6/.=346=;76/766

R

;=6C;E;.!"#(

图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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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量与病害流行的关系

由图
A

看出!

!"#?

年样地
/

和样地
T

中!

&G'

月降雨量很少!只在
'

月中旬有降雨!样地
T

的降雨

量多于样地
/

!该次降雨有可能促进了
'

月下旬的

病情发展'

?G(

月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这为
?

月底至
(

月中旬病情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

AG$

月降雨频繁*降雨量大!但是病

情发展未受到影响&

由图
$

可看出!

!"#(

年
!

块样地中降雨的情况

与
!"#?

年相比有变化!

&

月降雨次数较
!"#?

年增

多!这更有利于病菌孢子萌发侵染'

'

月初降雨量明

显增大!促使病情快速发展'

?G(

月降雨多!其中
?

月初的降雨没有明显促进病害流行!

?

月底至
(

月

初的降雨加快了病情发展!

(

月中下旬的降雨对病

情发展影响不大'

A

月中下旬是
AG$

月降雨量最多

的时期!但是病情流行速度未受影响&

#%#

第
'

期 王
!

杰 等$主要气象因子对核桃叶斑病发生动态的影响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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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

B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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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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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通过科赫法则确认和田地区洛浦县核桃叶斑病

由链格孢菌引起!该病害与生理性叶缘焦枯病症状

特点及发病叶位均不同&在此基础上!

!"#?G!"#(

年连续
!/

!对
!

块样地的病情及气象数据分析结果

可知!每年
&

月中旬至
'

月底!随着温度上升病情也

逐渐加快!

'

月底达到第
#

个高峰'

?

月初至
A

月初

是全年温度最高时期!病情发展速度快慢不一!样地

/

*样地
T

分别在
?

月底至
(

月中旬*

(

月初至
(

月

中旬达到第
!

个流行高峰'

A

月中旬以后!随着温度

降低!病情逐渐减缓&

!"#?

年
&G'

月随着相对湿度增加!病害流行

加快!

!"#(

年
&

月降雨次数较多!导致该月湿度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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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相差不大!病情发展速度也一直加快'

?

月下旬

至
(

月中旬相对湿度明显增高!加速了病情的流行'

(

月下旬至
$

月相对湿度是病害发生期最高的阶

段!但对病情发展影响关系不大&

&G'

月的降雨对

病原菌孢子萌发侵染有利!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的

降雨!可加快病情发展!

AG$

月的降雨对病害流行

影响不大&

植物病害发生流行是多种气象因子之间的互作

而导致的(

A

)

!核桃叶斑病发生发展同样也受温度*空

气相对湿度和降雨共同作用的影响&

&

月中旬至

'

月底!相对湿度的增高和一定的降雨量有助于病

菌孢子的萌发侵染&如苹果斑点落叶病!春季苹果

展叶后!雨水多*雨日多*空气相对湿度大同样也促

进病害的流行(

$

)

&本病害
'

月下旬温度快速增高!

加速病情发展!番茄早疫病在生长前期发病规律也

是如此!温度高发病早*快(

#"

)

&核桃叶斑病
?

月底

至
(

月中旬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大!降雨量的增多和

持续较高的温度!导致病害产生第
!

个流行高峰&

同样其他病害若该时期满足这样的气象条件!也是

最适宜病害发生流行的(

$)#A

)

&

(

月下旬后!本病害受

温度*相对湿度和降雨量的影响较小!这一规律与苹

果斑点落叶病在新梢停止生长时的情况一致!即使

有较大降雨!也不会导致发病高峰(

$

)

&

为了解温湿度及降雨对核桃叶斑病发生的影

响!本研究结合田间病害的发生动态与样地内主要

气象因子的关系!初步分析了这些气象因子在不同

阶段对病害流行的作用!但各气象因子之间及其与

病情发展的内在联系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

进行系统分析!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找出

影响核桃叶斑病的关键性气象因子!对于指导叶斑

病的预测预报和防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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