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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桑树病虫害识别基础

第一章　桑树病虫害识别基础

桑树在生长过程中常受到各种病原菌和害虫的侵害，进而影响桑叶的产

量和质量，因此防治桑树病虫害是桑园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防治桑

树病虫害，首先必须了解病虫害的基本知识，掌握桑树病虫害发生的一般规

律，以便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有效地防治，把病虫害控制在较低水平，真正达

到桑叶高产优质的目的。

一、桑树病害识别基础

（一）植物病害的类别

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遇到不适宜的环境条件或受到病原微生物种

群侵染时，植物的生理机能、组织结构、外部形态受到干扰和破坏，正常

的生长和发育就会受到阻碍，导致产量、质量下降，这就是植物发病。严

重的病害会致植株死亡。植物病害通常可分为传染性病害和非传染性病害

两大类。

传染性病害是由病原微生物侵染引起的。凡能侵染植物引起植物发病的

生物称为病原微生物，引起植物发病的某种菌类称为病原菌。

被病原菌侵害的植物称为寄主植物（又称寄主）。病原菌可通过各种途

径传播，使病害不断蔓延扩大，如风雨、昆虫等都可传播桑树病害。因此由

病原菌所导致的病害都具有明显的传染性。

非传染性病害是由于生长条件不适宜，或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影响而引起

的病害，也称为生理性病害。如营养不良引起的缺素症，由于管理不善、旱

害、涝害以及接触有害物质等引起生长不协调而导致的冻害、旱害、涝害、

盐害、药害和毒害等。

（二）桑树病害的症状

桑树发病以后，在生理上和形态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表现的各



桑树保护技术

2

种异常状态称为病害的症状。桑树病害种类较多，不同器官及组织得病后所

表现的症状也有所不同。

1. 变色

桑树局部或全株失去正常的绿色称为变色，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症状。桑

树感病变色的部位主要是叶片。叶片变色通常有褪绿（叶片淡绿色或黄绿色）、

黄化（叶绿素过分丧失，叶片普遍变为黄色）、花叶（叶片表现为黄绿相间

的斑驳状）３种。

2. 坏死或腐烂

由局部细胞组织或器官的死亡引起的病变称为坏死或腐烂。桑树的根、

茎、花、果实都有可能发生坏死，多肉而幼嫩的组织受害后容易腐烂。

（1）叶斑。叶片局部变色，然后坏死形成斑点，如桑褐斑病。

（2）叶枯。桑叶大片枯死，呈褐色或黑褐色。

（3）根腐。�根部是多肉而幼嫩的组织，受病原菌侵染后容易造成根部

的腐烂，如桑根朽病。

（4）茎腐。幼嫩新梢组织发生腐烂，如桑疫病。

（5）干枯。比较坚硬的枝干发生腐烂，如桑干枯病。

3. 萎蔫

根部或茎部的维管组织受侵染，水分的正常运输被破坏，使枝叶失水引

起的凋萎现象称为萎蔫。如桑细菌性枯萎病，一般不会因灌溉而恢复。

4. 畸形

畸形指植物受到病原菌影响，全株或局部发生促进性或抑制性病变，

引起形态异常的现象。桑树生长特性的改变，使各个器官可能发生畸形

现象。

（1）丛枝。枝条节间停止伸长，并过度分枝而丛生许多小枝或叶片。

（2）卷叶、缩叶。叶片卷曲和皱缩。

（3）小叶、丝叶。叶片变小或叶片变细而形成线状。

（4）着生寄生物。桑树（叶）表面着生外寄生物或寄生物，是病原菌

在桑树上所形成的特征性结构。真菌多在寄主的感病部位产生霉状物、粉状

物、小黑点、粒状物、束状物等。细菌多在病部产生乳白色或淡黄色的脓状

物（菌脓）。病毒在细胞内寄生，在植物外表看不到病原菌。

各种桑树病害一般都有其特定的、固有的症状，因此症状为桑树病害的

诊断提供了依据。但病害的症状也不是绝对不变的，同一病原菌在不同植物

的不同发育时期或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症状，而不同的病原

菌也可以引起相似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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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染性病害的病原菌种类

引起植物传染性病害的病原菌主要有真菌、细菌、病毒、线虫等。

1. 真菌

植物病原真菌有子囊菌、担子菌和半知菌。真菌喜潮湿，孢子的萌发和

菌丝的生长一般需要有充足的水分，大多数孢子须在水滴中才能萌发。在温

度、湿度适宜的情况下孢子萌发，产生芽管侵入桑树，然后芽管延伸发展成

菌丝，靠菌丝从外界吸收营养，并分泌各种有害物质或色素。真菌生长到最

后阶段，在桑树的某一局部出现真菌的繁殖体，如分生孢子器、分生孢子盘、

子囊壳、闭囊壳、子囊盘和锈子器等，因此在外表上表现出各种色泽的绒毛

状物、粉状物、点状物、伞状物和索状物等。

2. 细菌

病原细菌的侵入途径是植物自然孔口（气孔、皮孔等）和伤口。凡能从

植物自然孔口侵入的细菌一般都能从伤口侵入，但从伤口侵入的细菌不一定

能从自然孔口侵入，因此防止植物造成伤口在细菌病害的防治中显得尤为重

要。病原细菌通常在发病枝条的组织（包括腋芽、潜伏芽）中越冬，春暖潮

湿时急剧增殖，病原细菌附在维管束蔓延到叶片、新梢上，局部薄壁细胞组

织受到破坏，在叶片上表现斑点状病斑，在新梢上表现点线状病斑，在外界

多湿条件下还能在病斑上分泌出淡黄色的脓状物。

3. 病毒

病毒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微生物。由病毒侵染所引起的桑树病害对生

产为害很大。植物病毒病害通常可通过昆虫媒介传染、嫁接传染、汁液传染

（如花叶型萎缩病）、种子传染等。类菌原体是一类比细菌小、比病毒大的

微生物，其侵染植物后会引起全株性病变，所表现的症状有丛枝、花色变绿、

叶片变黄变红、矮化等。

4. 线虫

线虫是一种低等动物。寄生于植物的线虫称为植物寄生线虫，除少数用

眼睛能看见外，一般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植物寄生线虫相比其他传染

性病原菌（如真菌、细菌、病毒等），具有主动侵染寄生和自动转移为害的

特点。它们对植物的为害，除吸取寄主的营养和对植物组织造成机械损伤外，

还分泌一种能引起植物体产生病理性变化的物质，从而破坏植物的正常生理

机能，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造成减产，甚至绝产。为害桑树的线虫主要

有桑根结线虫属的线虫。线虫在土壤中的移动速度很慢，活动范围也有限，

其远距离传播途径主要是借助种子、苗木、土壤和包装材料等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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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物传染性病害的发生和发展

1. 传染性病害的侵染过程

病原菌侵入植物体后，在植物体内繁殖，发生致病作用，从而使植物表

现病害症状。植物病害的侵染过程通常可分为侵入期、潜育期、发病期。侵

入期是指从病原菌侵入寄主到与寄主建立寄生关系的一段时间。病原菌可以

通过从伤口、自然孔口及表皮直接穿透等途径侵入寄主植物。从病原菌侵入

寄主建立寄生关系以后，到出现明显病害症状的这段时间称为潜育期，潜育

期是病原菌在植物体内繁殖、扩展的时期。发病期是症状出现以后，病害进

一步发展蔓延的时期，它标志着侵染过程的结束。

2. 传染性病害的侵染循环

传染性病害从上一个生长季节开始发病，到下一个生长季节再发病的过

程称为侵染循环。病原菌通常在田间病株残体、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土壤、肥料、虫媒等场所进行越冬、越夏，以度过寄主植物的休眠期，成为

下一个生长季节的初次侵染来源。经过越冬、越夏的病原菌依靠风雨、媒介

昆虫及带菌的种子、苗木的调运等方式进行传播。越冬或越夏的病原菌在植

物开始生长后第一次侵染植物，称为初次侵染。病原菌在经初次侵染而发病

的植物体上产生的孢子或其他繁殖体，再传播出去而引起的植物发病称为再

次侵染。在植物生长季节中，再次侵染可以发生若干次。传染性病害的防治

措施主要根据侵染循环的特点来制订。

二、桑树害虫识别基础

（一）昆虫的变态

在昆虫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其外部形态、内部器官以及生活习性常需经

过几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变态。害虫在发育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形

态称为虫态。每种虫态的生长过程称为虫期。如桑天牛、野蚕等一生经过卵、

幼虫、蛹、成虫 4 次明显的形态变化，即经过 4 个虫态，也就是一生要经过

4 个虫期，这种形态变化称为完全变态。它们的幼虫形态、生活习性和成虫

完全不同，并在变为成虫前一定要经过一个外表形态很不活跃的蛹期。这类

害虫大部分以幼虫为害，如蛾、蝶类害虫；也有成虫和幼虫都能为害的，如

甲虫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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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纹叶蝉、桑蓟马等害虫一生只经过卵、若虫、成虫 3 个虫期，没有蛹

的阶段，称为不完全变态。这类害虫的成虫、若虫都能进行为害。若虫的形态、

生活习性和成虫基本相同，只是翅尚未长好，呈翅芽状，生殖器官还没有成熟。

（二）昆虫的发育

（1）产卵前期和卵期。雌成虫从羽化到开始产卵的相隔时间称为产卵

前期。卵从产下到孵出幼虫（或若虫）的这段时间称为卵期。在卵的发育过

程中，卵的颜色会出现几次变化，可以用来预测幼虫的孵化期。

（2）孵化期。幼虫从卵内破壳的过程称为孵化。一批卵（卵块）从开

始孵化到全部孵化结束称为孵化期。

（3）幼虫期和龄期。从孵出幼虫到开始化蛹的这段时间称为幼虫期。

从刚孵化的若虫到变为成虫的这段时间称为若虫期。幼虫从孵化到第一次蜕

皮，以及前后两次蜕皮之间的时间称为龄期。初孵化的幼虫称为 1 龄幼虫，

经过第一次蜕皮后称为 2 龄幼虫，以后每蜕皮 1 次就增加 1 龄。从末龄幼虫

到停止取食不再生长时称为老熟幼虫。幼虫的龄期越高其食量越大，对作物

的为害越重，对农药的抵抗力也越强。

（4）预蛹期。成长幼虫在即将化蛹前，虫体收缩，活力减弱，准备化蛹，

这一过渡阶段称为预蛹期。

（5）蛹期。老熟幼虫蜕皮变蛹的过程称为化蛹。从蛹出现到羽化为成

虫的这段时间称为蛹期。蛹期的蛹从外表上看，不食不动，似处在静止状态，

但实际上其内部进行着剧烈的生理变化。在蛹体外部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反

映出来，如体色、触角、复眼的着色程度等。根据明显的变化特征，可以把

蛹期划分为几个发育过程，称为蛹级。

（6）成虫期。从若虫变为成虫或从蛹变为成虫都称为羽化。成虫从羽

化开始直到死亡的这段时间称为成虫期。某些昆虫不需经过雌雄交配而能直

接产卵，称为孤雌生殖。也有某些昆虫的卵在母体内孵化后直接产下幼虫（仔

虫），称为孤雌胎生，如蚜虫。

（三）昆虫的世代和年生活史

昆虫从卵期开始经过幼虫（若虫）到成虫能繁殖后代为止的个体发育

史称为 1 个世代，简称 1 代（有时称一化）。昆虫在 1 年内的生活过程称为

年生活史。凡 1 年中发生 1 代的称为一化性，如桑象虫、桑虱、黄叶虫等 ;1

年中发生 2 代的称为二化性，如黄毛虫；1 年中发生 3 代或 3 代以上的称为

多化性，如桑毛虫、桑蓟马、桑白蚧等。也有一些昆虫需经 2 年以上才能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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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 代，如桑天牛。同一种昆虫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世代数有时也不相同，如

桑蟥就有一化性、二化性、多化性 3 种情况。1 年发生数代的昆虫，往往因

为成虫产卵期长等原因，发生期参差不齐，出现前一代与后几代同时混合发

生的现象，称为世代重叠。

（四）昆虫的习性

昆虫在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形成多种生活习性，其中有些习性可利用于

对昆虫的调查、预测预报及防治。

（1）食性。昆虫都有一定的食料范围，称为食性。只为害一种作物的

害虫称为单食性害虫，如桑象虫、桑蟥等；为害多种作物的害虫称为多食性

害虫，如金龟子、桑毛虫等；专门食害植物的称为植食性害虫，如为害桑树

和其他作物的害虫；有些昆虫专门以其他昆虫或动物为食料的称为肉食性昆

虫，如螳螂、蜻蜓、红缘瓢虫等，这些都是有益的捕食性昆虫；桑毛虫绒茧

蜂、桑天牛啮小蜂、桑蟥黑卵蜂等专门寄生在其他害虫体上，称为寄生性昆

虫，这类昆虫一般都是益虫，称为天敌昆虫，应加以保护利用。

不少昆虫的幼虫阶段与成虫阶段的食性不同，如金龟子类幼虫在土中取

食植物根系及土壤腐殖质，成虫则取食作物的叶、花。有些昆虫在羽化后必

须继续取食一个时期才能完成性腺发育进行生殖，称为补充营养，这类昆虫

的幼虫、成虫都能为害作物，如桑天牛、桑象虫等。

（2）趋性。害虫受到外界光、热和化学物质等刺激引起的反应运动称

为趋性。如黄毛虫、桑螟、灯蛾类等成虫有在夜间向光飞扑的习性，称为趋

光性；地老虎成虫喜食糖醋液等具化学气味的东西，称为趋化性。了解昆虫

的这些趋性，可利用灯光、糖醋液等进行诱杀。

（3）假死性。有些害虫当突然受到震动后，立即从停栖场所往下掉落，

短时间内静止不动，稍过片刻即逃遁他处，这种片刻静止不动的习性称为假

死性。利用害虫的假死性进行震落捕杀，可以大大提高捕杀效率。

（4）群集性。有些昆虫喜欢许多个体聚集在一起的习性称为群集性，

如黄毛虫低龄幼虫、介壳虫等。掌握害虫的群集性，即可抓住有利时机把害

虫消灭在分散之前。

（5）休眠。在昆虫的发育过程中，昆虫暂时中止发育而蛰伏，不食不

动，称为休眠，可发生在任何一个虫态和任何一个时期。休眠是对不良环

境的适应，以休眠状态度过严寒的冬季称越冬，以休眠状态度过炎热的夏

季称越夏。越冬或越夏后重新发育称为出蛰。呈休眠状态的昆虫常比活动

状态时抵抗力强，这是长期适应自然的结果。如野蚕、桑蟥以卵越冬，桑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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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毛虫、桑尺蠖以幼虫越冬，某种黄毛虫以蛹越冬，桑木虱以成虫越冬，

桑虱以卵在土中越夏。

此外，昆虫还有保护色（如野蚕成虫）、拟态（如桑尺蠖幼虫）、警戒

色等特性，以适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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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桑树主要病害及防治

桑叶是养蚕的物质基础。桑树在生长过程中，常因各种病原菌的寄生为

害而降低桑叶的产量和质量，成为桑叶生产中一项重要的自然灾害。桑树病

害发生的种类和为害程度常因各地气候、土壤和生物相及防治水平的不同，

往往在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年份存在很大的差异。我国已经发现的

桑树病害有 100 多种，能为害成灾的有 30 多种。广西桑园发现的病害有 26

种，本书重点叙述其中的 19 种。

一、桑花叶病

1. 分布与为害 

桑花叶病属病毒病害。在广东、广西等我国重点蚕区都有发生。该病主

要在春季及晚秋发生，病株叶片发皱、老化，影响春叶和夏叶的产量及质量。

广西桑花叶病一般发病率为 5% ～ 8%，严重者达 20% ～ 50%。

2. 症状

桑花叶病的症状表现较为

复杂，可分为３种类型。一是

环斑花叶型，即病叶上有大小

不等、中间绿色、周围淡黄色

的同心圆状环斑。二是褶皱花

叶型，即病叶除有黄绿相间斑

外，还产生严重的褶皱。三是

线叶花叶型，即病叶从顶端开

始变窄小，形成矛状，植株越

上部的病叶越窄小，病叶常产

生叶脉两侧加绿、叶脉间褪色

的网状褪绿斑，严重时叶肉消

失，叶片仅剩主脉。

桑花叶病环斑花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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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花叶病褶皱花叶型 桑花叶病线叶花叶型

3. 病原菌与侵染循环

桑花叶病由多种病毒侵染引起，病原病毒主要在田间的病桑枝条中潜伏

和越冬。病原病毒通过嫁接及昆虫传染，摩擦病桑种子不传病。

4. 发病规律 

气温、桑树品种及收获方

式均影响桑花叶病的发生。在广

西、广东每年 3 月初病害出现，

4～ 5 月是病害发生高峰期，随

着气温的升高，症状消失，具高

温隐症的特点。桑树品种间抗病

力差异很大。沙二 × 伦 109 较

易感病，伦教 40 号则较抗病。

冬根刈桑园发病重，冬伐留枝干

60～ 80 厘米的桑园发病较轻。

5. 防治方法 

（1）发病严重的桑园可采用冬伐留枝干 60～ 80 厘米的方式，利用下

半年长出的枝条，增强春梢生长势，抑制病害发生，减轻为害。

（2）进行营养繁殖时，应严格选取无病苗木作砧木和接穗。

（3）重病区选栽伦教 40 号等抗病桑树品种。

二、桑青枯病

1. 分布与为害  

桑青枯病是桑树的严重传染性病害，在广东、广西等蚕区发生流行。最

桑花叶病线叶花叶型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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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 1968 年在广东省顺德市发现该病，1978 年发病面积达 1�220.2 公顷，

1995 年上升到 2�382.2 公顷，使该省的桑蚕生产损失惨重。

桑青枯病在田间具有明显的发病中心，如果桑园同时出现多个发病中

心，则病害很快蔓延，致使整片桑树枯死，发病桑田虽补植新桑，但仍然

发病。该病除为害桑树外，还为害番茄、茄子、豇豆、四季豆、蚕豆、芥

蓝等多种作物。

2. 症状

桑青枯病是典型的维管束病害，病原菌侵染桑树根部导管，阻碍水分运

输，使叶片凋萎。新植桑或夏伐、摘顶、降枝后新发的横枝桑，全株叶片同

桑青枯病青枯状

桑青枯病病根木质部全部变褐色、黑色

桑青枯病田间为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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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青枯病病茎韧皮部变褐色、黑色

时出现失水凋萎，但仍保持绿色，呈青枯状；老桑或摘顶后超过30天发病的，

往往枝条中上部叶片的叶尖、叶缘先失水，变褐干枯，逐渐扩展到全株，死

亡速度较慢。

拔起病株，剥开根部皮层可见木质部有褐色条纹，随着病情的发展向上

延伸至茎枝，严重时根的木质部全部变褐色、黑色，病根或病枝切口很少或

没有白色乳汁（桑胶）分泌，却有污白色菌脓溢出。根部皮层初发病时仍然

正常，久后腐烂脱落。

3. 病原菌与侵染循环

桑青枯病病原菌为桑青枯假单胞杆菌（Pseudomonas solanacerum�

Smith），属假单胞杆菌属细菌。�

桑青枯假单胞杆菌对土壤有很强

的适应力，能离开寄主单独存活于土

壤中，并能在土壤中繁殖。发病桑田

的土壤和遗落在土中的病株残体是主

要的传染源，通过降水、流水和农事

活动引起第一次侵染。病原菌可通过

伤口、虫口等侵入根部组织，也可通

过受伤的茎部侵入植株。病原菌从田

间病株腐烂组织散落土壤中，通过传

播媒介或病株、健株的互相接触进行

重复侵染，扩大为害。带病苗木、接穗、

插条等则是远距离传播来源。

桑青枯病的病原菌培养性状

桑青枯病植株茎部与根部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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