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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本教材应云南天然橡胶生产发展和作物生产技术专业 （热带作物生产方向）核心能力
课程云南热带作物病虫害防治教学需要而编写。云南橡胶树病虫害防治是热带作物病虫害
防治的主要内容，在热带作物技术特别是橡胶生产技术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我院
办学以来，一直使用由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主编的。 《热带作物病虫害防治学》作为教材。
该教材主要介绍海南橡胶树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措施，由于海南和云南的地形、气候
差异非常大，病虫害发生规律的差异也非常大，而且该教材内容多年没有更新，深感该教
材不能适应云南橡胶生产发展的要求，因而决定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 《云南橡胶树病虫害
防治》。

《云南橡胶树病虫害防治》的编写，始终以生产应用和为专业课服务为目的，以必需、
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生产实际问
题和害虫的生理现象为重点。教材中附有一定的高清晰度电子显微镜照片和数码照片，使
教材图文并茂，生动直观，真实可信；教材增加了大量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充分利用本
课程的理论知识为橡胶生产实践中的现象和具体技术找出理论依据，将理论和生产实际结
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了本教材的特色。

希望本教材能对培养高等橡胶生产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提高橡胶生产劳动者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边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本教材在策划过程中得到了陈积贤老师的鼎力支持，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云南农垦总局
提供的由黄雅志研究员主笔的基础材料和大量文献资料，还得到了景洪橡胶分公司陈克难
同志的大力指导，文字打印由李芬老师完成，图片处理得到了何松文老师的支持，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

本教材适用于云南省作物生产技术专业 （热带作物方向）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农林
中专学校、高级职业中学农科类高职班、相应层次的教学和培训，也可作为橡胶生产技术
员、辅导员、植保员的参考书。

由于编写人员经验不足，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和疏漏在所难免，也有一些观
点值得商榷，恳请专家同仁和广大师生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不断修改完善。

编　者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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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云南植胶区是我国最早引种橡胶树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业
已成为仅次于海南的全国第二大天然橡胶基地和我国最好的世界高产的天然橡胶基地。

云南植胶区在热带北缘 （北纬２１°～２５°）高海拔地区 （１００～１　０００ｍ），地理位置独
特，地形由西北部高原向东南部逐步降低呈帚状展开，气候上受东南季风 （太平洋）、西
南季风 （印度洋）影响，形成高温高湿、干湿季节分明的气候，植物繁茂，生物循环旺
盛。植胶区位于哀牢山以东的红河州、文山州和哀牢山以西的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
市、德宏州等地区，植胶区复杂的地形地貌对光、热、水、风等气象要素的再分配作用显
著，纵横、垂直多变的小环境呈现了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山前山后两种气候，
坡上坡下植被变化”迥然不同的局面，不同气候类型区及小环境对橡胶树的生长生势影响
不同，对病虫种类、分布和病虫害发生、流行的影响也不同，而气候环境差异是植胶区内
和区间病虫害发生不同的重要原因。

１９９３年热带作物病虫害普查统计，云南橡胶树病害方面有真菌、寄生性种子植物、
根结线虫和生理性等病害６８种，其中常见的重要病害有白粉病、季风性落叶病、炭疽病、
麻点病、黑团孢叶斑病、割面条溃疡、茎干溃疡、绯腐病、红根病、褐根病、紫根病；五
蕊寄生、卵叶梨果寄生、瘤果槲寄生１４种。害虫和兽害 （有害动物）有１４９种，分属４
纲１２目，其中常见的重要种有花生大蟋蟀、北京油葫芦、南方油葫芦、二斑鳞鳃金龟、
黄翅大白蚁、黑翅土白蚁、小头蛮白蚁、角面长小蠹、小黄蚁、六点始叶螨、橡胶叶螨、
花白竹鼠、黄毛鼠、板齿鼠１４种。橡胶树和它的各种敌害生物都是胶园生态系统中的成
员之一，敌害生物对橡胶树的为害与其自然平衡的制约，也受气候、土壤、人为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与橡胶树有关的病、虫、兽是不会造成大的为害的，只有在执行了错误的农业
技术措施或出现异常的天气，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或损伤了橡胶树的自我防护、补
偿能力，病、虫、兽害才可能对橡胶群体造成经济为害。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云南植胶区橡胶高产优良芽接树大面积投产开割，由于当时未能
正确地掌握割胶技术规程，在秋末低温阴雨天加刀强割，结果割面条溃疡病暴发流行，引
起胶树割面块状溃烂。西双版纳各农场１９７２年开割胶树被迫停止割胶率达１４．１％。１９７８
年因为知青回城，大批未经过一定培训的临时工上树位顶班割胶，深浅不均，伤树严重，
再加上季风性落叶病连年流行，大量疫霉菌孢子从病害枝条、胶果随着雨水沿着枝干流入
割口，结果割面条溃疡再次大流行。西双版纳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累计被迫停割胶树２３．９万
株，占全区开割总株数的８．１％。

橡胶白粉病是一种气候性病害，其发生和流行有一定的规律性，橡胶树对其所造成的
损伤也有相应的补偿能力。只要注意掌握发生、流行规律，加强科学管理，是可以避免对
橡胶生产造成大的经济损失的。１９８５年，西双版纳曾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白粉病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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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必要的对病害的管理制度和防治队伍，不能及时地喷粉防治，结果２０．５万亩胶
园因病害落叶无法按期割胶生产，贻误了当年第一产胶高峰期的割胶时机，失收干胶约

２　０００吨。１９９０年春西双版纳等植胶区，气候极异常，橡胶白粉病的流行强度比１９８５年
的还要大，但由于接受了上一次病害大流行的教训，恢复了植保防治队伍，有病害防治的
思想、物资准备，能根据病害流行的测报，及时地进行化学防治，制止了病害发展，避免
了经济损失。

橡胶树根病和竹鼠在云南植胶区对橡胶生产也曾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也是对植
胶的生态环境变化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对策所造成的。橡胶树根病病原菌的宿主很多，
胶园垦前植被就有不少树种是宿主。河口植胶区初期垦殖没有挖除杂树桩，按１９６５年的
幼龄胶园内调查的２　２００个树桩统计，带有根病病原菌的有２５％。而后，随着幼树长大成
林，它们成为根病传播蔓延的初侵染源，成为橡胶树根病的重发区。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定
植的实生树老胶园累计，橡胶树根病率达１５．７６％。

竹鼠 （花白竹鼠和大竹鼠）原以竹根为食，植胶区在竹林和竹木混交林地被开垦植胶
后，对失去或减少了食物来源的竹鼠没有及时地采取任何治理和防范措施，结果竹鼠吃橡
胶树根以替代竹根。红河和西双版纳植胶区自１９６０年大面积植胶以来，在农场边远的幼
林地均曾发生过竹鼠为害，导致橡胶树成行倒伏凋枯的现象。

综上所述，在胶园生态系统中，橡胶树和与之相关的病、虫、兽、杂草以及天敌昆
虫、拮抗微生物等都是其中的成员，在自然状态下，胶园各生物之间相互制约，一般总是
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只有人类生产行为和气候环境变动的影响打破了胶园各生物
之间制约力，使胶园生态系统出现了某些缺陷并无法自行修复，才会引起病、虫、兽害的
发生而造成经济为害损失。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经营行为总是由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到正
确，而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因此病、虫、兽害时有
发生，自然是难免的，需要加以科学的监视和管理，防止其对生产造成影响。所以对橡胶
树病、虫、兽害的防治，一定要应用生态学的观点，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各种病、虫、兽
害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总结和学习其发生为害、传播蔓延的规律，既要重视病、虫、兽等
敌害生物的破坏性，也不能忽视橡胶树的自我防护、补偿能力以及胶园生态系统的自然平
衡，采取综合治理技术措施，正确地系统治理，以取得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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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橡胶树病害

１９９３年，热带作物病虫害普查统计云南橡胶树病害方面有真菌、寄生性种子植物、
根结线虫和生理性等病害６８种，其中常见的重要病害有白粉病、季风性落叶病、炭疽病、
麻点病、黑团孢叶斑病、割面条溃疡、茎干溃疡、绯腐病、红根病、褐根病、紫根病、五
蕊寄生、卵叶梨果寄生、瘤果槲寄生１４种。

上篇共有四章，重点是第一章第一节橡胶树白粉病，第二章第一节橡胶树割面条溃疡
病、第四节橡胶树死皮病，第三章第一节橡胶树根病。

第一章　橡胶树叶部病害

１９９３年热带作物病虫害普查发现云南橡胶树叶部病害有４５种，其中真菌引起的有３０
种，其他病虫害由寄生植物、藻类和生理病害等引起。嫩叶上的主要病害有白粉病、炭疽
病等，老叶上的病害主要有季风性落叶病、麻点病、棒孢霉落叶斑病等。

第一节　橡胶树白粉病

一、分布及为害

橡胶树白粉病是橡胶树的重要病害之一，世界各植胶国和我国植胶区都有分布。为害
嫩叶、嫩芽、花序，引起橡胶树异常落叶、落花，导致产胶量减少和种子歉收。病害严重
时，造成多次落叶，枝条回枯，生势衰弱。云南植胶区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先后依次在河口、
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地发现此病，病害现已遍布全省植胶区。自１９６４年首次在景洪发生流
行以来，已多次发生流行。１９８１年在云南植胶区大流行，一些防治不及时的胶园，因落
叶被迫推迟开割，割胶生产受到极大影响。临沧地区的孟定农场投产林地１　０００ｈｍ２，因
染病落叶推迟开割２万株；勐撒农场有近５０％的橡胶树因病不能按时开割，重病地块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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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落叶２～３次，枝条回枯，终年未能开割。１９８５年以后，云南省植胶区又多次发生特大
流行，其流行频率比以前增加。但由于橡胶树对白粉病为害有一定的自我补偿能力，病害
流行强度大小对产胶量的影响程度不是叠加的。云南省热作所的研究结果表明：轻病 （最
终病情指数在２５以下）对产胶量无明显的影响；中等病情 （最终病情指数２６～５０）是经
济上所能容许的，因病害而致使结果量减少近５０％所产生的补偿效应，使产胶量不但不
减少反而增产，增产率为５％～８％；重或特重病 （最终病情指数在５１以上）才显著减
少，减产率为６％～１３．５％。重病区发生一次性落叶在５０％以上而不休割的，仍会减产，
但对死皮病和后期产胶量无明显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中等病情因结果量减少，而显著
地降低季风性落叶病和割面条溃疡病的潜在威胁。因此，白粉病防治要正确掌握利用白粉
病对花果和产胶影响的自然规律，科学地开展橡胶白粉病防治工作，将预测为重病或特重
病林地的最终病情指数控制在中等病情范围内，是最为经济合理的。

二、病害症状

白粉病病原菌只侵染为害橡胶树的嫩叶、嫩芽、花序和幼果，不能侵害老叶和老化组
织。嫩叶感病初期，叶面或背面出现辐射状的银白色蛛网状菌丝，以后在病斑上出现一层
白粉，形成大小不一的白粉病斑。发病严重时，病叶满布白粉、叶片皱缩、畸形、变黄，
最后脱落。不脱落的病叶随着叶片的老化和气温的升高，病斑上的白粉逐渐消失，留下白
色癣状斑、褪绿呈半透明黄斑或黄褐色坏死斑。花序感病后，花梗或花蕾出现细小白色菌
斑，严重时整个花序布满白粉，花蕾大量脱落，只留下光秃秃的花梗。

三、病原菌

本病病原菌属半知菌粉孢属真菌，学名为Ｏｉｄｉｕｍ　ｈｅｖｅａｅ　Ｓｔｅｉｎｍ，是专性寄生菌。
（一）形态特征
菌丝体寄生于寄主表面，无色透明，有分隔；分生孢子梗直立棍棒状，不分枝，顶端

膨大形成分生孢子；分生孢子串生在分生孢子梗上端，单孢，无色透明，卵形或椭圆形，
大小为３２～４８μｍ×１６～２６μｍ。

（二）生物学特性
病菌只能寄生在活的叶片、嫩芽、嫩梢和花序或其他寄主上，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

长。孢子只能侵染嫩叶、嫩芽、花序等幼嫩组织，叶片角质层成熟后 （厚度约４μｍ），病
菌便不能侵染。

据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的测试，白粉病病原菌孢子萌发的最高温度为３８℃，最低温
度为０℃，最适温度为１６℃～３２℃；对湿度的适应范围很宽，相对湿度０～１００％孢都能
萌发，但高于８０％时萌发率较高；病菌侵染、产孢的最适温度为１５℃～２５℃，高于２８℃
或低于１２℃，其侵染、扩展、产孢都显著减弱。

（三）侵染循环
橡胶白粉病在云南整年均可发生，但流行于大量抽新叶的春季。病原菌终年以分生孢

子形式对一批又一批的嫩叶持续侵染循环。冬季病原菌集中在未开割幼树、苗圃、林下自
生苗及开割林地抽出的嫩梢和越冬不落的老叶上活动和生存。翌年２月初以后橡胶树开始
抽出嫩叶，病菌孢子从上述场所借助气流传播到新抽嫩叶上。在适宜条件下，可在几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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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萌芽，由一端长出芽管，芽管顶端膨大形成附着孢，然后由附着孢产生侵入丝侵入叶
片，再膨大形成犁形吸器，吸取寄主的营养。留在表面的芽管则继续伸长形成菌丝，菌丝
在叶面上蔓延，几天以后菌丝向上形成分生孢子梗，在其顶端形成分生孢子。从侵染到产
孢一般３～７天。分生孢子成熟后，又借气流再次传播和侵染，经过重复侵染，病菌数量
迅速增加。病害不断蔓延扩大，第一蓬叶老化后，病菌继续侵害其后不断抽生的嫩叶，终
年侵染循环。

四、病害的发生和流行条件

（一）流行过程
橡胶树在云南植胶区每年都有一个明显的越冬落叶和春季抽叶盛期，在９龄以上的胶

树更为明显，第一蓬叶量占整年总抽叶量的９０％以上。由于胶树的生长规律，以及病菌
的消长和气候变化，橡胶树白粉病的发生和流行过程有四个阶段：

（１）越冬期：云南植胶区冬温相对较高，一年四季嫩叶不断，病菌持续侵染循环，又
能在老叶上存活产孢，不存在病原菌的越冬和越夏问题，而只是随着橡胶树的越冬落叶和
初春抽叶的更替 （两个季节间）而存在着数量上由少到多、由多到少的变化。每年１２月
中旬到翌年２月初，橡胶树为适应冬季低温而越冬休眠落叶，病菌主要集中在幼树、苗
圃、部分中老龄树的冬梢上和老叶上繁殖、生存，成为翌年２月中旬以后橡胶树大量抽嫩
叶时的初侵染源。

（２）中心病区阶段：初侵染源使早抽叶的植株普遍早发病，因早抽叶植株分布或集中
或分散，以致找不到中心病株。这种抽叶较早的局部地段，因早发病而成为病菌大量侵染
繁殖的基地，可称为中心病株，进而扩展成为中心病区。中心病区为病害的流行提供大量
菌量，应及时防治。

（３）流行期：２月初以后，橡胶树开始抽叶，病害首先在早抽叶植株上发生，随着嫩
叶量的增加和病菌繁殖传播范围的扩大，病害逐渐加重，一般３月至４月初达到当年发病
的高峰。病害严重流行年会造成第一蓬叶大量落叶。如４～５月份又持续出现阴雨天气的
年份，或气温偏凉的地区，尤其海拔在９００ｍ以上的植胶区，病害４月份以后仍继续流行
为害新抽的第二至第四蓬嫩叶，其流行期可持续到橡胶树不再抽生嫩叶为止。

（４）病征消退、病情稳定期：４月中旬以后，随着叶片的老化和气温升高，老化叶上
的病征逐渐消退，但病菌仍继续为害迟抽叶植株的第一蓬叶和花序，常到５月份后病害方
趋于稳定。在阴雨天较多、气温偏低的天气条件下，特别是位于高海拔的胶园，第一次病
害致病严重落叶后，病菌继续为害第二至第四次抽发的新叶，造成重复落叶，枝条回枯，
终年树冠稀疏，病害一直延至８～９月份不再抽生新叶时为止。

（二）流行条件及其主导因素
橡胶树的叶物候期、越冬菌量、天气条件是病害流行的三个基本因素。以往一般认

为，冬温是病害流行的主导因素，冬温偏暖，橡胶树越冬落叶不彻底，冬梢也多，越冬菌
量大，初春抽叶期抽叶不整齐，病害就会流行；冬温通过影响橡胶树的越冬落叶和抽叶过
程而起主导作用。１９８０年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不同于这一传统的观念和认识。

（１）橡胶树的越冬落叶程度和抽叶整齐度对病害流行强度有潜在的影响，但均不是决
定病害流行与否的主要因素。橡胶树越冬落叶不彻底，春季抽叶不整齐，尤其是小群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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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叶迟早相差大时，有利于病原菌的积累。病原菌积累大，病害发生会较重，反之则较
轻。但是它不是决定病害流行与否的主要因素，因为嫩叶期出现有利于病害发展的天气
时，病害的流行速度很快，即使抽叶整齐，病害也会严重流行，甚至病害的严重度比抽叶
不整齐的年份或林地还要重得多。出现高温天气，病害流行速度慢，抽叶不整齐病害也不
会流行。勐撒农场于海拔９００～１　２００ｍ之地植种的橡胶树，常年越冬落叶彻底，老叶全
部落光，抽叶也很整齐，但病害常年流行，而海拔在７００ｍ以下植种的橡胶树，常年越冬
落叶不彻底，抽叶不整齐的地段，因其抽叶较高海拔地段推迟１０～１５天，嫩叶期气温较
高，病情常年为轻或中病。景洪植胶区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橡胶树越冬落叶彻底，抽叶也较
整齐，但两年都是病害特大流行年，其中１９９０年是空前特大流行年；而１９８４年橡胶树越
冬落叶不彻底，抽叶也不整齐，其病情却是最轻的年份 （最终病情指数１．９）。

（２）越冬菌量与病害流行强度关系不大，在病害流行中不起重要作用。云南植胶区白
粉病的初侵染菌源分布广、数量多，但有效数量主要决定于抽叶初期的天气。在较大的地
区范围内，初抽叶前后的天气晴朗，最高温度由３０℃迅速升至３２℃以上，即使初期菌量
大，有效率却较低，胶园病害始见期出现晚。初抽叶前后天气适宜于病菌增殖，早抽叶植
株普遍早发病，形成了许多发病中心，但其后有效菌量的增加仍然受到天气条件的限制。
在适宜天气条件下，有效菌量的增长速率可高达８０％以上，足以弥补初期菌量稀少的影
响。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其增长速率可低至５％以下，甚至新生叶片不感病，有效菌量趋
于零，足以克服初期菌量大的影响。因此，越冬菌量在病害发生、发展过程中并不起重要
作用。

已有的资料表明，空间越冬菌量分布较为均匀 （见表１），但病害的流行强度因胶园
海拔高度、抽叶迟早及小环境不同而悬殊。年度间有效的越冬菌量大小的波动很大，而和
病害流行强度无明显关系 （见表２）。１９９２年勐撒农场的橡胶树因冬季低温寒害，冬嫩梢
全被摧毁，越冬落叶又彻底，可以说越冬菌量十分稀少，但海拔在９００ｍ以上的林地，在
其嫩叶期天气晴朗，气温又较常年偏高的情况下，病害仍中度流行。白粉病病原菌在植胶
区总是存在的，不论其年度越冬菌量大小，常年都可满足病害流行。

表１　越冬菌量分布调查 （勐撒分场）

地点
海拔
（ｍ）

调查日期
（日／月）
（１９８９年）

古铜叶病情

发病率
（％）

病情
指数

地点
海拔
（ｍ）

调查日期
（日／月）
（１９９０年）

古铜叶病情

发病率
（％）

病情
指数

五队 １　０７０　 １４／２　 ３．２　 ０．９ 五队 １　０１０　 １９／２　 ３．４　 １．０

五队 １　０１０　 １４／２　 ５．５　 １．２ 五队 １　０７０　 １９／２　 １．８　 ０．４

五队 ９００　 １３／２　 ５．０　 １．４ 五队 １　０７０　 １５／２　 １．４　 ０．４

五队 ８７０　 １４／２　 １．７　 ０．４ 五队 ９５０　 ２２／２　 ０．８　 ０．２

五队 ６７０　 １４／２　 ２．１　 ０．５ 五队 ９００　 １４／２　 ２．０　 ０．５

三队 １　１５０　 １５／２　 ４．２　 １．４ 五队 ９２０　 １７／２　 ０．７　 ０．１

二队 １　０００　 １５／２　 ２．０　 ０．５ 五队 ７００　 １７／２　 ３．３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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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地点
海拔
（ｍ）

调查日期
（日／月）
（１９８９年）

古铜叶病情

发病率
（％）

病情
指数

地点
海拔
（ｍ）

调查日期
（日／月）
（１９９０年）

古铜叶病情

发病率
（％）

病情
指数

八队 １　０００　 １８／２　 ３．３　 ０．７ 五队 １　０１０　 １８／２　 ２．９　 ０．８

五队 ８７０　 ２４／２　 ２．９　 １．０

七队 ８００　 １７／２　 ２．３　 ０．６

十一队 １　１００　 １７／２　 ２．４　 ０．６

十三队 １　０００　 １７／２　 １．０　 ０．２

三队 １　１５０　 １８／２　 ０．９　 ０．２

三队 １　１５０　 １８／２　 ０．９　 ０．２

二队 １　１００　 １８／２　 ０．５　 ０．１

　　注：古铜叶２０％以前，调查叶基至叶尖长３ｃｍ的古铜叶病情，示有效越冬菌量。

表２　越冬菌量与最终病情比较

年　份
调查日期
（日／月）

抽叶
（％）

古铜叶病情 最终病情

发病率 （％） 早期病情指数 后期病情指数 落叶 （％）

１９８５　 ３／３　 ５８．５　 ２３．０　 ６．３　 ６８．８　 ２０．８

１９８６　 １８／２　 ４７．８　 ８．３　 １．８　 ５３．２　 ５．５

１９８７　 ２７／２　 １１．２　 ５．０　 １．１　 ６８．８　 ２４．５

１９８８　 ２０／２　 ４４．５　 １９．１　 ４．６　 ６２．０　 １１．３

１９８９　 １５／２　 ５８．５　 ５．７　 ２．０　 ６３．２　 １１．８

１９９０　 ２７／２　 ４２．１　 ０．７　 ０．１　 ９１．２　 ５０．４

　　注：勐撒农场海拔９２０ｍ观察点资料，初抽叶期以叶片长３ｃｍ的古铜叶病情示有效越冬菌量。

（３）温度既影响病害流行速度又影响基础菌量积累和橡胶树物候，是病害轻重的决定
性因素。但冬温不是主导因素，对病害流行强度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因素是嫩叶期温度。

冬温对橡胶树冬季抽嫩梢量多少和越冬菌量大小有重要影响，与越冬落叶程度也有一
定关系。冬季偏暖，冬嫩梢多，越冬菌量大，抽叶也不整齐，病害有可能流行，但并不一
定流行；反之，冬温偏冷，病害也不一定就不流行。比如，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景洪地区１
月份气温偏高 （月均温大于１５．５℃）的９个年份，其中只有４个年份病害流行，上年１２
月份偏暖的７个年份只有３个年份病害流行，而１２月份偏冷 （月均温小于１５．５℃）的

１９９０年却是病害空前特大流行年 （见表３）。又如，１９９１年１月勐撒地区出现低温寒害，
但海拔在９００ｍ以上的林地病害仍中度流行。冬季降雨量对胶树越冬落叶的影响远比温度
重要，干冷冬和干暖冬越冬落叶早而彻底，抽叶也早，湿暖冬和湿冷冬越冬落叶迟而不彻
底，抽叶也较迟。可见，冬温不是病害流行的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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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叶期的天气在病害流行中的主导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病害流行速度 （病害日均增长
率）上，病害流行速度与最高温的关系最为密切，呈显著曲线相关，与叶龄呈极显著负相
关，与日均温、日照、相对湿度等气象因素相关不显著。胶林郁闭前，林内最高温２５℃
～２８℃时流行速度最快，２９℃以上逐渐减慢，３２℃时极缓慢；胶林郁闭后，林内最高温

２５℃～２９℃时流行速度最快，３０℃以上逐渐减慢，３３℃以上极缓慢。在上述的林内温度条
件下，林地开始郁闭后的病害流行速度要比郁闭前的高得多，天气有利时，病害可在短期
内暴发流行。病害流行速度的高低随天气条件不同而波动颇大，天气有利时其流行速度可
高达８０％，天气不利时可低至５％，有时甚至趋于零，新生古铜叶不感病。

嫩叶期天气既影响病害流行速度，也影响橡胶树抽叶整齐度和叶片老化的速度。橡胶
树开始抽叶，温度迅速稳定回升，抽叶过程就短，叶片老化速度也较快；温度回升缓慢或
波动大，抽叶过程就拖长，叶片老化速度也较慢。

病害流行的适宜温度：低温１１℃以上，古铜叶期高温３１℃以下，变色，淡绿期高温

３３℃。最适温：低温１３℃以上，高温２８℃以下。抑制温度：古铜叶期高温３１℃以上，低
温１０℃以下，或高温３２℃以上；变色叶期高温３２℃以上，低温１０℃以下，或高温３３℃以
上；淡绿叶期高温３３．５℃以上，或低温８℃以下。古铜叶期持续出现３天高温３２℃以上
天气，病征就大量消退；变色叶期或淡绿叶期持续出现３天高温３４℃以上高温天气，病
征也会大量消退；持续出现６天，新生叶片发病率急剧下降，病害的流行受到抑制；持续
出现３～４天低温７℃以下天气，病情也会下降。橡胶树开始抽叶最高温由３１℃迅速回升
到３３．５℃，或是古铜至变色叶期出现３～４天低温８℃以下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后持续出
现高温３３．５℃以上高温天气的林地或年份，最终病情极其轻微。古铜或变色叶期出现了３
～５天高温３０℃以下降温或降雨天气过程，以后又持续出现高温３３．５℃以上高温天气的
林地或年份最终病情为中病。整个嫩叶期持续出现阴雨天气，或嫩叶期天气波动大，或嫩
叶期天气晴朗，但气温偏凉，低温在１１℃以上，变色叶期在３０℃以下，淡绿叶期在３２℃
以下的林地或年份，最终病情重或特重。

１９８１年，全省植胶区在橡胶树嫩叶期都出现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病害全面严重流行；
而１９９２年，各地区橡胶树在其整个嫩叶期天气晴朗，最高温度由３０℃迅速上升到

３３．５℃，病害没有流行。１９８８年景洪地区橡胶树刚开始抽叶最高温就上升到３１℃，以后
又长期持续在３１℃以上，并持续出现高温在３３℃以上高温天气，当年最终病情轻微。而
河口地区在橡胶树嫩叶期持续出现５０多天阴凉寡日照天气，气温在２０℃～２２℃之间，叶
片长期不能老化，病害发展快，导致第一蓬叶在淡绿期以前就大量脱落。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６
日至３月１５日云南持续出现全省性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哀牢山以西的植胶区橡胶树抽叶
较早，嫩叶期恰好遇上这一降温降雨天气，病害特大流行，而哀牢山以东的河口地区橡胶
树抽叶迟，３月中下旬以后才开始抽叶，避过了这一降温降雨天气，嫩叶期气温较高，病
害未严重流行。可见，嫩叶期的天气 （主要是高温天气）是导致同地区年度间和不同小环
境间，以及不同地理区域间病情差异特别大的主要因素，是病害流行的主导因素，而它的
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病原菌影响病害流行速度而体现的，天气适宜时，有效菌量增长速率
高，病害的流行速度大，足以弥补越冬菌量少和抽叶整齐、重复侵染次数少的影响，即使
越冬落叶彻底，越冬菌量十分稀少，抽叶又整齐，病害也会严重流行。相反，出现高温天
气，有效菌量增长速率很低，病害流行速度极小，足以克服越冬菌量大，抽叶不整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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