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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猕猴桃原产于中国，其果实风味独特、营养丰富、用途广泛，
特别是维生素 C的含量非常高，一直享有“果中之王”的美誉，在
中国广大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分布广泛，但各地猕猴桃病虫害常给猕
猴桃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无公害农业乃至有机农业是农作物
生产的发展方向，作为农业部门的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向果农普及
植物保护知识，使他们能够科学应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在实现
增产增收的同时，维持果园的生态系统平衡，从而促进猕猴桃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猕猴桃病虫害识别与防治》一书由以王凯学推广研究员为疾病

诊断专家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广西乐业县猕猴桃根腐病防治技术合
作项目”延伸而来，本书涉及侵染性病害 18种、非侵染性 （生理
性） 病害 3种、虫害 9类。书中图片多为编者在工作中拍摄或积累，
少部分引用于已发表的文献。病害着重介绍症状、发病特点及防治
方法，虫害主要介绍为害特点、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和防治方法。
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对各类猕猴桃病虫害识别要点及防治要点进行概
括，并归纳总结了猕猴桃病虫害的综合治理措施，以便于读者系统
掌握猕猴桃病虫害防治的相关知识。

有些病虫害由于编者收集的资料不全尚未纳入，加上编写时间
仓促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疏漏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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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病害

一、猕猴桃黑斑病（霉斑病）

【病原与症状】 该病由真菌半知菌门猕猴桃假尾孢 Pseudocercos-
pora actinidiae引起，主要为害叶片。受害叶片背面形成灰色绒毛状
小霉斑，之后病斑扩大，呈黑褐色绒霉状，严重时叶片背面密生数
十个至上百个小病斑，后期小病斑连接成大病斑，最后整叶枯萎、
脱落。在病部对应的叶面上出现黄色褪绿斑，之后逐渐变为褐色至
黑褐色坏死斑，病斑多呈圆形或不规则形，病健交界不明显，病叶
易脱落。枝蔓和果实也会受害，在枝蔓表皮出现黄褐色或红褐色的
纺锤形或椭圆形溃疡状病斑。果实受害，先形成灰色绒毛状小霉斑，
之后霉层脱落，形成明显凹陷的近圆形病斑，病部果肉呈褐色至紫
褐色坏死状。
【发病特点】病菌主要以菌丝体和有性子实体在病枝蔓和落地病

叶、病果中越冬，翌年春季猕猴桃花芽膨大期至终花期开始侵染，
进入雨季后病情蔓延较快。山地果园以山脚、山坳底部发病最为严
重，半山腰和山坳中部发病较轻，山顶发病最轻。平地和缓坡地果
园常因采用大棚架栽培，荫蔽潮湿，发病严重，而坡度较大的山地
果园，采用平台“T”形架栽培，通风透光较好，一般发病较轻。
【防治方法】 （1） 冬季彻底清园，剪除病枝蔓，扫除枯枝、落

叶和落果，深埋或集中烧毁。春季萌芽前喷洒 1次 3~5 波美度石硫
合剂。（2） 发病初期及时剪除发病中心枝并深埋或集中烧毁。（3）
适时喷药防治，于花芽膨大期至终花期进行第一次喷药，可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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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黑斑病叶片和果实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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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苯醚甲环唑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稀释液、43%戊唑醇悬浮剂 3 000
倍稀释液、62.25%腈菌唑·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稀释液、70%甲基
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稀释液或 5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800 倍
稀释液，每隔 15~20 天喷 1次，连喷 3~4 次。

二、猕猴桃灰斑病（轮斑病）

【病原与症状】该病由真菌半知菌门拟盘多毛孢菌 Pestalotiopsis
spp.引起。病斑多在叶缘发生，初期呈水渍状褪绿污褐斑，沿叶缘纵
深扩展后，侵染局部乃至大部分叶面。发生在叶面的病斑受叶脉限
制，比叶缘的病斑小。病斑正面呈灰褐色，背面呈黑褐色，后期病
部散生或轮生黑色小粒点，即病原菌的分生孢子盘。
【发病特点】病菌在病叶组织上以分生孢子盘、菌丝体和分生孢

子越冬，落地病残叶是病菌的主要越冬场所。翌年春季气温上升，
病菌产生新的分生孢子随风雨传播至寄主新梢叶片上进行初侵染，
之后在坏死病斑上产生繁殖体重复侵染。通常 5~6月为侵染高峰期，
8~9 月病叶大量枯焦、脱落。
【防治方法】 （1） 果园增施钾肥，避免偏施氮肥，增强植株抗

病力。（2） 秋冬季彻底清园，集中烧毁病残枝叶，以减少越冬病
原菌。（3） 发病初期喷洒 43%戊唑醇悬浮剂 3 000 倍稀释液、25%
苯菌灵乳油 700 倍稀释液、5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稀释
液、12%松脂酸铜乳油 600 倍稀释液或 1∶1∶200 波尔多液等，每隔
10~15 天喷 1次，连喷 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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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灰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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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猕猴桃褐斑病

【病原与症状】 该病由真菌半知菌门猕猴桃叶点霉Phyllosticta
actinidia引起。发病初期，多在叶片边缘产生近圆形暗绿色水渍状
斑，后沿叶缘或向内扩展，形成不规则形的褐色斑，病斑中央呈褐
色至浅褐色，边缘呈深褐色，其上产生许多黑色小点，即病原菌的
分生孢子器。在多雨高湿条件下病斑迅速扩展，由褐色变黑色，最
后病组织霉烂。高温下被害叶片向叶面卷曲破裂，干枯易脱落。有
些病叶又受到拟盘多毛孢菌的次生侵染，出现灰色或灰褐色间杂的
病斑。
【发病特点】病菌以分生孢子器、菌丝体和子囊壳等在落叶上越

冬，翌年春季嫩梢抽发期产生分生孢子和子囊孢子，随风雨传播至
嫩叶上进行初侵染和多次再侵染。我国南方通常 5~6月正值雨季，
气温为 20~24℃，为发病高峰期，7~8月病叶大量枯卷，落叶满地。
【防治方法】 （1） 加强栽培管理，整形修剪，使猕猴桃树通风

透光。（2） 冬季彻底清园，及时清除染病枝叶，集中深埋，减少病
原菌。（3） 清园后喷 3~4 波美度石硫合剂于藤蔓。（4） 5月为最
佳预防保护期，开花前后各喷 1次药。发病初期喷 43%戊唑醇悬浮
剂 3 000 倍稀释液、50%多霉威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稀释液或 80%代
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稀释液，每隔 10~15 天喷 1次，连喷 2~
3次。

猕猴桃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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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棒孢霉叶斑病症状

四、猕猴桃棒孢霉叶斑病

【病原与症状】该病由真菌半知菌门多主棒孢霉 Corynespora cas－

猕猴桃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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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icola引起，主要为害叶片。病斑初期近圆形，呈红褐色，成型后
呈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病斑中央呈灰褐色，有较宽的紫褐色边缘，
有时病斑隐约产生灰白色和淡褐色相间的轮纹。沿叶缘产生的病斑
比叶面的病斑大，扩展后致局部或大半部叶面卷曲、干枯。病情严
重时致全株大部分叶片焦枯、脱落。该病系中国首次报道。
【发病特点】长年低洼潮湿、管理不善的老果园发病重，高温高

湿有利于发病，所以在夏秋季发生为害更加普遍。其他规律尚不明。
【防治方法】参照猕猴桃黑斑病防治方法。

五、猕猴桃角斑病（褐麻斑病）

【病原与症状】该病由真菌半知菌门杭州假尾孢 Pseudocercospo－
ra hangzhouensis引起，主要为害叶片。初期形成褪绿色小斑点，病
健交界不明显，病斑扩展多受叶脉限制，之后渐变为浅褐色多角形
病斑，少数为不规则形，大小较悬殊，为 2~18毫米。
【发病特点】病菌在地表病残叶上越冬，翌年春季条件合适时产

生新的分生孢子，借风雨飞溅到嫩叶上进行初侵染，之后病部产生
分生孢子进行再侵染，于生长季节辗转为害。高温高湿有利于病害
发生，通常 5月中下旬始见发病，6~8月上旬达到为害高峰，8月中
下旬至 9 月中下旬高温干燥，不利于病菌侵染，但老叶、病叶枯焦
和脱落现象较严重。
【防治方法】参照猕猴桃黑斑病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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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猕猴桃炭疽病

【病原与症状】该病由真菌半知菌门炭疽杆菌 Collectotrichum sp.
引起。猕猴桃整个生育期都可发生炭疽病，结果初期至落叶期受害
较严重，叶片、枝蔓及果实均可受害。叶片通常从边缘开始发病，
初呈水渍状，后变为褐色不规则形病斑，病斑中间呈灰白色，边缘
呈深褐色，病健交界明显。受害叶片边缘卷曲，干燥时易破裂，病
斑正面散生许多小黑点。枝蔓受害，初期形成淡褐色小点，周围褐
色，后扩大成椭圆形病斑，上生小黑点。果实染病，形成褐色、圆
形的病斑，湿度大时产生橘红色分生孢子黏液，易造成落果。
【发病特点】病菌主要以菌丝体或分生孢子在病残体或芽鳞、腋

芽等部位越冬。病菌从伤口、气孔或直接侵入植物组织，有潜伏侵
染的现象。雨水多、湿度大时易发生。
【防治方法】 （1） 注意及时摘心绑蔓，使果园通风透光；合理

施用氮、磷、钾肥，提高植株抗病能力；注意雨后排水，防止积水。
（2） 结合修剪，冬季清园，集中烧毁病残枝叶。（3） 在猕猴桃生长
期初次出现病情时开始喷药，以后每隔 10~15 天喷 1次，连喷 3~5
次。使用药剂有 1∶0.5∶200 波尔多液、10%苯醚甲环唑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稀释液、20%咪鲜胺可湿性粉剂 2 000 倍稀释液、43%戊唑
醇悬浮剂 3 000 倍稀释液、5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稀释液
和 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稀释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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