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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玉溪市植保植检站提出。

本文件由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玉溪市植保植检站、新平县植保植检工作站、元江县植保植检站、华宁县植保植

检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建辉、李钊、冯凡、杨敏芳、余代宏、张光德、王田珍、杨显华、杨兆贵、

杨美芳、宁锦程、普群、董湘明、赵嘉德、吴文祥、李有荣、普巍、丁建文、曾加龙、童云发、丁小琳、

汤家红、马德学、张海清、杭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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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柑桔生产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柑桔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柑桔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的术语和定义、防控策略、防控措施、防效调查与评价、防

控记录、档案建立和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玉溪市柑桔溃疡病的综合防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272 柑橘溃疡病监测规范

GB/T 17980.103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第 103 部分：杀菌剂防治柑橘溃疡病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3268 柑橘溃疡病防控技术规程

NY/T 2044 柑橘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

NY/T 975 柑橘栽培技术规程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柑桔溃疡病

由地毯黄单胞杆菌引起的发生在柑桔上的一种细菌性病害，主要危害叶片、枝梢、萼片和果实，借

风雨、昆虫、人畜和树树接触传播，是柑桔生产中的重要病害之一。

3.2

综合防控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控”的植保方针，根据柑桔溃疡病的发生规律和传播危害特性，对苗木、

新建果园和老果园分类防治，科学选用和整合农业防控、物理防控、生物防控、生态调控，以及选用高

效、低毒、低残留、对环境友好型的化学农药进行防控，达到有效控制柑桔溃疡病发生和传播蔓延的目

标。

3.3

性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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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交配干扰，利用人工合成的昆虫性信息素，悬挂在果树附近、害虫交尾场所，释放的信息素会

干扰雄虫寻找雌虫的过程，使其无法成功交配，从而减少下一代害虫的数量。

3.4

健康栽培

指从栽培措施入手，使苗木生长健壮，生态环境有利于天敌的生存繁衍，而不利于病虫害发生的防

治方法。

4 防控策略

遵循“健康种苗、测报先行、全程监控、统防统治”的原则。选用无病种苗、合理控梢、防治虫媒；

对未发病果园，做好病情动态监测、预防防控；对发病果园，全面修剪病枝、病叶和病果，并喷药保护。

5 防控措施

5.1 建立无病苗圃

选择在未发生区或发生区周围 1Km 以外无柑桔类种植的、具备良好隔离条件、交通便利、排灌顺

畅的地块；苗圃选址需向当地检疫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并登记备案后方可建立。选择无病砧木和

接穗繁育健康苗木，实行科学管护。发现带病苗木的，先对其进行喷药保护，每月调查一次，连续调查

3 次以上未发现病株，方可出圃种植或销售。

5.2 农业措施

5.2.1 使用无病苗木

种植农户和生产基地（园区）应使用无病种苗。

5.2.2 健康栽培

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新梢整齐抽发，控制氮肥施用量，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增施磷钾肥和有机肥，

勤喷叶面肥，促进秋稍老熟速度，使植株生长健壮增强抗性而不利于病虫害的发生。施肥参考 NY/T 975

的推荐方法施用。

5.2.3 合理控梢

抹除全部夏梢和零星抽发的春梢和秋梢。

5.2.4 营造防风林

果园周边特别是风口处种植皇竹草，减低风害。

5-7 月种植皇竹草，挖种植沟深度 15-20cm，选用 2-3 个粗壮、芽眼突出的节茎为种茎，平放于沟

底，每段隔 10cm，覆土 5cm，保持土壤湿润，10-20 天可出苗。种植 1 个月、2 个半月后进行除草。苗

期每米沟施尿素 30~40g，生长旺盛期每米施碳铵或尿素 50g，植株长到 60cm 高时追施一次复合肥，入

冬前以农家肥为主重施一次冬肥。每年 9 月份后砍除地上部分，追施尿素促进再次生长。

5.2.5 冬季清园

修剪遵循“先健株后病株”原则，剪病枝、清落叶、落果，集中烧毁，减少越冬病源。

5.3 监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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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或不定期全园巡查，按照田间诊断方法进行溃疡病监测预报,柑桔溃疡病监测调查记录表（见

附录 C)。

5.4 化学防治

抓住关键时期，进行以乡村组或种植片区为单位的“统一时间、统一区域、统一技术”开展统防统

治。柑桔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参见附录 B，按农药标签及说明书要求使用，并执行 NY/T 1276、GB/T 8321

和 NY/T 393 的规定。

5.5 防治虫媒

利用太阳能杀虫灯、性迷向、潜叶蛾性信息素和化学农药等防控技术及时对潜叶蛾、风蝶、象甲等

传病害虫进行防控。

6 防治效果调查与评价

6.1 调查方法

在春梢抽发期、秋梢停止伸长期进行叶片病斑调查、果实下部转黄期进行果实病斑调查)，期间每

10 天调查 1 次。发病初期选择有代表性的不同品种类型 1～3 个果园(视种植面积而定)，采用对角线 5

点取样法，每点 5～10 株立杆或挂牌定株，每个果园调查 25-50 株。每株再按东、南、西、北、中 5

点取样，每点调查 2 个梢的叶片和果实。以叶和果为单位，调查病叶(果)数及严重度（调查记载表见附

录 C、D)。

6.2 防治效果评价

药效按以下式计算：

病情指数=
∑〔（各级病叶（果）数×相对级数值）〕

×100
调查总叶（果）数×5

防治效果（%）=
CK1-PT1

×100
CK1

式中: CK1―空白对照区施药后病指； PT1―药剂处理区施药后病指。

叶（果）分级方法:

0 级：无病斑；

1 级：每叶（果）有病斑 1-5 个；

2 级：每叶（果）有病斑 6-10 个；

3 级：每叶（果）有病斑 11-15 个；

4 级：每叶（果）有病斑 16-20 个；

5 级：每叶（果）有病斑 21 个以上；

7 防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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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录 E 建立防控记录表，详细记录柑桔溃疡病的发生时间、发生情况、防控时间、防控措施、

使用药剂、防控效果、注意事项等信息，便于查验和总结改进。

8 档案建立和管理

收集防控记录表、苗木购买合同、农资购买发票、各种检测报告、农药标签信息、农药施用记录等

材料建立档案，进行归档管理。



6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柑桔溃疡病传播途径及为害症状

A.1 柑桔溃疡病传播途径：

病原菌在叶片、枝梢和病果等病组织中越冬，成为次年发病的主要初侵染源；病菌借风雨、昆虫、

枝叶接触或人为活动等传播，有时带菌土壤也可传病。幼嫩组织易感病，高温高湿气候条件利于发生流

行，夏梢和秋梢易受侵害，不合理施肥或偏施氮肥，抽梢不一致，会加重病害发生，柑桔潜叶蛾、凤蝶

幼虫等害虫危害造成的伤口有利于病菌侵染。

柑桔溃疡病为害症状：

叶片：初期出现黄色或暗黄色针头大小的油渍状斑点，扩大后形成近圆形、米黄色病斑。随后，病

部表皮破裂，隆起明显，成为近圆形表面粗糙的暗褐色或灰褐色病斑，病部中心凹陷呈火山口状开裂，

木栓化，周围有黄色晕环，大小一般直径 3-5 毫米。

叶片初期症状 叶片后期症状

病叶背面症状 潜叶蛾伤口感染溃疡病

枝梢：病斑与叶片上的相似，但病斑较大，木栓化比叶片上的病斑更为隆起，火山口状的开裂也更

为显著，病斑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或多个聚合，连成大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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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病枝梢前期症状 溃疡病枝梢后期症状

果：病斑中部凹陷龟裂和木栓化程度比叶片上的病斑更显著，初期病斑油渍状突起，黄色，稀疏或

密集，或有多个病斑相连占据大部分果面。

果实膨大期溃疡病症状 溃疡病后期病斑多个相连形成大病斑

溃疡病发生严重时，常引起大量落叶，枝条枯死，果实脱落，果品质劣，失去商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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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柑桔溃疡病综合防控技术

物候

期
植保及叶面营养基础措施 防治目标及注意事项

春梢

萌芽

期

（顶

芽长 1

厘米）

乙酸铜或春雷·噻唑锌 + 唑螨酯 + 高效氯氰菊

酯 + 安基酸水溶肥料进行喷雾

降低越冬红蜘蛛、潜叶蛾、溃疡病田间基

数，使用微肥增加抵抗力。喷雾容器内先

置少量水，再加入药剂，然后加满水，搅

拌均匀后立即喷雾，以充分水量喷透树冠。

花期

松脂酸铜或络氨铜水剂 + 啶虫脒 + 安基酸水溶

肥料或硼肥进行喷雾

发病前或发病初期，潜叶蛾幼虫期做好防

控。在花谢三分之二时喷第一次药，谢完

花后幼果期喷第二次药，7 d~10 d 一次，

连用 2 次，可获得更好的保梢效果，药剂

要轮换使用，暴风雨后要追施一次药。

夏梢

氯溴异氰尿酸或氢氧化铜或硫酸铜钙或 20%噻菌

铜或春雷·噻唑锌 + 杀铃脲或联苯菊酯或阿维菌

素或高效氯氰菊酯 + 赤霉酸 或 28-表高芸苔素

内酯 或赤霉酸·28-高芸苔素内酯 + 叶面肥进行

喷雾

本期为溃疡病、潜叶蛾高发危险期，要求

放梢整齐，精准时间用药，掌握在柑桔新

梢整齐抽发，平均长度在 5 cm 以下，潜叶

蛾 1 龄~2 龄幼虫发生为害高峰期施药防

治。药剂要轮换使用，暴风雨后要追施一

次药。

秋梢

中生菌素或波尔·锰锌或苦参碱或枯草芽孢杆菌

或春雷·噻霉酮 + 四唑虫酰胺或虱螨脲或印楝素

进行喷雾

该时期接近果实成熟期，要注意用药安全，

特别是采摘前最后一次用药要保证有足够

的安全间隔期。药剂应选择生物农药或低

毒型农药，药剂要轮换使用，暴风雨后要

追施一次药。

采后

清园

王铜或琥胶肥酸铜或中生·乙酸铜 + 高效氯氰菊

酯或联苯菊酯或阿维菌素进行喷雾

修剪、清园后再施药效果更佳，药剂要轮

换使用，暴风雨后要追施一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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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附录）

柑桔溃疡病监测调查记录

调查

地点

调查

时间

调查

品种

树龄

（年）

调查株数

（株）

发病株数

（株）

病株

率

（%）

代表面

积(亩)

代表面积占

种植面积

的%

严重度（在对应级别处划“√”）

0

级

1 级（＜

0.1%）
2级（0.1-1%） 3级（1.1-5%） 4级（5.1-11%）

5 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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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成年结果树溃疡病定点调查记载表

调查地点： 调查人：

调查日期（月

日）
品种

叶片病情 果实病情

调查总叶

数（片）

病叶数

（片）

病叶分级

病叶率

（%）

病

情

指

数

调查总果

数（个）

病果数

（个）

病果分级

病果率

（%）

病

情

指

数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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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生产操作记录表

记录单位： 年度：

序号 操作日期 操作内容 操作方法 效果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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