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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玲核桃苗销售价格，香玲核桃苗批发基地及单价

近年来，随着核桃树栽植面积的逐渐扩大，我国核桃病虫害种类也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核桃
病害有30余种，虫害有120余种。主要原因是我国核桃品种杂、乱，实生核桃栽培面积较大，栽培管理粗
放。从全国范围来看，各核桃产区的生态条件不同，病虫害的种类、分布及危害程度也不同。有的地方
仅某一种病虫害发生严重，有的地方果实、枝干、叶部、根部病虫害都严重，对核桃树的生长发育、果
实产量与品质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在病虫害防治上，果园长期依赖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尤其是
使用毒性大、残效期长的农药，产生较强抗药性，防治效果并不理想。现就核桃病虫害防治原则和方法
进行阐述如下，以供核桃栽培户参考。

1 防治原则

1.1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预防为主”就是在害虫大量发生为害前采取措施，从而较稳定地抑制害虫种群数量。所谓“综合防治
”就是从农业生态系统总体出发，科学管理有害生物，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根据有害生物和
环境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采取必要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范围之内。综合防治的目
的是控制害虫种群数量，防治害虫的目的是保护农业生产。因此，综合防治应从农业生态整体观点出发



，以预防为主，创造有利于作物及有益生物生长繁殖而不利于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

1.2 抓住主要，主次兼治

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或不同地区(或果园)，核桃都可能受到多种病虫不同程度的危害，但具体防治时要
善于抓住主要病害或害虫种类，集中力量解决对生产危害最大的病虫害;同时也要密切关注次要病害或虫
害的发展动态和变化，有计划、有步骤地防治一些较为次要的病虫。此外，不同气候条件，病虫害防治
重点也不相同，如干旱年份或地区以防治叶螨类为主，而在雨水较多年份或地区应以防治细菌性黑斑病
和炭疽病为主。

1.3 立足群体，点面结合

果树病虫害的防治主要是面对果树的群体，控制病虫害在群体中的发生与为害。但核桃为多年生植物，
单位面积上株数较少，单株体积较大，若病虫害造成园貌不整，必然影响单位面积和整体的产量与效益
。同时，果园的群体是由为数不多的单株构成的，单株发病往往是群体发病的基础和先兆。因此，防治
核桃病虫害应点面结合，在注意群体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单株;在全面防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少数植株
的病虫害治疗。

1.4 措施合理，切中要害

评价防治措施科学性的重要标准就是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控制病虫危害[1-2]。要做
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掌握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发生特点，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关键时刻。而不
是搞“药海”战术和“人海”战术。例如，利用核桃瘤蛾幼虫白天在树皮缝隐蔽和老熟幼虫下树作茧化
蛹的习性，可在树干上绑草诱杀，而利用成虫的趋光性于6月上旬至7月上旬成虫大量出现期间设黑光灯
诱杀。措施合理还必须有合理的防治指标，除少数特别危险性或检疫性病虫害要立足于彻底控制外，对
绝大多数病虫害均不必要求其完全不发生。例如，对叶部病虫害，只要能控制叶片不早期大量脱落即可;
对果实病虫害，只要能控制病虫果率不超过5%即可。过高要求，只能用过高的防治投资来实现，不符合
经济原则。

1.5 控防结合，针对防治

在核桃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都会有许多种害虫或病菌不同程度地对其造成一定影响，有的可以造成一定
或很大为害，有的则对果树的生长发育几乎没有影响[3-4]。如有的食叶害虫或为害叶片的病害，属于偶
发性害虫或病害，一般只是零星发生，只为害个别或少数叶片，并不影响果树的正常生长发育，这样就
不需要防治。而核桃举肢蛾、炭疽病等害虫或病害，在核桃主产区普遍发生，每年都有可能造成一定损



失，因此必须进行针对性防治，以控制或减轻其为害程度。另外，如核桃枝枯病、核桃腐烂病等枝干病
害，虽然一般为零星发生，但其发生后常造成受害树的死亡，损失较大，发现后应尽快进行治疗。

1.6 注重环保，科学用药

农药虽然是保证果树健康生长发育的主要措施之一，但使用不当不仅会污染环境，增加防治成本，造成
农药残留，还会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诱发许多病虫的发生，进而导致农药用量进一步增加，形成
恶性循环。因此，在实际生产中首先应该筛选和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药剂，逐渐淘汰高毒、高残
留的广谱性药剂。

在栽培管理过程中，最理想的综合防治技术是有目的地创造有利于树体生长发育的环境，同时，创造不
利于病虫活动、繁殖和侵染的环境条件，减轻病虫害的为害程度。在化学农药的使用上要根据药剂的种
类与性质、树体的敏感程度，以及病虫的为害程度，对症下药，避免滥用农药。

2 防治方法

在进行核桃病虫害防治时，要因时、因地、因虫制宜，协调运用各项防治措施，取得最大防效。例如：
新建核桃园调运苗木时，主要应考虑并坚决避免苗木所传带的危险性病虫害，如细菌性黑斑病、核桃缀
叶螟等;盛果期以保果保树为主，其防治重点则为危害果实的病害或害虫和枝干病害，如举肢蛾、云斑天
牛、炭疽病。不同物候期防治的重点及措施也不相同，应从全局出发、有主有次、全面安排。休眠期的
防治重点是依据当时当地的主要病害及害虫种类，搞好果园卫生，并采取相应措施消灭越冬的病原物和
害虫;展叶开花期，是防治病害的初侵染和害虫的始发阶段，应在针对当年可能严重发生的病害及害虫的
同时，尽量兼顾其他病虫害，此期要注意选好药剂种类、药剂浓度和用药时机等;结果期至成熟采收期，
以保证果实正常生长发育为主，兼顾保叶。

2.1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是我国广大核桃产区防治病虫的重要措施之一。其是利用园地选择与规划设计，以及栽培管理
等农业措施，兼顾病虫害防治的方法。包括清园、核桃树合理修剪、合理施肥灌水、核桃地里间作及选
用抗性强的品种可以使树体生长健壮，增加树体的抗病虫能力，消灭病虫害源。

2.2 严格执行植物检疫



植物检疫是以立法手段防止植物及其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传播有害生物的措施。严禁从疫情发生区调运果
树苗木、接穗等繁殖材料，加强市场管理，选用无病毒的接穗和苗木，严防检疫性病虫害的进一步传播
蔓延。

2.3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利用简单工具和各种物理因素，如光、热、电、温度、湿度和放射能、声波等防治病虫害的
措施。人工防治法是利用人工捕捉或使用器械阻止、诱集和振落等手段消灭害虫的方法。人工防治应根
据害虫的为害习性和发生数量，确定合适的方法。虽然人工捕杀和清除病株、病部及使用简单工具诱杀
、设障碍防除费力、效率低、不彻底，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仍不失为较好的急救措施。常用人为的方式
升高或降低温、湿度，是指超出病虫害的适应范围，如晒种、热水浸种或高温处理竹木及其制品等。原
子能治虫主要是用放射能直接杀灭病虫，或用放射能照射导致害虫不育等。利用昆虫趋光性灭虫。近年
黑光灯和高压电网灭虫器广泛应用，用仿声学原理和超声波防治虫等均在研究、实践中。

2.4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利用生物或生物代谢产物防治核桃虫害 。生物农药是用来防治有害生物的生物活体及其生理
活性物质，并制成商品上市流通的生物源制剂。通俗地讲，就是以虫治虫，以菌治虫，以鸟治虫。该方
法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平衡，有利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生物农药宜在害虫低龄期、病害发病初
期使用，忌与碱性农药混用。生物农药要随配随用。核桃害虫的生物防治主要有3种途径，即利用自然界
的天敌消灭害虫、释放人工饲养天敌消灭害虫、使用菌制药剂防治害虫。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为第1种。此
外，如能结合自然天敌和人工释放天敌，还可加速防治，且效果显著。

2.5 化学防治

药剂防治法是利用药剂直接防治病虫害，多在病虫危害严重时使用。为减少对天敌的伤害，在选用药剂
时要少用光谱性农药，使用选择性较高的农药;尽量不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并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用农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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