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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锯 末 ) 等下 面 或 土 缝 内 ， 特 别 在 高 温 、 阳 光 强 烈 时 ， 喜 成 群

聚 集 在 排 水 沟 、 渠 或 涵 洞 内 。 夏 秋 季 节 活 动 频 繁 ， 大 量 繁 殖 。

马 陆 的 卵 产 于 蓝 莓 园 土 表 ． 卵 成 堆 产 ． 卵 外 有 一 层 透 明 黏 性

物质 。 每头 可 产 卵 3 0 0 粒 左 右 。 在适 宜 温 度 下 ， 卵 经 2 0 d 左 右

孵 化 为幼 虫 ． 数 月 后 成 熟 ． 寿 命 可 达 1 年 以 上 。 马 陆受 到 触 碰

时 ． 会 将 身体 卷 曲成 圆 环 形 。 呈 假 死 状 态 ． 间 隔 一 段 时 间 后 ，

复 原 活 动 。

2 马 陆 的 为 害

马 陆 一 般 为 害 植 物 的 幼 根 及 幼 嫩 的 小 苗 和 嫩 茎 、 嫩 叶 。

特 别 喜 食 腐 殖 质 ． 由于 蓝 莓 种 植 时 采 用 特 殊 的 栽 培 方 式 ． 定

植 穴 内有 一 定 比 例 的 泥 炭 土 和 腐 熟 的 有 机 肥 ． 含 较 多 的 腐 殖

质 ． 为 马 陆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食 物 来 源 ， 因 此 蓝 莓 园 马 陆 数 量 惊

人 ． 四 处 爬 行 。 由 于 马 陆 大 量 取 食 腐 殖 质 。 会 对 蓝 莓 的 生 长 造

成 不 良影 响 。

3 防 治 措 施

3 ． 1 集 中 防治

马 陆 在 高 温 、 阳 光 强 烈 时 ， 喜 成 群 聚 集 在 排 水 沟 、 渠 或 涵

洞 内 ． 在 晴天 上 午 1 0 一_ 1 2 时 和 下 午 4 时 后 ． 在 马 陆 成 群 聚 集

处 ， 用 混 配 的高效 、 低 毒 、 渗 透 力 强 的药 剂 ( 由于 马 陆 有 钙 质 背

板 ) 。 集 中在 排 水 沟 、 渠 或 涵 洞 内 喷 药 杀 灭 。 混 配 的 药 剂 为

5 o o o 倍 液 的 敌 杀 死 + l 5 0 0 倍 液 扫 害 + 1 o o o 倍 液 敌 敌 畏 或

2 5 0 0 倍 液 的 敌 杀 死 + 1 5 0 0 倍 液 扫 害 + 1 5 0 0 倍 液 克 甲 ． 防治 效

果 良好 ． 且 不 会 对 蓝 莓 园 造 成 污 染 。 如 果 单 独 使 用 2 5 0 0 倍 液

的 敌 杀 死 或 8 0 0 倍 液 扫 害 或 8 0 0 倍 液 敌 敌 畏 或 1 0 0 0 倍 液 克

甲 ． 则 没 有 上 述 混 配 药 剂 效 果 好 。

3 ． 2 全 园 防 治

蓝 莓 定 植 后 ． 在 每株 定 植 穴 内 ． 均 匀 撒 人 1 g 左 右 的 克 百

威 颗 粒 剂 ， 全 园 毒 杀 马 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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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橘 是 我 国南 方 的 主 要 果 树 ． 分 布 广 泛 ， 品 种 繁 多 ，
四 季

常绿 。 柑 橘 树 结 果 早 ， 寿 命 长 ， 产 量 高 ， 收 益 大 。 由于 枝 梢 年 生

长 量 大 ． 挂 果 期 长 ． 因 此 遭 受 不 良环 境 条 件 伤 害 的 机 会 也 相

对 较 多 。 在 柑 橘 上 施 用 天 达 2 1 16 植 物 生 长 营 养液 ， 可 达 到 抗

逆 、 丰 产 、 优 化 品 质 、 健 身 栽 培 的 效 果 ， 对 柑 橘 控 害 、 减 灾 、 增

收 起 到 了重 要 的作 用 。

。

1 天 达 2 1 1 6 对 柑 橘 的 影 响

1 ． 1 天 达 2 1 1 6 对 柑 橘 树 势 的 影 响

据 湖 北 、 湖 南 、 江 西 、 重 庆 、
四 川 等 地 在 柑 橘 上 的 试 验 和

大 面 积 应 用 效 果 证 明 ． 喷 施 天 达 2 1 1 6 果 树 专 用 型 的柑 橘 树 ，

与 喷 施 0 ． 3 ％ 磷 酸 二 氢 钾 水 溶 液 和 清 水 对 照 相 比 较 ． 具 有 叶 片

大 而 肥 厚 、 色 深 、 油 光 发 亮 ． 新 梢 抽 发 整 齐 ， 粗 壮 、 节 间 短 ，
果

实 整 齐 、 成 熟 一 致 的特 点 。

喷 施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后 ． 柑 橘 树 叶 面 、 枝 干 的 霉 污

病 消 失 ， 叶 面 光 亮 ． 树 干 光 滑 ， 果 实 相 对 洁 净 ， 同 时 对 病 、 虫 害

具 有 较 强 的 预 防 和 抑 制 作 用 ． 可 以 节 省 农 药 使 用 量 ， 达 到 省

工
、 省 时 的效 果 。

在 2 0 0 8 年遭 受 特 大 冻 害 后 ． 喷 施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的 柑 橘 树 ． 树 势 得 到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恢 复 ， 受 冻 害 较 轻 的 柑 橘

树 ． 施 用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后 ， 冻 伤 明 显 缓 解 ， 树 势 生 长

稳 健 ， 提 高 了 坐 果 率 ， 并 有 明 显 的稳 果 效 果
，

产 量 增 加 ；遭 受

冻 害较 严 重 的果 树 ． 树 势 也 得 到 了 有 效 的 恢 复 、 复 苏 。

1 ． 2 天 达 2 1 1 6 对 柑 橘 果 实 生 理 性 状 的 影 响

据 测 定 ． 施 用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后 ， 叶 片 中镁 、 磷 、 硼

等 营 养 元 素 的 含 量 提 高 ． 而 镁 可 提 高 叶 片 的 光 合 作 用 ：磷 在

植 物 的 光 合 和 呼 吸 作 用 中起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作 用 ． 通 过 影 响 叶

片 光 合 作 用 过 程 中 的 有 机 磷 循 环 ． 改 变 碳 水 化 合 物 在 体 内 的

分 配 ． 从 而 提 高 物 质 的 积 累 、 生 物 量 和 产 量 。 施 用 天 达 2 1 1 6

后 ． 可 以 促 使 叶 片 中 的 营 养 向 果 实 转 化 ． 使 果 实 产 量 显 著 提

高 ． 品 质 得 到 明显 改 善 。

1 ． 3 天 达 2 1 1 6 对 柑 橘 产 量 和 品 质 的 影 响

通 过 对 单 株 进 行 测 产 ． 喷 施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的 单

株 产 量 ．
比 喷 施 O．3 ％ 磷 酸 二 氢 钾 的 产 量 高 1 8 ％ ～ 2 0 ％ ． 比 清 水

对 照 高 3 0 ％ ～ 3 5 ％ 。 在 果 实 品 质 方 面 ． V c 含 量 和 含 糖 量 提 高 、

口 感 好 ． 并 可 提 前 3 ～ 5 d 上 市 ．．

在 储 藏 期 间 ． 喷 洒 天 达 2 1 1 6 果 树 专 用 型 与 经 过 杀 菌剂 浸

果 处 理 后 的 柑 橘 果 实 相 比 较 ． 烂 果 率 相 当 ． 即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用 型 对 病害有 一 定抑 制 作 用 。 可 以 延 缓 储 藏 期病 害 的 发 生 。

2 天 达 2 1 1 6 优 质 增 产 的 原 理

天 达 2 1 1 6 果 树 专 用 型 可 以 稳 定 和 保 护 植 物 细 胞 膜 系

统 ． 调 节 植 物 的代 谢 功 能 ． 增 强 植 物 的 免 疫 力 ， 提 高抗 逆 性 。

天 达 2 1 16 中含 有 大 量 的 海 洋 生 物 活 性 物 质 ( 复 合 氨 基

低 聚 糖 ) 、 多 种 维 生 素 、 水 杨 酸 以 及 微 量 元 素 等 物 质 ， 这 些 活

性 物 质 的存 在 能 显 著 提 高 细 胞 膜 的 稳 定 性 。 促 进 细 胞 之 间 的

物 质 交 换 ． 加 强 库 源 之 间 物 质 的 流 动 ． 促 进 了 柑 橘 树 对 土 壤

养 分 的 吸 收 和 叶 片 中 的 养 分 向 果 实 流 动 ． 使 植 株 健 壮 ． 天 达

2 1 16 还 可 提 高植 物 的 抗 病 和 抗 虫 力 ． 为 植 物 提 供 必 要 的 营

养 ． 从 而 实 现 了 柑 橘 的优 质 高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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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 达 2 1 1 6 的 应 用 技 术

要 使 柑 橘 达 到 健 身 栽 培 、 优 质 高产 的 效 果
， 必 须 正 确 使

用 天 达 2 1 】6 果 树 专用 型 。 ．

通 常 在 柑 橘 树 的 萌 芽 期 、 谢 花 期 后 幼 果 期 、 果 实 膨 大 期 、

果 实转 色 期 ． 用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用 型 5 0 0 ～ 3 0 0 0 倍 稀 进 行 叶

面 喷施 ． 随 着果 实 对 营养 需 求 的 不 断 增 加 。 不 断 增 加 剂 量 。 实

践 中还 发 现 ．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使 用 剂 量 高 于 6 0 0 倍 液

时 ， 即有 明 显 的 控 梢 作 用 ， 能 调 节 生 殖 生 长 和 营 养 生 长 ， 调 控

营 养转 移 和 供 给 ． 促进 柑 橘果 实 的 吸 收 和 利 用 。

在 花 蕾 期 ． 用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2 0 倍 液 ， 涂 抹 柑 橘

树 地 面 以 上 4 0 c m 的 树 干 ． 花 前 喷 施 一 次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1 0 0 0 ～ 1 5 0 0 倍 液 与 天 达 恶 霉 灵 3 0 0 0 。 6 0 0 0 倍 液 的 混

合液 。 幼 果 期 1 5 ～ 2 0 d 喷 一 次 ， 连 喷两 次 ， 可 促 进 果 实 膨 大 。 果

实 成 熟 转 色 期 再 喷 一 次 5 0 0 ～ 6 0 0 倍 液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 促 早 熟 防 落果 ， 可 达 到 健 身栽 培 、 优 质高产 的效 果 。

天 达 2 1 16 果 树 专 用 型 ， 还 可 以 与 天 达 恶 霉 灵 、 真 菌 净 、

百 泰 等 多种 农 药 配 合 使 用 ． 提 高 预 防 和 抑 制柑 橘 炭 疽 病 、 白

粉 病 、 立 枯 病 、 黑 斑 病 、 青 霉 病 、 绿 霉 病 、 黑 腐 病 等 病 害 的 能

力 ：与 酸 性 杀 虫 剂 类 药 剂 混 合 使 用 ，
可 以 延 长 防 治 时 期

， 降 低

农 药 用 量 ， 减 轻 农 民 负 担 和 对 环 境 的 污 染 。

收 稿 日期 ：2 0 0 9 — 0 l 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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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 在 全 国大部 分 地 方 都 能 生 长 ， 梨 成 熟 于 夏 秋 暑 热 季 节 ，
柏 树 。 梨 树 开 花 前 后 ， 用 1 ：1 ：2 0 0 波 尔 多 液 喷 洒 预 防 ， 提 高植

常言道
“

一 日 一 梨 。 医 生 远 离
7 7

0 梨 具有 止 咳 、 润 肺 、 润 喉 的功 效 ，
株 抗 病 力 。 发 病期 ，

用 7 5 ％ 代 森 锰 锌 6 0 0 倍 液 或 2 5 ％ 粉锈 宁 3

随着农 业 科技 的 不 断发 展 ， 梨 的 品 种 、 品 质 日益 优 质 化 ，但 是 ，
0 0 0 倍 液 喷施 。

梨 在整 个 生 长 期 中 ， 有 许 多病 虫 害发 生
，

造 成 减 产
，

品 质低 劣 ，

2 梨 黑 星 病
经 济性 状 差 ． 制 约 着梨 的产业 发 展 。

通 过 多 年 来 的 观 测 调 查 ， 梨 在 生 长 期 主 要 病 虫 害 有 梨 锈 该 病 为 害 叶 片 、 果 实 、 新 梢 ， 导 致 落 叶
， 幼 果 畸 形 ， 严 重 影

病 、 梨 黑 星 病 、 梨 轮 纹 病 、 梨 黑 斑 病 、 梨 小 食 心 虫 、 梨 大 食 心 响产 量 和 品 质 及 经 济性 状 。

虫 、 梨 蚜 虫 。 现 简要 介 绍 梨 树 主 要 病 虫 害 的发 生 及 防 治 措 施 。

2 � 1 症 状

叶 片 发病 时 ， 叶 背 沿 叶 脉 呈 圆 形 或 椭 圆形 淡 黄 色 病 斑
，

1 梨 锈 病 无 明显 边 缘 ． 上 长 出 黑 色霉 ． 严 重 时 叶 背 布 满 黑霉 层 。 新 梢 发

梨 锈 病 是 梨 树 主 要 病 害 之 一

， 为 害 梨 树 叶 片 ． 造 成 早 期 落
病

，
初 生 黑 色 椭 圆 形 病 斑

，
后 凹 陷 长 出 黑 霉 后 呈 现 病 状

， 并 且

叶 、 落果 ．
影 响产 量 和 品 质 。

一 般 减 产 2 0 ％ ， 严 重 的可 达 4 0 ％ 。

周 围开 裂 。 果 实 受 害 初 期 ， 病 斑 淡 黄 色 圆形 斑 点 ， 病 部 逐 渐 凹

1 1 症 状
陷

，
长 出 黑 霉 病 斑 木 栓 化

，
坚 硬 凹 陷 龟 裂 ， 幼 果 畸 形 ， 果 面 有

叶 片 受 害 ， 叶 正 面 初 呈 橙 红 色 小 斑 点 ，
后 变 为 圆形 病 斑

，

大 小
：亨竺竺

形 黑 色病斑 。

病 斑 中部 橙 黄备， 边 缘 淡 黄 色 ， 病 斑

●
央 善

专篓差导
卅
：喜

粒 ： 2 2

羹喜耋萎在 植 株 腋 芽 的 鳞 片 内越 冬 或 在 病 叶 上 越 冬 ． 春
即 为病 原 菌 有 性 孢 子 器 ，

天 气 潮 湿 时
， 分 泌 出淡 黄 色 黏 液

，
干

季 新 梢 基 部 先 发 病 ． 病 梢 是 主 要 的 侵 染 源 ， 病 菌 靠 风 雨 蓓到
燥 后

， 变 黑 色 小 点 ， 病 斑 组 织 变 厚 ， 叶 背 隆起
，

正 面 稍 凹 陷 ， 在
叶 、 果 实 上 ， 环 境 条 戽适 宜 时 ． 可 进 行 多 次再 侵 染 。

隆 起 部 位 ，
长 出 灰 色 的 毛 状 物

， 病 斑 变 黑 ， 叶 片 上 病 斑 较 多
2 ． 3 防 治 方 法

� 时 ， 造 成早 期 落 叶 。 冬 季 喷施 石 硫 合 剂 清 洁 梨 园 。 在 梨 树 开 花 前 后 ， 喷 一 次

1 ． 2 发 生 规 律
l ：1 ：2 0 0 倍 波 尔 多 液 预 防 。 发 病 初 期 ． 喷 7 0 ％ 代 森 锰 锌 6 0 0 倍

病 菌 以 多 年 生 菌 丝 体 在 桧 柏 病 部 组 织 中 越 冬
，

次 年 春 季 液 或 2 5 ％ 粉 锈 宁 3 0 0 0 倍 液 ． 连 喷 2 ~ 3 次 ， 1 0 ～ 1 5 d 喷 一 次 。

成 为 初 侵 染 源 ． 随 风 飞 散 传 播 到 梨 树 上 为 害 嫩 叶 、 新 梢 和 幼

果 ． 病 菌 从 表 皮 或 气 孔 侵 入
． 梨 锈 病 发 生 与 雨 水 、 温 度 、 风 力 3 梨 轮 纹 I青

关 系 密 切 。 梨 芽 萌 发 和 幼 叶 期 ，
天 气 多 雨

， 有 利 冬 孢 子 萌 发 ， 该病 主 要 为 害 枝 干
、 果 实 及 叶 片 ， 为 害 枝 干 造 成 树 势 早

发 病 就 重 ；温 度 高 ，
风 力 强

，
通 常 1 0 k m 以 内有 柏 树 ， 则 梨 树 衰

，
为 害 果 实

， 造 成 烂 果
，

严 重 影 响 产量 。

发 病 就重 。 3 ． 1 症 状

1 ． 3 防 治 方 法 在 枝 干 受 害 表 皮 产 生 褐 色 瘤 状 突 起 的 小 斑 点 ． 后 逐 渐 扩

加 强 对 转 主 寄 主 的 管 理
， 梨 园 周 围 1 0 k m 内 ，

不 能 种 植 大 呈 暗 褐 色 病 斑 ． 使 梨 树 在 第 二 年 春 季 病 部 与 健 部 产 生 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