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高州油茶主要病虫害危害特点及防治技术研究


揭育泽　　赵丹阳　　秦长生　　徐金柱　　廖仿炎　　杨　华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２０）

摘要　通过对广东高州油茶苗圃及成林地调查，确定了高州油茶的主要病虫害及其为害特点。对部分
病虫害进行防治药剂筛选及不同预防处理试验，结果表明：对油茶炭疽病，２５％嘧菌酯及遮荫网加塑料薄膜
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对褐足角胸叶甲和鳞翅目卷叶类害虫，绿僵菌Ｍ０９菌株１×１０８孢子／ｇ的防治效果达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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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ｇａｕ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属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山茶属，为广东高州地区主要油料作物，分布于广
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等地，国外越南也有少量分布。高州油茶种植已有１０００多年历史，以其树形高
大、生长寿命长、果实较大、产量高和品质好而著称，被称为油茶树中之精品［１］。

高州油茶主要分布于广东省高州地区，而且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种植的老树，以零星分布为主，目前

保存连片的老油茶林总面积近０．６７万ｈｍ２，加上零星分布的散生林，总面积约１万 ｈｍ２，属于粗放式经营管
理。随着油茶林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目前，高州油茶种苗年出圃量约为８０万株［２］。老油茶林的粗放式管理

以及新的大面积种苗苗圃为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次要病虫害陆续上升为主要病虫害，油茶产

业受到病虫害的严重影响［３７］。对高州油茶病虫害种类调查结果表明［８］，高州油茶苗期病害３种、虫害１２
种，生长期病害７种、虫害９种；其主要病虫害为油茶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ｏｉｄｅｓ）、油茶茶苞病（Ｅｘ
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ｇｒａｃｉｌｅ）、褐足角胸叶甲（Ｂａｓｉｌｅｐｔａｆｕｌｖｉｐｅｓ）、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卷叶类害虫、茶蚜（Ｔｏｘｏｐｔｅｒａａｕｒａｎ
ｔｉｉ）、假眼小绿叶蝉（Ｅｍｐｏａｓｃａｖｉｔｉｓ）和茶黄蓟马（Ｓｃｉｒｏｔｈｒｉｐｓｄｏｒｓａｌｉｓ）等。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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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主要病虫害危害特点和防控技术进行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病虫害危害特点的调查
１．１．１　调查地点　苗圃调查地点为高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油茶苗圃、广州市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油茶苗
圃及旺冈苗圃；成林调查地点为高州地区的油茶林、广州市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油茶基地油茶林。

１．１．２　调查方法　采取踏查、普查和定点调查。定点调查和面上普查相结合，走访林农与查阅资料相结合，
田间确认与室内鉴定相结合。

１．２　油茶炭疽病防治试验
１．２．１　油茶炭疽病防治药剂筛选试验　（１）供试药剂：３０％氟环唑悬浮剂（陕西蒲城县农化基地工业园区
生产）、３０％戊唑多菌灵悬浮剂（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生产）、７０％丙森锌可湿性粉剂（拜耳作物科学（中
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生产）、０．３８％苦参碱乳油（河北广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２５％嘧菌酯悬浮剂
（先正达投资有限公司生产）。

（２）试验地及试验材料：试验地位于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油茶苗圃；供试苗木为１ａ生高州油茶实生
苗。

表１　油茶叶片炭疽病发病分级标准
级别 分级标准 代表数值

Ⅰ 无病 ０
Ⅱ １／４以下的叶片感病 １
Ⅲ １／４～２／４的叶片感病 ２
Ⅳ ２／４～３／４的叶片感病 ３
Ⅴ ３／４以上的叶片感病 ４

（３）试验方法：试验共设置５个药剂处理和１个
清水处理对照，５个药剂各设１．００，１．２５，１．６７ｇ／Ｌ３
个浓度，每个浓度和对照处理设置２０株，设３次重复。
各处理分别用农用喷雾器进行喷施，以喷到叶面全湿、

叶缘有水滴下为准。第１次喷药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５月７
日；第２次喷药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喷药前１ｄ
以及第２次喷药后７，１５ｄ进行药效检查，记录每株叶
片发病率和病情等级，按照发病分级标准（表１）进行
划分［９］。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病情指数＝∑（病级叶数×该病级代表数值）
调查总叶数×发病最高级代表值 （１）…………………………………………………………

防治效果（％）＝（１－空白对照组施药前病情指数×施药组施药后病情指数
空白对照组施药后病情指数×施药组施药前病情指数）×１００％ （２）……………

１．２．２　不同预防处理措施对油茶炭疽病的影响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油茶苗圃设置５
块苗床，均采用１ａ生高州油茶实生苗。其中１块为对照，其余４块做不同处理：１块苗床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采
用遮阴网和塑料薄膜覆盖、１块苗床于２０１２年４月炭疽病发病严重时喷施１０％吡错醚菌酯１ｇ／Ｌ、１块苗床
于２０１２年３月施Ｎ／Ｐ／Ｋ肥、１块苗床于２０１２年２月油茶苗萌芽后疏苗。每块设置３个重复。２０１２年５月
调查油茶叶片炭疽病的发病情况，记录各处理每个重复的发病率。

发病率（％）＝每株病叶数／每株总叶数×１００％ （３）………………………………………………………

１．３　卷叶害虫和褐足角胸叶甲防控试验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２日在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油茶苗圃内发现有卷叶害虫和褐足角胸叶甲为害，新抽叶

片卷包、破碎、焦枯。５月２３日随机选取２７株５～１０ａ生的高州油茶树，用１×１０８孢子／ｇ绿僵菌Ｍ０９药剂
进行喷雾、人工捕杀２种处理，以喷清水作为对照，每个处理设３株树，设３次重复。７ｄ后检查每株树的卷
叶害虫和褐足角胸叶甲的数量，记录各处理每个重复的油茶新叶被害率。

被害率（％）＝每株被害新叶数／每株总新叶数×１００％ （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要病虫害危害特点
２．１．１　油茶炭疽病　危害高州油茶地上各幼嫩部位，以叶片和果实为主。叶片上的病斑常从新叶的叶尖或
叶缘发生，慢慢向叶片内部侵染至中后部，病斑黑褐色；老病斑中部变灰白色，其上轮生小黑点。果实上的病

斑初期为褐色小点，后扩大成圆形，中央灰褐色，边缘黑褐色，严重时全果变黑，当病斑发展至果面的１／４以

５２揭育泽等：　高州油茶主要病虫害危害特点及防治技术研究



上时，果实常提前脱落；接近成熟的果实染病后从中间开裂。在广东省，高州油茶苗自２月下旬—４月初开
始发病，侵染后如遇阴雨天气，病斑扩展迅速，病叶不易脱落。炭疽病对高州油茶苗木的为害非常严重，在病

害爆发季节，往往几天内成片苗木染病，造成大量落叶，严重时病株率达１００％。
２．１．２　油茶茶苞病　主要为害高州油茶的幼果。花芽染病后，子房及幼果膨大成桃形，一般直径５～８ｃｍ，
最大的直径达１２．５ｃｍ。症状开始时表面常为浅红棕色或淡玫瑰紫色，间有黄绿色；待一定时间后，表皮开
裂脱落，露出灰白色的外担子层，孢子飞散，最后外担子层被霉菌污染而变成暗黑色，病部干缩，长期（约１
ａ）悬挂枝头而不脱落。该病在广东高州地区局部发生，３月上旬开始发病，４月底、５月初出现灰白色的外担
子层。在高州宝光镇贵排村的７０ａ生的高州油茶林中，茶苞病危害率达３０％左右，严重影响其挂果率。
２．１．３　油茶芽枯病（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ｉｃｔａｇｅｍｍｉｐｈｌｉａｅ）　主要危害幼芽和嫩叶，高州油茶发病率在１０％左右。病斑
开始自叶尖或叶缘发生，病芽萎缩不能伸展，后期呈黑褐色枯焦状。该病在３月底—４月初开始发病，气温
达２９℃以上时停止发病。
２．１．４　褐足角胸叶甲　成虫取食嫩芽、嫩叶和成叶，常在叶片背面啃食叶肉，造成很多孔洞，被啃食的孔洞
常连接起来，使叶片呈破碎状。４—１０月均有发生，受害严重的叶片容易引发炭疽病。该虫在广东省对油茶
林造成严重危害，林分危害率可达８０％以上。
２．１．５　卷叶类害虫　卷叶类害虫包括茶长卷蛾（Ｈｏｍｏｎａｍａｇｎａｎｉｍａ）、茶小卷叶蛾（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ｏｒａｎａ）等鳞
翅目害虫，对新抽嫩芽和嫩叶为害较为严重，一般发生于５—１０月份，严重地区的危害率可达８０％以上。
２．１．６　茶蚜、假眼小绿叶蝉和茶黄蓟马　茶蚜一年四季均有发生，聚集在新梢嫩叶背及嫩茎上刺吸汁液，受
害芽叶萎缩，伸展停滞，甚至枯竭。假眼小绿叶蝉以成虫、若虫刺吸油茶嫩梢汁液，雌成虫产卵于嫩梢茎内，

被害芽叶卷曲、硬化，叶尖、叶缘红褐焦枯，３—１０月均有发生。茶黄蓟马以１～２龄若虫和成虫在新梢上为
害嫩叶，被害叶片主脉两侧可见２条平行于主脉的红褐色条痕疤，严重时整叶变褐、枯焦、脱落。该害虫在广
东无明显越冬现象，４—１０月均有发生。
２．２　油茶炭疽病防治试验
２．２．１　油茶炭疽病防治药剂筛选　由表２可看出，第２次施药后第７天，２５％嘧菌酯３个不同浓度处理下
油茶苗的病情指数变化较小，其他药剂和清水处理下其病情指数均表现为上升趋势，以清水对照上升最快。

３０％氟环唑３个不同浓度处理的平均防治效果表现为最低，均在３０％左右；其次为０．３８％苦参碱、３０％戊唑
多菌灵、７０％丙森锌；２５％嘧菌酯平均防治效果最好，３个不同浓度处理的平均防治效果均在７０％以上。

表２　不同浓度药剂处理后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

药剂
浓度

／（ｇ·Ｌ－１）
施药前１ｄ
病情指数

第２次施药后７ｄ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第２次施药后１５ｄ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１．００ ０．３７ ０．９６ ３０．０１ ２．０７ ９．３４
３０％氟环唑 １．２５ ０．３９ ０．９５ ３４．２９ ２．０５ １４．８２

１．６７ ０．３７ ０．９１ ３３．６６ １．９２ １５．９１
１．００ ０．４２ ０．８７ ４４．１３ １．８６ ２８．２３

３０％戊唑多菌灵 １．２５ ０．４１ ０．８６ ４３．４２ １．７４ ３１．２３
１．６７ ０．４５ ０．８０ ５２．０５ １．７１ ３８．４２
１．００ ０．４２ ０．７３ ５３．１２ １．２７ ５１．００

７０％丙森锌 １．２５ ０．４１ ０．６３ ５８．５５ １．２５ ５０．５９
１．６７ ０．４１ ０．６５ ５７．２４ １．１１ ５６．１３
１．００ ０．３８ ０．８５ ３９．６６ ０．９８ ５８．２１

０．３８％苦参碱 １．２５ ０．４０ ０．８１ ４５．３８ ０．９８ ６０．３０
１．６７ ０．３８ ０．７２ ４８．８９ ０．９２ ６０．７７
１．００ ０．４１ ０．４４ ７１．０５ ０．４６ ８１．８２

２５％嘧菌酯 １．２５ ０．４３ ０．４５ ７１．７７ ０．４５ ８３．０４
１．６７ ０．４２ ０．４３ ７２．３９ ０．４５ ８２．６４

ＣＫ ０．４１ １．５２ ０ ２．５３ ０

６２ 广 东 林 业 科 技　２０１４年第３０卷第５期



第２次施药１５ｄ后，３０％氟环唑、３０％戊唑多菌灵和７０％丙森锌３种药剂处理均出现防治效果降低的
趋势；２５％嘧菌酯和０．３８％苦参碱却呈现出防治效果升高的趋势，尤其以２５％嘧菌酯效果最佳，３个不同浓
度处理的平均防治效果均达到了８０％以上。

从以上结果可看出，２５％嘧菌酯对油茶炭疽病的防治效果最好。０．３８％苦参碱在第２次施药７ｄ后平
均防治效果表现为较低，仅为４５％左右，但１５ｄ后其平均防治效果呈上升趋势达到了６０％左右，其原因可
能是由于苦参碱为植物源杀菌剂，防治效果较慢。

２．２．２　不同预防处理对油茶炭疽病的影响　（１）不同处理后油茶炭疽病的发病率。对处理后油茶炭疽发
病率进行方差分析，从表３可看出，油茶炭疽病发生后，４种处理方法与空白对照比较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苗圃床覆盖遮阴网和塑料薄膜后，油茶炭疽病的发病率为０；喷施１０％吡错醚菌酯后油茶炭疽病发病率仅为
２．６％；施Ｎ／Ｐ／Ｋ肥后油茶炭疽病的发病率为６０．２％；疏苗对油茶炭疽病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处理的发病
率为７０．２％。由此可见，苗圃床覆盖遮阴网和塑料薄膜是预防油茶炭疽病最好的方法，一旦炭疽病发生后，
可喷施１０％吡错醚菌酯，此外施肥壮苗和疏苗对油茶软腐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３　油茶炭疽病不同预防处理后的发病率　　　　　　　　　　　％

处理 重复Ⅰ 重复Ⅱ 重复Ⅲ 平均值

遮阴网加塑料薄膜 ０ ０ ０ ０ａ

１０％吡错醚菌酯 ３．６ １．３ ２．８ ２．６ｂ

施Ｎ／Ｐ／Ｋ ６３．２ ６６．９ ５０．４ ６０．２ｃ

疏苗 ６０．９ ７７．６ ７２．２ ７０．２ｃ

ＣＫ ９１．７ ８５．３ ８８．４ ８８．５ｄ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在α＝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２）不同处理后油茶苗的生长情况。从表４可以看出，４种处理的苗高与空白对照相比较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疏苗和遮阴网和塑料薄膜处理对提高油茶苗的苗高效果最好。４种处理对正常新叶萌发的影响大
致相同。对于病叶抑制效果进行方差分析，４种处理方法与空白对照相比差异均显著，其中遮阴网和塑料薄
膜和１０％吡错醚菌酯处理对油茶病叶的抑制效果最好。

表４　油茶炭疽病不同预防处理后油茶苗的生长情况

处理 苗高／ｃｍ
正常老叶

／（片·株 －１）

正常新叶

／（片·株 －１）

病叶数

／（片·株 －１）

疏苗 ２６．１ａ ８．３ ２．１ ２．８ｂ

遮阴网和塑料薄膜 ２４．３ａ ７．６ ３．８ ０ａ

施Ｎ／Ｐ／Ｋ ２２．６ｂ ８．９ ３．３ １．７ｂ

１０％吡错醚菌酯 ２０．７ｂ １０．４ ２．９ ０．８ａ

ＣＫ ５．３ｃ ３．９ ０．８ ６．５ｃ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者表示在α＝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２．３　卷叶害虫和褐足角胸叶甲防控试验
由表５可知，与空白对照相比，２种处理方法无论是对褐足角胸叶甲还是鳞翅目卷叶类害虫，新叶被害

率均显著降低，２种处理方法间的被害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１×１０８孢子／ｇ绿僵菌Ｍ０９对褐足角胸叶甲
和鳞翅目卷叶类害虫处理后新叶被害率均为０％，效果明显。由于这２类害虫都有转移危害的特性，所以该
药剂不仅对这２类害虫有较好的防治作用，而且对油茶新叶还有保护作用。由于害虫转移危害的特性，人工
捕杀的效果不如药剂防治，但也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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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种处理后油茶新叶被害率　　　　　　　　　　　　　 ％

处理
褐足角胸叶甲

重复Ⅰ 重复Ⅱ 重复Ⅲ 平均值

卷叶类鳞翅目害虫

重复Ⅰ 重复Ⅱ 重复Ⅲ 平均值

绿僵菌Ｍ０９ ０ ０ ０ ０ａ ０ ０ ０ ０ａ

人工捕杀 ３６．２ ５０．７ ２１．９ ３６．３ｂ １．５ １０．４ １７．２ ９．７ｂ

ＣＫ ９８．０ ９５．０ ８７．０ ９３．３ｃ ３２．５ ２７．９ ２６．４ ２８．９ｃ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在α＝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３　结论与讨论

大多数高州油茶成林已由过去的纯林变为天然混交林，林龄多在５０ａ以上，油茶林生物多样性比较丰
富，害虫种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高州油茶在不同年份、不同生育期及不同林地所遭受的害虫种类不同。随

着油茶产业的发展，会出现更多的纯林及中幼林，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和规律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需要明

确各油茶林的主要害虫种类及发生规律，综合制定经济有效的防治措施。建议高州油茶主要病虫害采取如

下的综合防控技术：

（１）针对病害于每年春节开始发病的特点，每年的２月底—３月初喷施嘧菌酯类杀菌剂，每半月喷施１
次，连续喷施２～３次，可有效预防和控制油茶病害的发生。

（２）同翅目和缨翅目害虫于春季开始发生，每年的２月底—３月初喷施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倍液，并及时摘除受害叶片，可有效防止该类害虫的发生。

（３）鳞翅目卷叶类害虫于每年５—１０月发生，可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方法，如在鳞翅目害
虫成虫期利用黑光灯诱杀，也可利用白僵菌、绿僵菌、颗粒体病毒和赤眼蜂等对其进行防治。

（４）鞘翅目害虫于４—１０月均有发生，可利用成虫的假死性，在成虫发生高峰期用振落法捕杀成虫；成
虫盛发期喷施３％高渗苯氧威乳油３０００倍液或绿僵菌 Ｍ０９菌株１×１０８孢子／ｇ进行防治。油茶作为一种
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关系到人类健康，所以油茶病虫害的无公害生态控制技术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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