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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幼苗死亡原因的探究
`

周志权 蒋冬荣 周广泉 磨咏梅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5 41 0 0 6 )

搞要 造成银杏幼苗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日灼
、

根腐
、

茎腐以及虫害等
.

日灼不仅直接导致

银杏的幼苗死亡
,

还可间接诱导茎腐病的发生甚至流行
。 ,

关键词 银杏 ; 苗期病虫害 ; 日灼

近年由子银杏早实丰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果实销售价格的迅速提高户果苗的需求量逐年

猛增
,

但在育苗过程中
,

特别是在一年生苗圃
,

苗禾大量死亡
,

死亡率` 般在匆郑。%
,

高

达 50 %甚至75 % 以上 ( 兴安县高尚乡特产站苗圃
,

1 9 8 9 )
。

经 19 8 6一 1 9 8 7年的调香
,

多数为

炭腐病菌 ( Ma cr 。
p ho o in 。 sP

,

) 引起的茎腐和镰刀菌 ( F us ar iu m , p
.

)
、

丝核菌 (R。行
。 。 , -

。 ” `“ 叩夕 引起的
_

根腐 ( 后经病害种类鉴定已明确病原
,

详见另文报道 )
,

为娜
g 息吟 我 们

曾采用种子消毒
、

土壤灭菌
、

在发病初期喷淋多种农药 ( 甲基托布津
、

百菌清
、

代森按 以
:

及

农抗素等 ) 等防治措施
,

虽有一定效果
,

但仍不足以解除其威胁
,

特别是在高温干旱
、

幼苗

长势弱的情况下
,

幼苗死亡问题仍不 同程度地存在
; 于是方中达等 ( 19 56 ) 有关高温与银 杏

茎腐病相关性的报道 〔 ’ 1
,

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

1 9 8 9年我们布置了专项试验加以 探 讨
,

现将

试验结果
,

结合本所苗圃以及产区生产中实际存在问题的调查
,

汇总报告如
一

「
。

、 一
、

试验田的田间设计与结果

银杏 ( G `n 存g 。 价 lob a ) 是一种喜光的植物
,

幼苗相对需要较荫 〔摇l
,

因此试验田的对照

区用半遮荫
, 为避免过份荫蔽和由于阳光直射 引致的土温过高

,

处理区用谷垫搭挂 活棚遮 荫

( 北京夏令时 12 时一 17 时 30 分 )
。

同时根据一 年生苗受害最重可能与幼苗茎基部木栓化程度

有关的设想
,

为加速木栓化的进程
,

试验田 除施复合肥外
,

还增施钾肥
,

其余管理按常规进

行 [ . 1
。

为掌握不同处理对地温的影响
,

分别在对照区和处理区
,

装有地面和 5厘米深 处 的

地温表各一支
,

每 日15 时和 17 时30 分记载温度
, 每 10 天检查一次幼苗发病和死亡情况

,

取样

分离
、

鉴定
,

统计根腐
、

茎腐
、

日灼病株和虫害株
。

此外本试验还需要说明的是
,

由于种子

发芽有先后
,

播种就分两期 ( 4 月 15 日和 2 5 日 )
,

后期播种的不仅出苗率低
,

长势也弱 , 对

照区和处理区紧靠
,

基本同处一小气候
。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验的结果
,

但整个试

验表现的趋势是存在的
,

如表 1 所示
。

同时结合银杏栽培组的研究
,

调查了另一个试验中不

同处理的幼苗死亡情况
,

结果见表 2
。

从表 1 和表 2 的统计可以看出
:

1
.

银杏幼苗死亡原因主要有 日灼伤
、

茎腐病
、

根腐病和虫害
。

2
.

在不遮荫和遮荫不当的情况下
,

日灼伤害率相当于甚至大于其他各种灾害所造成的

. 这工作得到本所银杏栽培组 的大力支持
,

并提供有关情况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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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的幼苗死亡情况统计

} }茎腐 }茎腐株 )根腐
!总株数 } ( }

! }株数 {率 (拓 ) 1株数

1 0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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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方 式
根腐株

率 (多 )

不遮荫
,

施足腐熟基肥

半遮荫
. ,

施足腐熟基肥

半遮荫
,

施足未腐熟基肥

遮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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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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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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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a ,

半遮荫指竹枝稀疏地搭在棚架上
,

苗木所受光主要是直射光
。

b
,

遮荫指竹枝较密地搭在棚架上
,

苗木所受光 60 %左右是散射光
,

余为直射光
。

。 ,

虫害株数指受害虫危害死亡的株数
,

仅是叶片受害的不算
。

死亡率总和
。

如处理 I 的 日灼伤害率 1 1
.

18 %
,

其余灾害之和为 n
.

34 % , 对照 I 的 日灼伤害

率 2 2
.

2 6纬
,

其余各种灾害之和仅为 18
.

27 % ; 不遮荫的日灼伤害率为 57
.

70 %
,

而其余 各 种

灾害之和为22
.

80 %
。

说明不遮荫或遮荫不当导致的 日灼伤害是银杏幼苗死亡的主要 原 因 ;

遮荫得
一

当的可以不发病 ( 表 2 )
,

至于表 1 中第二期播种的
,

茎腐率较高
、

也许 是 苗 势过

弱
,

日灼后更有利于病菌侵染
,

使 日灼株迅速变成茎腐株的缘故
。 ·

3
.

`

从茎腐与根腐的发生情况看
,

茎腐的发生率大于根腐 ( 表 1 和表 2 )
。

如处理 I 的

茎腐率
、

根腐率分别是 .7 09 %
,

1
.

26 % ; 处理 , 的茎腐率
、

根腐率 分别是 1 1
.

6 9% 和 5
.

75 %

( 表 1 )
。

表 2中
,

不遮荫的茎腐率为20
.

08 %
,

根腐率为2
.

1 4% ,
半遮荫的茎腐 率 为已

.

叭

%
、

根腐率 为2
.

6 5%
。

.4 从根腐发病率来看
,

它 明显的与苗势有关 ( 表 1 ), 苗势较好的 ( 处理 I ) 根腐率

为 1
.

2 6%
,

而苗势较差的 ( 处理 I ) 根腐率为5
.

75
`

%
;

从表 2 还可看出
,

它与施的基肥是 否

腐熟有关
,

同是半遮荫
,

施腐熟基肥的是 2
.

“ %
,

而基肥未腐熟的是3
.

.87 %
。

5
.

至于土温的影响
,

对两种土壤病害来说
,

在我们试验田所能控制的温度范围内
,

看

不出明显的相关性 (
·

表 1 )
。

但据本添苗圃的调查
,

茎腐率在遮荫
,

半遮荫和不遮荫的处理



广
一

西 植 物
1 1卷

试验中却有明显的差异
,

分别是 1
.

19 %
,

5
.

9 4%和 20
.

2 5%
、

2 0
.

0感% , 而对根腐

株率的影响仍是没有明 显的 关 系 ( 表

2 )
。

对 日灼来说
,

土温与 日灼发生率的

关系是极为显著的
。

第一 期播种的对照

表3 6
一

月份气象因素对银杏日灼的影响

年 份 {日照时数

一

丽丁万奋石

「 }地表最高温度 ( ℃ )1
{相对湿度…, , 一厂犷二丁二二二 {日灼程度

卜一
二
仁旦其鲤书{州万

二
-

} 7“ , }二
“
几 L竺且兰到二进

_
.

.

一
~ 一一七

一
~ 一一口一

.

二一 一一长一
-一一十一一 -一寸一

`

一布

一—2 0 5。
{

1 3 4
.

2 { 5 1 , }
4 4

.

1
1
4 5

.

0
15

0
,

2 } 较轻

区 日灼率为22
.

26 %
,

处理区仅为 11
.

% ( 表 1 )
,
表 2 中不遮荫的 为 57

.

%
,

半遮荫的为 18
.

58 %和 22
.

32 %
,

1 8 在雨 量方面
,

1 9的年 6 月 i 日到 12 日无雨
,

而 1 , 89 年

7 0 的则降雨 7 日
,

雨 量为 4 55

遮荫的没有发现 日灼株
。

这种相关性与茎腐发生率的相

关性是一致的
,

因此不难看出
,

高温特别是土壤高温是诱导茎腐发生的主要因素
,

茎腐发生

的轻重与苗木所受的 日灼伤害程度有关
。

6
.

虫害的影响较复杂
,

因为这些害虫包括了小地老虎
、

华 南天蟀蟀
、

多种挤蜡和木撩

尺蛾等
,

发生率的高低与各地块的具体情况有关
,

如施未腐熟牛粪的地块挤蜡发生较重
。

二
、

结果分析与讨论

( 一 ) 茎腐
:
据我们分离

、

鉴定 f Z ’ 3 1和有关报道
赶̀ ’ 4 1

,

认为茎腐病的病原是炭腐病菌

[Ma
c r o P h o川 i , a 夕h a s e o l i (M

a u b l ) ]
,

属寄主广泛的弱寄生菌
,

主要存在于土壤
,

在寄主受

到不利因素伤害或长势差而降低寄主抗性时
,

导致茎腐病的发生
。

从我们的试验和调查结果
,

都可看出较高的土温除导致直接的 日灼伤害外
,

还可诱发茎

腐病的大发生
。

因此我们认为茎腐主要与海拔
、

局部生态环境
、

遮荫和水肥管理有关
,

如灵

川县海洋乡苗圃的海拔高于我所试验地 30 0一 400 米
,

土质较好
,

水源充足
,

小气候较温和
,

没有遮荫
,

茎腐只是零星发生
,

远没有我所试验地不遮荫的严重
。

另外在阳光直射强烈的地

方
,

适当遮荫
,

加强水肥管理
,

使苗木健壮
,

几乎可避免这病害的发生
,

如兴安县园艺场的

银杏苗圃就难以找到茎腐病株
,
我所银杏栽培组试验地的也只有 0

.

8%左右
。

所 以加强 水 肥

管理
,

创造适宜的生态环境 ( 如适当遮荫 )
,

使小气候温和
,

可有效地控制这病的发生
。

( 二 ) 日灼 :
据观测一年生幼苗在天气干旱

、

连续 5 天地表温度 35 ℃以上
,

日灼就开始

发生
。

拔起来解剖检查
,

植株根系完好
,

而地表茎基部已严重灼伤
,

变黄
、

变黑
、

变干的部

位从皮层直到木质部
,

取病部分离
,

没有发现病菌
。

由表 2 可见
,

不遮荫
、

半遮荫
、

遮荫处理的 日灼株率 分别是 57
.

70 %
、

18
.

5台%
、

O
,

而

抽查相应的地表最高温度分别是 56 ℃
、

45 ℃ 、

34 ℃ , 另外
,

试验地保 护 行 的 日 灼 株 率 达

68
.

72 % ( 不遮荫 )
,

说明在阳光直射较强烈的地区不遮荫或遮荫不 当时
,

日灼是银杏 死 亡

的主要原因
。

再从我所试验地 1 9 8 8和 1 9 8 9年的 日灼情况看
,

19 88 年严重
,

1 9 8 9年较轻
,

与当年高温干

旱来得早晚和程度重轻相吻合
,

尤以出苗不久的 6 月份影响最大
,

如表 3 所示
。

所以我们认

为 日灼伤害的轻重与高温干旱危害时苗茎基部的木栓 化程度有关
,

高温干旱来得愈早和严重
,

由于植株还很幼嫩
,

日灼伤害就愈见剧烈
。

此外
,

苗圃的土壤种类不同
,

日灼株率也有异
,

壤土最轻 ( 如兴安县园艺场 )
,

砂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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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灵川县九连园艺场 )
。

所 以选择适宜的苗圃地
、

适当的遮荫是控制 日灼的主要措施
。

(三 )根腐
:经分离

、

纯化培养后鉴定
“ ’ 3 1

,

该 病 病 原 主 要 是 镰 刀 菌 ( F此 ar 。̀ ,

sP
.

)
,

偶见少量病株是由丝核菌 ( R hi 四cf on ia so lan i) 引起
。

二者都是土传的弱寄生菌
,

传染源主要来 自于土壤和未腐熟的基肥
。

从我们的试验和调查统计数字看
,

这个病害主要与基肥是否腐熟
、

植株长势和土壤水分

多少有关
。 1 9 8 6和 1 9 8 7年本所银杏栽培组育苗用的是未完全腐熟的垃圾肥

,

病苗在 13
.

7% 和

1 5
.

0 %左右
,

有的地块高达 3 0 % , 1 9 8 8年用的基肥腐熟
,

病苗率一般在3
.

1%
,

最高在 6
.

7% ,

1 9 8 9年我们的部分试验地施的基肥未腐熟
,

病株率在 8
.

13 %和 1 1
.

1 %
。

桂林地区在兴安的二

级苗圃
,

由于基肥不足
,

出苗后管理又差
,

植株长势弱
,

病株率在 19
.

.17 % ; 我们试验 田 第

二期播种的长势也差
,

病株率为 6
.

52 %
。

土壤板结
、

潮湿尤其积水时
,

植株 根 系 受 渍
、

腐

烂
,

此病会大发生
,

受债初期往往只是较深土层的根尖和细根腐烂死亡
,

浅土层的根仍活并

可长新根
,

但随受渍时间加长
,

腐 烂部分就迅速扩展到整个根系
,

导致植株死亡
。

如兴安县

高尚乡熬头西队专业户的苗圃
,

积水 4 一 5 天
,

植株叶片变黄
,

逐渐死亡
,

我们取标样分离

到了病原菌
。

所以施用腐熟基肥
、

强化水肥管理
,

使植株健壮是防治根腐病的重要措施
。

( 四 ) 虫害
:

在桂北产区
,

根据观察和鉴定 〔 6 一 7 ’ “ I
,

造成银杏缺苗的害虫主要是 小 地

老虎 ( 姓 g r o t f s y p s
l o

n
)

、

华南大蟋蟀 ( B r a e h y 一r u p e s p o r 才e 。 才0 5“ s )
、

木撩尺蛾 ( G u
l
e u

l
a

P a n t e r i n a r i a ) 和多种挤蜡 ( 只 n o , a l a e u P r ` P e s e七e
.

)
,

但不 同苗圃的主要害虫可不同
。

银杏在 4 月下旬到 5 月中旬为出苗期
,

此时苗较幼嫩
,

茎基部木栓化程度低
,

常遭小地

老虎和华南大蟋蟀咬吃
,

清晨检查可见幼苗被咬断或叶片被取食
,

蟋蟀所藏的洞 口 外常盖有

一堆松土
。

这两种虫在旱地苗圃比水田苗圃多见
。

常见的挤嘈有多种类型
,

如红脚绿金龟 ( A肋 m o al 。 。 p r
l’P 。 : )和中华茶 色金龟 (月 d or et us

sf 耐 c us ) 等
。

据所调查的苗圃一般少发生
,

发生的常是苗圃前作蟒嘈较多的地块或由 施 未

腐熟基肥带进而发生
,

尤其是未腐熟的牛粪多见
。

龄期小时
,

主要取食幼苗的根部皮层和细

根
,

较老龄的幼虫常将根部咬断或全部吃光
,

多 见整行或块状危害
,

使苗木 枯 死
,

引 起 缺

苗
,

我们试验地有几畦就出现这现象
。

木 潦尺蛾常在 6 月底到 8 月 中危害
,

由于其幼虫体色与银杏幼苗茎叶颜色无明显区别
,

幼龄时吃量少
,

爬行迅速
,

且能吐丝下垂借风力转移
,

往往不 引起人们注意
,

随龄期增加
,

吃量加大
,

常可见其转叶
、

转株危害
,

吃光叶片后影响植株生长
、

甚至死亡
。

三
、

小 结

在导致银杏幼苗死亡的诸因素中
,

根腐及各种虫害
,

可 以通过注意选择苗圃地
、

施足腐

熟基肥
、

加强水肥管理
、

以及发生为害时及时用药等措施
,

予以解决
。

而 日灼的危害却是多重的
,

既可直接造成伤亡
,

又能诱致茎腐病的发生
、

甚至流行
,

根

据初步观察和研究
,

我们认为在上述各项措施的基础上
,

采用适度遮荫
,

改善小气候
,

使苗

木健壮
,

可以减轻或避免 日灼的伤害和茎腐病的发生
。

值得指出的是
,

在 自然条件下
,

高温通常和强烈阳光
、

干旱有关
,

它们共同作用
,

产生

复杂病害
,

这样的病害要指出哪一个因素属主要原因是较困难的
,

银杏的茎腐和 日灼就较难

区分
,

只有采样分离和鉴定后方能确定
,

但一旦到后期
,

在 日灼的茎段上也可分离到炭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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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

所以我们认为在桂北产区
,

银杏幼苗在高温干旱
、

阳光强烈照射下大量死亡主要是或者

说首先是 日灼
,

次是茎腐
。

〔 1 〕

〔2 〕
、沙、 .沪、 .沪̀.沪、JPJ〔 3

( 4

代U内0甲.0曰r̀r̀沪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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