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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银杏病害在广西各栽培地区普遍发生 ，经研究鉴定有 8种。它们是 日灼 ，茎腐病 

[Macrophomina phaseti(Maub1)Ashby]，根腐病(Fusarium sp．或Rhizoctonia SO．hi Ki— 

ihn)，轮 纹病 (Pe~alaia ginkgo Hon)．黑 斑病 (Alto~aHa te．uis Ness)，叶斑 病 

(Phyllosticta nkgo Brunand)，炭疽病 (Cottetotrichum sp．)，黄化病 (病原侍定)。这 

些银杏病害在广西均是首次报道，其中银杏叶斑病菌、银杏轮纹病菌为广西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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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ight species of 藿 
they occur general in every Ginkgo biloba cultivated region． They are sun 

burn，stem rot [Macrophomina phaseli(Maub1) Ashby]， root rot 

(Fusarium sp． or lOdzocton& solani Kiihn)，ring spot (Pestalotia ginkgo 

Hori)，black spot(Alternaria tenuis Ness)，Leaf spot(Phyllosticta ginkgo 

Brunand)，anthracnose(Colletotricham sp．)and yellow (Pathogen indetemi— 

nata)， In Guangxi， these diseases of G biloba are first reported， 

Pestalotia ginkgo Hori and Phyllosticta ginkgo Brunand are new recorded 

species． 

Key words Ginkgo biloba ，diseases，identifk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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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廖咏梅现已词封广西农业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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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是果、药、材三用的优良树种．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存在于叶片中的现已成功提取 

的黄酮类化合物，被认为是治疗血管疾病的最好药物之一。近年来，由于银杏独特的作用不 

断被人发现、利用．也由于银杏早实丰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在全国尤其在我区已开始大面积 

集约栽培一 ，1 994年广西区人民政府开始实施 “2010”扶贫工程 ，在全区营造银杏园 2o万亩． 

建立银杏叶黄酮提取和系列产品工厂 l0个．就说明了银杏发展的趋势。但现已发现 ·银杏受 

诸多病害危害，兴安、灵川等县来人来函反映病害问题 ．都说到死苗严重，还有叶枯病类一这 

些都严重地影响到银杏的引种和扩种．如果病虫害的研究和防治不能及时跟上的话 一势必危 

及银杏产业的发展，因此为解决生产上的问题，我们着手对银杏病害进行 了调查研究，现将 

近年来对病害种类的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1 苗期病害 

1．1 日灼 

1．1．L 症状 根据试验结果，1年生幼苗在天气干旱、地表温度 35 c以上连续 5 d时．日灼 

就开始发生。主要表现是植株凋萎、死亡但根系完好，檀株地表茎基部严重灼伤．变黄、变 

黑、变干的部位从皮层直到木质部。如果气候转温和 ，地裘茎基部坏死处不再往下发展·地 

下部完好的茎可重新发芽．但长成的幼苗很细弱．遇到烈 日照射仍会死掉。取病部分离，没 

有发现病菌，但后期诱发茎腐病和根腐病 。 

1．1．2 发生特点 It灼是一种生理病害，由高温干旱引起。日灼伤害的轻重与高温干旱危害 

时幼苗茎基部的木栓化程度有关，高温干旱来得早和严重，日灼伤害就愈见剧烈；同时 El灼 

也与苗圃的土壤种类、遮荫是否适当等有关t壤土和适度遮荫较轻，砂土和不遮荫较重。 

在阳光直射较强烈的地区．苗圃不遮荫或遮荫不当时，日灼是银杏幼苗死亡的主要原 

因。[。。 

1．2 茎腐病 

1．2．1 症状 茎腐病仅发生在幼苗期 ，且以 1年生苗多见 ，2年生以后发生很少。主要表现 

为，近地表茎基部变红黄色、褐色t随病害发展，很快环绕茎干；然后发病部位的皮层皱缩 

坏死．这时植株顶芽枯死，叶片黄萎但不脱落。最后茎基部皮层与木质部分离，并在这二者 

问有许多小黑粒即是病菌的菌核．严重时病部继续往下发展，整个根部腐烂，幼苗枯死。 

1．2．2 病 原 经分离、接种和鉴定 ，其病原是广 生亚太茎点 菌 [Macrophomina phasdi 

(Maub1)Ashby]【2 。该病菌是偏高温型的，在马铃薯葡萄糖琼脂 (简称PDA)培养基上 

极易生妊，30C培养 2 d，菌落直径可达 70 n3．m以上．并且在33℃下，温度越高生长越快，还 

形成大量菌桩；菌丝疏松．灰白色，镜检时除主要看到菌核、菌丝外，还可见其分生孢子长 

椭圆形至棍棒形 ．稍弯 ，太小为 (1 6～30) m× (5～10),urn，单胞无色。有时还可见到扁 

球形的分生孢子器。 

该病菌是一种弱寄生菌．主要存在于土壤，但寄主范围广。伤口接种极易成功．银杏苗 

木的幼茎由于土温过高而受到损伤是发病的诱因，故茎腐病一般是从近地面部分开始。 

1．2．3 发生特点 这种病害是银杏苗期的主要病害，它的发生发展与气候、栽培措施等密切 

相关[ 。 

(1)气候：1988年在广西植物研究所银杳试验地里 ，取未遮荫苗圃的 2小区，隔 10 d观 

察 1次，统计其茎腐株率，结果如表 1所示，未遮荫的银杏苗圃，茎腐株率高达 7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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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而在 1 986年和 1987年，我们统计的资料，也是未遮荫的苗圃，其茎腐病株率最高 

仅为35．3 。根据气象资料，1 988年5月中旬开始出现旱 隋，6月份高温干旱，地表温度在 

下午 1时可高达 48C～59℃，这种天气几乎 表1 1988年不遮荫苗圃银杏 

延续到 8月，而 1986年和 1 987年则没有这 茎腐病病株率的递增情况 

种长期持续高温干旱的现象，．可见持续高温 

干旱会诱至茎腐病大发生。 

(2)地表覆盖物 ：根据我们的试验 -在 

幼苗3～4叶期，取走播种时作保湿覆盖用的 

稻草，发病率为47 ，而未取走者仅有 25 - 

可见幼苗太小时，取去地表覆盖物，可使茎 

腐病病株率大大增加。 

C3)遮荫度；据 1 989年试验，茎腐病病 

株率在遮荫、半遮荫和不遮荫的处理中有明 

显差异，分别是 1．1 9 、8．94 和 1o-25 、 

2O．O8 

(4)土壤消毒：在田问连续取 4小区，分 

别用 7o 甲基托布津 (日本)1 000倍液、 

36 福尔马林 【上海农药厂)50倍液、农抗 

S 64【河北科学院)30倍液各处理--+区，设 

对照--4'区，随机排列 ；播种前一周施药于 

种植沟并盖土，待出苗基本稳定时，检查幼 

苗茎腐病发病率 ，结果如表 2。由表 2可看 

出，土壤消毒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茎腐病发 

病率，其中以农抗 s一64和甲基托布津更有 

检 查 日期 

(日／月 ) 

茎腐 病株 率 

( ) 

2o／5 

8／6 

i8／6 

28／6 

8／7 

30／7 

15／8 

5．O 

l8．9 

31．6 

33．3 

50．4 

74．7 

89．4 

注 ：(1)出苗期 5月 9日 (2)始病期 5月 19日 

(3)6月 19日～28日之间阴雨天占 6 d。 

表 2 土壤消毒对银杳茎腐病的影响 

一

根据另外试验，在大发生时期 ，用药剂进行喷淋处理，，看不出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1．3 根腐病 

1．3．1 症状 该病主要发生在 1年生幼苗上，2年生苗不多见，但有时也严重。幼苗的根部 

受侵染腐烂，苗术直立枯死；由于发病急，许多幼苗看起来仅是叶片有点凋萎，但拨起来可 

见其根部已完全变黑腐烂，因此常常表现为青枯。取病部观察，根和茎基部变褐，皮层和木 

质部分离，有时可见白色菌丝和黑色菌核，此类型是由丝核菌引起，若病根略为干缩又无见 

到菌核和菌丝则多是由镰刀菌引起。 

1．3．2 病原 经分离、接种和鉴定，根腐病病原有两种，但很少是混合侵染，它们分别是镰 

刀菌 (Fusarium sp．) 和丝核菌 (Rhizoctoniu solani kiihn) “ ，其中镰刀菌多见，伤根接 

种极易成功。 

镰刀菌在PDA培养基上，菌落先是灰白色稀琉菌丝组成，菌丝多隔，但典型的为棉絮状， 

有时后期可形成淡褐色的菌核。常可见到大、小两型孢子 ，且以小型孢子为多 。大型分生孢 

子镰刀形，两端稍尖，略弯曲，无色，3～5个隔；小型分生孢子单脆无色，椭圆形。分属于 

那一种尚待进一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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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核菌不产生孢子+总是以菌丝和菌核的形态出现+回接时很难成功。菌丝分隔．幼嫩 

苗丝无色，老熟菌丝粗短，淡黄色，分枝近于直角，分隔处明显缢缩 ．似藕节状。菌丝形成 

的菌核黑褐色，较琉松+形状和大小不规则，在玻片上用力可压散，但人工培养基上没有发 

现形成菌核。 

1．3．3 发生特点 镰刀菌和丝核菌均是土传的弱寄生菌，传染源主要来自于土壤和未腐熟的 

基肥 。 

从我们的试验来看 ．根腐病发生主要与基肥是否腐熟、植株长势和土壤水分多少有关 。 

基肥腐熟的根腐病株率为 2．65 、而未腐熟的则为8．87 ；植株长势强和弱的根腐病株率分 

别为 1．26 和 5．75 ；苗圃积水 4 d～5 dt植株根系受渍、腐烂，此病大发生，有时整区整 

田死亡；但受溃时间不长，只是较深土层的根尖和须根腐烂死亡，浅土层的根仍存活并可长 

出新根。 

药剂消毒土壤和在发生时用药剂喷淋檀株根部有一定的效果，发生时施药效果更明显。 

1988年春播时，用上述农抗 S 64的 3o倍液、7o 甲基托布津 1 000倍液、36 福尔马林 50 

倍液消毒播种沟，待出苗基本稳定时检查根腐株率+分别是 0，6 ，0．4 ．1．o ，而对照的 

为 l+8 。另外，在病害发生时+用农抗 S一64的 30倍液、7o 甲基托布津 1 000倍液、45 

代森铵 (重庆井口农药厂)1000倍液来喷淋，20 d后检查+病株增长率分别为 1，1 、0．3 、 

4．o ，而对照则为 9．1 ，因此播种前消毒土壤，尤其是在发生时用药喷淋植株根部可有效 

地控制该病t药剂以甲基托布津稹好 。 

2 成株期病害 

2·l 轮纹病 

2．1_1 症状 轮纹病发生在叶上，病斑从叶子周缘按扇形或楔形扩展，浅褐色或红褐色+病 

健交界处有鲜明的黄色带，呈波纹状。病斑颜色变深后，叶片两面的病斑上常散生隆起的小 

黑粒t即病菌的分生孢子盘，有时呈轮纹状排列 ，尤 以晴雨交替天气影响下病情发展极快时 

形成的病斑多见。 

2．1．2 病 原 经分 离、接 种和 鉴定 ，该病病 源 为银 杏盘 多毛 孢菌 (Pestalotia ginkgo 

Hori) 。。 。 病菌的分生孢子盘生于表皮下，直径 110 m～145 m；分生孢子纺锤形 ，大小 

为 (18~22) m× (7～9．5) m．有 5个细胞 ，分隔处略缢缩．中间 3个细胞橄榄色+两端 

细胞无色，顶生鞭毛2～3根。在 PDA培养基上，菌丝是白色绒毛状，扩展迅速，5 d～6 d可 

见菌落变灰褐色。有许多小黑点，镜检可见大量分生孢子。 

2·1·3 发生 本病从 7～8月开始发生+秋季直到落叶时病情较重，且愈接近落叶病愈重，发 

病株率在 20 ～85 之间。在气候恶劣尤其晴雨急剧变化时多发病；衰老和受伤的叶片多发 

病。 

2．2 炭疽病 

2·2·1 症状 在叶片上先呈黄绿色，渐变为褐色，扩展为近于圆形或不规则形，后期病斑由 

内向外不断转变成为灰白色 ，着生不规则或成轮纹状排列的小黑点 (多在叶片背面)。 

病斑除蔓及全叶，使之干枯脱落外，有时还从幼苗嫁接的伤口愈合处侵染发病+使已愈 

合并开始生长的接穗得病死亡，给苗木的繁殖和生产造成较大损失。 

2．2·2 病原 经初步的分离和鉴定，其病原是刺盘孢菌 (Colletotrichum sp．)l2 ’。 的一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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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和PDA培养基上均产生分生孢子盘；分生孢子盘褐色，垫状．上生黑色刚毛．但在人工 

培养基上有时找不到 分生孢子圆筒形或两端略钝圆的长椭圆形，单胞无色．有时可 见两个 

油点，但从未找到其有性世代，其分类地位尚等进一步明确。 

2·2．3 发生 此菌寄生能力强．有加重的趋势。田间在 6～11月都有此病发生．嫁接苗的嫁 

接处发病以 7～9月多见。该病是否具有潜伏侵染 (尤其在侵染嫁接苗时)．其发生规律如何． 

还有待深入研究。 

2．3 黑斑病 

2．3．1 症状 该病一般从叶缘开始发生．初期呈开水烫状，尔后病斑向叶片中央扩展，形状 

不规则．多为暗褐色．常互相汇台成片，病健交界处常有淡褐色带，往往引起早期落叶 ；发 

病后期，当天气潮湿时·病斑上长墨绿色霉状物。 

2．3．2 病原 经分离、接种和鉴定，此病是由细交链孢菌 (Alternatia tenais Ness)口。 引起 。 

子实体墨绿色毛绒状，散生或群生，多见于叶背。在 PDA培养基上极易生长。 

分生孢子梗丛生，直立或弯曲，不分枝但分隔．橄榄色。分生孢子在分生孢子梗上顶生 

或侧生 ，镜检时多脱落，偶而见 2～3个串生．淡榄褐色至绿褐色，有纵横分隔，表面平滑． 

大小为 (20~53) m× (8～1 9) m，但形状变化较大，有椭圆形、纺锤形、棒形等，顶端 

常有一喙状细胞。 

2．3．2 发生 细交链孢菌的寄主范围较广．可危害许多种植物 ；在银杏的生长季节甚至落叶 

都发生侵染．一旦条件适合就会大发生．6～9月危害最重。 

2．4 叶斑病 

2．4．1 症状 发症初期出现卵形或近圆形的黄色斑点，后逐渐为黄褐色至灰褐色，病健边缘 

清楚 ．病斑稍隆起．有时散生小黑点，有时会瞻裂穿 L。 

2．4．2 病原 经 分 离、培养 和鉴 定 ．该病 的病 原是 银 杏 叶点 菌 (Phyllosticta ginkgo 

Brunand)引起 。“ ]。其分生孢子器椭圆形，有孔口，但在 PDA培养基上较难看到；分生孢 

子梗不明显 ，但镜下常常见到大量分生孢子；分生孢子卵形或长圆形 ．单胞无色．大小 为 

(3～ 4．5) m× (1．8～ 2．3) m 。 

2．4．3 发生 在田问仅是有零星发生但不严重，侵染和扩展不明显。 

2．5 黄化病 

2．5．1 症状 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整个植株抽出的新叶全部畸形变小，叶片有时不能完全展 

开，先是叶片顶端边缘失绿而呈浅黄色，并逐渐向叶基方向扩展 ，严重的达叶片 2／3以上，最 

后叶片呈黄褐色以至灰白色枯死，植株提前落叶，甚至死亡。多见于幼苗。 
一 种是在树冠中间的某一枝条上长出的瓿叶全部畸形变小，不结果或即使结果也很快落 

果，叶片从叶缘开始逐步失绿、失去光泽而呈谈黄色甚至黄色，直到提前落叶。次年此类枝 

条长出的新叶，有的仍畸形变黄，有的则是正常叶。 

2．5．2 病原 取病部或病健交果组织进行分离，但均没有找到病原菌；进行磨擦、汁液的伤 

口接种等摸拟传染 。，也没有取得成功。到底其病原是什么，有待研究；如果是传染性病害， 

后果 是严重的 。 

2·5．3 发生 在田问 6～9月发现但不多见。江苏省张祝 良认为，银杏早期黄化病是非生物 

侵染因子引起．在 6月份以前用多效锌肥和锰、硼、锌等微量元素混合液泼浇根部，能有效 

控制该病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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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和讨论 

经初步研究，在广西尤其是桂北产区．危害银杏的病害有 日灼、茎腐病、根腐病、轮纹 

病、黑斑病、炭疽病、叶斑病和黄化病等八种；其中有非传染性病害，也有传染性病害．并 

且以传染性病害为主。 

苗期病害可导致苗木的毁灭性死亡，但可通过选择苗圃地，施足腐熟基肥，采用适度遮 

荫-加强水肥管理，以及发生为害时及时用药等综合措施，而得以有效控制 。。现在该技术已 

在我区的银杏苗木生产中广泛采用，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和经济有效的。 

成株期病害基本上是叶枯病类，在苗期也不同程度地发生，本文的划分主要是作者认为 

便于描述和明确主次，但生产上苗期的叶枯病类也不能掉 轻心，严重时同样可使幼苗死亡。 

银杏叶部病害．不仅影响到结实数量、果实的质量，而且对利用银杏叶提取黄酮进行系 

列产品加工的影响也非常大，因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加强防治研究工作。 

随着银杏的大面积集约栽培，银杏也会象其他栽培植物一样，受到病虫害侵袭 ，甚至猖 

獗为害，流行成灾 ，因此对我区银杏主要病害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研究已刻不容缓 ，只 

有这样才能为银杏产业高产优质高效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保证，建议有关部门予以关注和立 

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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