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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介绍了近年引入国内的昆士兰瓶树形态特征 、引进现状 ,病虫害发生状况 ,对引起昆士兰瓶

树死亡的干腐病进行研究 ,观察了干腐病的危害症状和发病规律 ,开展了昆士兰瓶树干腐病的防治。研究结

果表明 ,昆士兰瓶树干腐病病原菌为棕榈疫霉 (Phy tophthora palm ivoraButler) ,用“干腐灵 ”进行防治 ,半年后

治好感染干腐病的昆士兰瓶树 ,取得很好的防治效果 ,同时提出预防昆士兰瓶树干腐病的综合治理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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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 rachychiton rupestris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since2002 for its high ornamental value and in2
troduced cost. The treeswere recorded deads in recent yearsby trunk blet disease. The introduction statusand dis2
eases and pestsoccurrenceof B rachychiton rupestriswere summaried in thepaper. Trunk blet curemedicamentwere

used to control trunk blet disease and received good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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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瓶树 (B rachychiton rupestr is)属梧桐科 (Sterculiaceae) ,瓶干树属 (B rachychiton) ,该属为澳洲特有

属 ,共约三十余种植物 。昆士兰瓶树英文名称 : Buddha’sBelly Tree,中文别名 :澳洲佛肚树 、佛肚树 、瓶子树 、
纺缍树、沙漠水塔 ,原生地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及南韦尔斯的干燥地带 ,当地人称它为“猴面包 ”。2002年以

来 ,我国各地陆续整株引进巨形的昆士兰瓶树 ; 2006年后 ,各地先后出现了引进的昆士兰瓶树被干腐病危害

致死的报道 ; 2008年 1月 ,在广东省博罗县的 1株昆士兰瓶树也发生干腐病 ,经笔者施用 “干腐灵 ”药剂治
愈 。由于国内对昆士兰瓶树栽培和病虫害防治的研究论文很少 [ 122 ] ,现将收集到的昆士兰瓶树国内引进现

状 、昆士兰瓶树干腐病危害情况 、笔者采用的防治方法进行报道 。

1　昆士兰瓶树形态特征及生长条件

1. 1　形态特征

昆士兰瓶树在生长约 15 a后 ,树干才会逐渐膨大 。经历 50 a以上才能成长至树干直径超过 1 m以上的

巨树 。高可达 20m ,树干直径可达 3 m。其膨大的树干具有贮水的功能 ,以适应草原干旱的环境
[ 324 ]

。澳大
利亚原住居民取其富含淀粉的根及种子食用 。

叶型为披针形至掌状 ,有极大的变异 ,苗木时为深裂的掌状叶 ,成株逐渐转变以披针形叶为主 ;花似风

铃 ,成熟的蓇葖果开裂为船型 ,花果隐蔽在枝叶中 。树干上半部的树皮仍保持绿色 ,可进行光合作用 ,下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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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皮龟裂 ,触感相当坚硬 。

由于资料少 ,有关苗期形态特征描述常与国内佛肚树 (Jatropha podagrica)混淆 ,国内佛肚树属大戟科麻
风树属 ,为多年生常绿植物 [ 325 ] 。

1. 2　生长条件

昆士兰瓶树喜温暖干燥及充足的阳光 ,原产于沙漠地区 ,生长适温 26～28℃。由于长期干旱少雨 ,根系
相对比较发达 ,“佛肚 ”内有硕大的空囊 ,在雨季贮藏水分供地下缺水时吸收 ,因此极耐干旱 ,即使一年半载

不下一滴雨都能生存 。

2　国内引进现状及病虫害发生情况

2. 1　国内引进现状

2002年以来 ,国内有不少城市 ,如北京市 、天津市、重庆市 、上海市 、河南省洛阳市 、山西省太原市 、江苏
省南京市 、四川省成都市 、大英县 、湖北省鄂州市 、安徽省颍上县 、福建省泉州市 、厦门市 、晋江市 、江西省南昌

市 、云南省西双版纳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桂林市 、南宁市 、广东省广州市 、深圳市、东莞市 、惠州市、茂名

市等均引进了昆士兰瓶树 ,价格不菲 ,单株价格从二十几万至四十几万元不等 ;在全国各地的热带植物馆或
观光园的温室内、园林绿化广场和森林公园及旅游度假区 、楼盘发展商的高尚社区 、饮食文化城中的生态美

食园内均有种植 ,并作为最主要的亮点和镇园之宝进行推介 ,是具有极高观赏价值的珍贵树种 。

2. 2　病虫害发生情况
2002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引进昆士兰 瓶树时 ,从澳 大利亚带入 澳洲阿 克象虫 (Axionicis insig2

nis)
[ 6 ]

。
2003年 ,上海市徐汇区田东路的宏润花园从澳大利亚引进昆士兰瓶树 , 2007年 8月发现大树发生了病

害 ,内部有溶水流出来 ,打开后发现木质部已腐烂 ,专家会诊后确认是木质部感染了病菌 。园林工人对其喷

洒抗生素后 ,用汽油喷枪烘干内壁 ,对其表面进行炭化 ,然后涂上保护剂进行急救 ,到底能否救活大树 ,至今
还是一个未知数 [ 7 ] 。

2003年初 ,重庆市南滨路海棠烟雨公园引进昆士兰瓶树 , 2006年初 ,园林部门发现该树濒临死亡 ,其大

部分树干已经腐烂 ,布满虫眼 ,营养不足感染了病虫害 ;技术人员为其伤口喷药 ,并用薄薄的一层水泥将伤口
“包扎 ”,其中一处宽达 1 m多 ,病树最后死亡 ; 2006年 8月南滨路的“镇路之树 ”———昆士兰瓶树“水土不

服 ”死亡 。用手触摸古树 ,发现树皮滚烫 ,手指按上去较松软 ,将手臂伸入树干内 ,发现其内部温度比外皮还

要高 ,并有金黄色的粘稠物 ,散发无法形容的臭味 ,这棵树的木质部已发烂发臭 ;重庆南滨路 200岁昆士兰瓶
树死亡的消息令不少市民为之惋惜 [ 8 ] 。

据介绍 ,在广东顺德陈村某园艺公司 ,从事昆士兰瓶树引进销售已经 5～6 a时间 ,每年引进昆士兰瓶树

30～60株 ,几年来在本公司定植待销售的昆士兰瓶树有 20多株因干腐病危害而死亡 ,经济损失达到上千万
元 。

近年来 ,由于园林绿化的需要 ,国内许多部门热衷于直接从国外引进大树和大苗 ,虽然见效快 ,但携带危

险性病虫害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此 ,有关部门不再办理引进大树和大苗的申请 ;在国内现有的昆士兰瓶树销
售价格会继续上升 。

3　昆士兰瓶树干腐病防治方法

3. 1　病树的基本情况

广东省博罗县 2007年 9月从广东省顺德市陈村引入 2棵昆士兰瓶树 ,该树从澳大利亚引进后已经在陈

村定植 1年多 ,引入博罗县后底层用鸽子粪作基肥 、上层用河沙进行定植 ;其中发病株树高 11 m,最粗处胸围
6. 0 m,最粗处直径 1. 9 m,全株重 22. 6 t,购入价约 40万元人民币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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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病原菌及危害症状

2008年 1月初 ,发现其中 1株昆士兰瓶树发 病 ,病灶在树西面树基 部 ,有少量溶水流出并伴有 酒糟臭
味 ,轻敲树皮有空洞的声音 ,用电钻钻入有大量白色糊状溶浆溢出 ,带强烈的发酵酒糟恶臭味 ,手接触后不容

易清洗 ,白 色溶浆温 度略高于 环境温度 。病灶面 积为近三 角形 ,底宽 1. 45 m,高 1. 2 m,溃烂最 深处达

0. 18m;即病灶面积约 0. 87 m
2
、体积约 0. 16 m

3
。

从病树取少量纤维组织 ,在室内保湿后经显微镜观察与鉴 定得知 ,昆 士兰瓶树干腐病 是由棕榈疫霉
(Phytophthora palm ivora Butler)病原菌通过根系伤口侵染引起 , 3周后电钻钻入口的病组织上长出少量白色

霉状物 ,即病原菌的菌丝体和孢子囊 。孢子囊大多呈梨形或近圆形 ,少数椭圆形 ,有明显的乳头状突起 ,大小
为 43～83μm ×28～44μm。厚垣孢子圆形 ,大小约 34μm ×28μm。病菌最适生长温度为 27～30℃[ 9 ] (见

图 2)。

3. 3　治理方法
3. 3. 1　防治药剂 　治理昆士兰瓶树干腐病治理的药剂“干腐灵 ”由广东省林科院天敌昆虫团队自主研发配

制而成 ,主要有效成分包括苯并咪唑氨基甲酸酯 、双化二硫 、苯重氮磺酸钠 、其他助剂和辅助成份 。苯并咪唑
氨基甲酸酯主要是内吸 、传导和治疗作用 ;双化二硫主要是保护 、防治和铲除作用 ;苯重氮磺酸钠主要是渗

透 、内吸和保护作用 。

“干腐灵 ”有两种剂型 ,即普通型和增强型 。增强型“干腐灵 ”的苯并咪唑氨基甲酸酯 、双化二硫 、苯重氮
磺酸钠的含量分别为 12%、12%和 35% , 41%为其他助剂和辅助成份 ;普通型“干腐灵 ”的苯并咪唑氨基甲酸

酯 、双化二硫 、苯重氮磺酸钠的含量分别为 20%、20%和 25%, 35%为其他助剂和辅助成份 。

3. 3. 2　施药方法 　首先确定病灶的大小和范围 ,在病灶上方边缘每 10 cm左右用电钻钻出直径 0. 6 ～0. 8

cm的孔 ,孔深直达病灶内 ,用大号兽医用针筒吸取增强型“干腐灵 ”500倍液从电钻孔注入 ,直至溢出为止
(见图 3) ,每 7天施药 1次 ;前 3次施药用增强型“干腐灵 ”,粗铁线插入电钻孔后取出观察 ,如嗅不到恶臭

味 、取出病灶组织变褐色 、干枯状 (见图 4) ,即转用普通型“干腐灵 ”800倍液继续施药 ,每 7天施药 1次 ,并
用部分药液淋灌病株根部 ,定期检查病灶范围的变化 。由于病灶内可能存在有菌丝体和厚垣孢子 ,建议连续

施药 1年后再进行病灶的最后处理工作 。

在治疗过程中 ,由于病灶散发出酒糟臭味会引来蝇类等腐食性昆虫 ,可以用杀虫剂喷洒处理 。如果遇到
下雨 ,需要用防雨布覆盖树体病灶 ,但天晴后要及时打开防雨布 。

3. 3. 3　防治效果 　广东省博罗县出现的病树从 1月 5日开始进行以上处理 ,确定的病灶面积见前面介绍 , 1

月 12日进行第 2次处理前 ,病灶面积已扩大至底宽 1. 8 m,高 1. 5 m,溃烂最深处达 0. 23 m,病灶 面积约
1. 4 m2、体积约 0. 32 m3 ,但经过第 1次处理后 ,恶臭味减轻 ,病灶流出深褐色液体 (见图 5)。1月 20日进行

第 3次处理 ,处理前经检查 ,病害得到有效控制 ,病灶停止扩大 ,流出深褐色液体变稠。4月 30日检查已经

表现出良好的防治效果 ,病灶没有扩大 ,无恶臭味 、取出病灶组织变褐色 、干枯 。现继续进行巩固疗效的处理
(见图 6)。

4　昆士兰瓶树干腐病预防措施

4. 1　大树移植预防措施
(1)昆士兰瓶树体型巨大 ,在移植过程中要运用到大型起 重、运输机械 ,要注意尽量减少损伤造成的

伤口 。
(2)在移植过程中 ,要尽可能避开高温季节和台风 、雨水的天气 。
(3)在移植过程中造成的伤口 、特别是根部的伤口要及时进行处理。
(4)定植过程中 ,要做好基肥 、土壤的消毒措施 ,定植后要做好树体周围的排水措施 。

4. 2　日常管理预防措施
(1)适当施肥 ,增强其抗病能力 。
(2)定期检查 ,并从根部施少量药剂进行预防 ,台风 、高湿多雨季节 要加强管护 ,控制树体周围 的水流

量 。
(3)发现病灶及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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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 1　昆士兰瓶树干腐病病原菌为棕榈疫霉 (Phy tophthora palm ivora Butler) ,昆士兰瓶树干腐病的病菌可以

通过土壤 、风雨和昆虫传播 ,对树体加强管理 、定期检查、及时对病灶进行处理 ,是预防和治理昆士兰瓶树干

腐病的有效方法。
5. 2　昆士兰瓶树的大树从 2002年以后才陆续引入我国 ,由于全国各地种植的立地和环境条件与原生地条

件差异很大 ,增加了昆士兰瓶树感染病虫害的机会 ,在 2006年以后才出现昆士兰瓶树病害造成死亡的报导 ,

防治的经验不多 ,手段也不足 ,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总结 。
5. 3　对目前国内已经发病的昆士兰瓶树观察得知 ,大树移植到发病死亡有 3～4年时间 ,给实施防治提供了

时间 。国内有关部门采用喷洒抗生素的方法对昆士兰瓶树病树进行防治 ,对细菌引起的病害防治效果可能

很好 ,但对真菌引起的昆士兰瓶树干腐病防治效果十分有限。
5. 4　昆士兰瓶树病株的病灶形成一定面积后 ,病原菌在病株体内侵染扩散速度较快 ,该病树在第一次施药

和第二次施药之间的一周内 ,病灶面积扩大 61% ,体积扩大 100%。施用“干腐灵 ”15天后病害能得到完全

控制 ;施药 3个月后 ,干腐病的危害症状消失 。广东省林科院天敌昆虫团队自主研发配制而成的“干腐灵 ”
药剂 ,不但对昆士兰瓶树干腐病治疗效果显著 ,对疫霉菌引起的多种林业 、园林植物树干 、根部腐烂病亦有防

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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