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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枣树锈病的发病规律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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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枣树生态观测中，观察和分析发生枣锈病的气象条件和栽培方式方法，发现枣锈病的
发生与温度、降水、湿度、栽植密度及间种作物等关系密切，关键因素是７、８月的降雨。连阴雨
出现越早、雨量越多发病严重；相反，干旱少雨年份病轻，甚至无病。低洼、水浇地枣园，发病
严重；山坡、山头枣林，通风透光，湿度小，发病较轻或不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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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现有枣树面积１３３万ｈｍ２，是农业主
导产业之一。枣锈病是枣树的主要病害之一，对
红枣的丰产有一定影响。为了掌握枣锈病的发病
规律，提高对该病的预防能力，２００６年开始实地
观测枣锈病的症状、病原，分析总结榆林枣林区
枣锈病的发病规律，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枣锈病的危害特点

枣锈病是一种侵染枣树叶片的病害。一般发
生在果实膨大期，被害植株叶片提前脱落，影响
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的积累，造成果实未熟先落、枣
果皱缩、果肉含糖量降低、品质极差、甚至失去
食用价值，重灾年份甚至绝收。枣锈病不仅影响
当年产量，而且造成翌年树势衰弱、抗逆性差。
枣锈病症状

枣锈病病原菌是真菌中担子菌亚门的枣层锈
菌，主要侵害叶片。病原菌主要以夏孢子堆在病
叶上越冬，也可以多年生菌丝在病芽中越冬。翌
年夏孢子借风雨传播到新的叶片上，从叶片正面
和背面直接侵入，引起初次感染。发病初期在叶
背面出现淡绿色斑点，进而呈灰褐色，并向上凸
起，病斑呈现褐色，其上密布褐色孢子，称夏孢
子堆。病斑多在叶脉两侧、叶尖和叶片基部发生。
密集在叶脉两侧的往往多个连成条状或片状，叶

片逐渐失去光泽，最终干枯、脱落。病害先从树
冠下部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者全树叶片脱
落，致使枣果不能正常成熟。一般年份病株率
３０％～６０％，病叶率１０％～３０％，严重时病叶率
达７０％以上。病害常造成枣树早期落叶、落果，致
使果实不能正常成熟，品质低劣，产量减少。由
于落叶早，严重影响到翌年枣树的生长和红枣的
产量。
枣锈病发病生态气候环境及规律

观测发现，病原菌主要以夏孢子堆在落叶上
越冬，是翌年发病的初侵染的主要来源。夏孢子
借风雨传播到新生叶片上，８月中旬至９月初夏
孢子堆大量出现，通过风雨传播不断引起再侵染，
使病害加重。病害的潜育期为７～１５ｄ。如果气象
条件适宜，从显症到开始落叶相隔２０ｄ左右，从
开始落叶到大量落叶间隔７～１２ｄ左右。整个枣
园枣锈病从发病到落叶需３０ｄ左右，造成全树落
叶需６０ｄ左右。

榆林枣锈病的发生及病害的轻重与７—８月
的降雨量、气温、空气湿度等密切相关，当７—８
月出现３ｄ以上连阴雨天气，空气相对湿度在
７０％～８０％，日平均气温达２５０ｏＣ，最高气温在
３００ｏＣ以上时，发病率可达８０％以上。观测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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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枣林区枣锈病最早出现在６月中旬，气象条
件为：连阴雨日数≥５ｄ，降水量≥３００ｍｍ，日
平均相对湿度≥７０％，日平均气温达２５０ｏＣ。病
害多集中在７、８月出现，此时正是红枣的膨大期，
病害严重时会造成绝收。在此期间，连续降水日
达３～５ｄ，降水量３００ｍｍ以上，日平均相对湿
度≥７０％，日平均气温达２５０ｏＣ，发病率为轻度；
连续降水６～９ｄ，降水量５００ｍｍ以上，日平均
相对湿度≥７０％，日平均气温达２５０ｏＣ，发病率
为中度；连续降水日达１０ｄ以上（期间可有１～
３ｄ的无降水日），过程总降雨量１０００ｍｍ以上，
日平均气温２５０ｏＣ以上，相对湿度≥７０％时，发
病率为重度。病害最晚出现在８月下旬到９月初
（红枣膨大期到白熟期的过渡阶段），造成的危害
较严重。总之，影响枣锈病发生的关键因素是７、
８月的连阴雨天气。连阴雨出现越早、雨量越多、
发病严重；相反，干旱少雨年份病轻，甚至无病。

地势低洼、枣林郁闭度大、通风条件差、园
内间种玉米等高秆作物，或水浇地枣林，枣锈病
发生较严重，发病率达６７％以上。反之山地或间
种花生等低秆作物的枣林，枣树密度小、通风条
件好、光照充足，湿度小，则发病较轻。
预测预报

６月下旬至７月下旬在枣园内采用孢子捕捉
法（用载玻片涂上凡士林，涂面向外，每２片为
一组用绳捆固定悬挂在枣林间，每５ｄ观察一次，
统计孢子量）［１］，结合７月３ｄ以上的连阴雨天气
出现的时间、强度、范围和气温的趋势预报，确
定枣锈病的发生期和发生范围。上旬捕捉到枣锈
孢子下旬就有锈病发生，７月降雨过程越多，雨量
越大，枣锈病就越严重，影响范围也会迅速扩大。
防治措施
５１加强田间管理

利用春、夏时期对生长稠密的枣树枝条适时
修剪，以利通风透光，增强树势，减少病原菌侵
染的机会。７、８月雨季应注意及时排水，降低枣

园湿度。晚秋应及时清理落叶、病果，集中烧毁
或深埋，减少越冬病源。另外，枣树行间不宜间
种高秆作物。
５２药物防治

７月上旬枣锈病的盛发期喷药防治，隔１５ｄ
喷１次２００～３００倍波尔多液（硫酸铜１份，生石
灰２～３份，水２００～３００份），８月上旬再喷１次，
能有效控制枣锈病的发生流行。其次可用２５％粉
锈宁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５０％甲基托布津１０００倍
液、８０％的大生Ｍ－４５（喷克、新万生）可湿性
粉剂６００～８００倍液、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８００
～１０００倍液等，均有良好的效果。
５３根外施肥

枣树根外施肥具有提高光合作用和坐果率的
功效，还可防治枣锈病。在枣树感病期，可喷施
红枣有机营养液或０３％磷酸二氢钾溶液２～３
次，增强树势，提高抵抗病菌性。
小结

通过近几年的观测和调查研究，基本掌握枣
锈病在榆林市黄河沿线枣林区发生的一般规律、
分布情况及主要防治方法。枣锈病的发生主要与
降水过程的持续时间、降水量、相对湿度、温度、
风等气象因子和枣树栽植密度有密切关系。降水
连续时间长、湿度大、温度高、风力较小是枣锈
病发生的最佳气候，相同气象条件下，滩水地枣
园发病率高于山地枣园；郁闭度大的枣园发病率
高于郁闭度小的枣园，低洼避风栽植密度大的最
易发生。影响该病发生的关键因素是连阴雨天气。
连阴雨来得越早、雨量越多发病严重；相反，干
旱少雨年份病轻，甚至无病。所以，在枣园管理
上应当根据当地气象预测情况，结合枣树病虫害
预测预报，提前喷药预防，即可降低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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