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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巨桉组培苗茎腐病防治技术研究 

刘德朝 

(福建省林业试验中心，福建南靖，363600) 

摘要 通过正交试验设计研究不同药物，不同时间闻隔喷药及不同药物浓度对尾 巨按组培 

苗茎腐病防治效果的差异。结果表明，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A。)+6d问隔喷药时问 

(B2)+1000倍液药物浓度(C2)对尾巨桉组培苗茎腐病防治效果最好。 

关键词 尾巨桉 苗木茎腐病 防治效果 

尾巨桉(Eucalyptus urot,hyla XE．grandis)是尾叶桉和巨桉的人工杂交种，它既具有尾叶桉适应性和抗 

病能力强的特点，又具有巨桉生长快和纸浆率高的优点，是理想的造纸和人造板树种。尾巨桉生长快，产 

量高，一般造林5～7a就可采伐利用，经济效益极为显著。近20年来，我国桉树人工工业原料林的发展十 

分迅猛，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营造尾巨桉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尾巨桉苗木需求量剧增。但尾巨桉在组培 

过程中常发生茎腐病危害，影响苗木质量和出圃率，甚至影响造林成活率。探索尾巨桉组培苗大田培育期 

间茎腐病的防治方法，可以提高尾巨桉组培苗的出圃率和苗木质量，降低育苗成本。 

l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漳州市南靖五板桥基地，地理坐标为东经117。l8 ，北纬24。30 ，属 

南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海拔61m，年均气温21．1℃，年均降雨量1 587～1 879．4mm,无霜期322d，年均相 

对湿度80％，年均日照时数2 052h。 

1．2 材料来源 

供试验用组培苗病苗来自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五板桥基地，为尾巨桉无性系3229组培营养袋 

苗，发病率100％，苗均高14cm。 

1．3 试验前的准备 

苗圃地在试验前 10d全面锄草，清除杂灌，苗圃地及四周2．0m以内喷施55％敌克松可湿性粉剂消 

毒。把分拣出来的带病苗木分畦排好。为了便于试验管理，每畦排25行，每行20株袋苗，畦与畦之间隔 

3．5m，每畦500棵作为一个处理。本试验设27个处理和3组对照(CK)，共30个处理。 

1．4 田间试验设计 

从防治药物及方法上设计3个不同种类的杀菌剂(A)，3种不同喷药时间间隔(B：Bl在30d内喷药6 

次；B2在30d内喷药5次；B3在30d内喷药4次)及3种不同种类的药物浓度(C)，采用L9(34)按3因素 

3水平的正交试验设计方法进行试验，与未做任何处理的对照(CK不参与正交试验，不喷施药物，只喷清 

水)作对比，见表l。以上处理各设 3次重复，采用随机区组排列。2005年 1月23日开始喷药试验，30d 

后调查防治效果。防治效果的三项指标为：①病苗顶芽不再发黄，而且转绿；②病苗茎基部病斑不继续扩 

大，皮层与木质部之间不再产生黑色菌核；③病苗抽出生长正常的新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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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因子与水平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试验，结果表明：3种药物对尾巨桉3 229无性系组培苗茎腐病的防治效果是明显的，经过30d的 

防治观测，顶芽不发黄，而且转绿的最高平均数达90．3％(A B：c )，对照组仅为21．0％；苗木病斑不再扩 

大，不再产生黑色菌核的最高平均数达 96．3％(A。B C )，对照组仅为 19．6％；苗木抽出生长正常的新梢 

最高平均数达97．8％(A。B C )，对照组(CK)仅为 18．7％(表2)。 

表2 不同处理对茎腐病防治的影响 

经表3方差分析结果表明，3个因子对尾巨桉3229无性系组培苗茎腐病的防治效果的影响均达到极 

显著水平(表4)。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数据表明，A因子3个水平中，以A。(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 

剂)防治效果最好同；B因子3个水平中，以B：(1000×10I6的药物浓度)对苗木茎腐病防治效果最好；C 

因子3个水平中，以c (喷药间隔时间6d)最佳。A。、B 、c 对苗木茎腐病防治效果的3项指标都最高。 

表 3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从 K值(K代表每个因子试验结果总和)大小中可以看出，各因子水平最优组合同时也是防治效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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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最高组合为：A，B：c：。从R值(R代表每个因子3个水平的K值全距)大小中可以看出，对苗木茎腐病 

防治效果，3项指标影响的主次关系为 A—C—B。 

表4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3 讨论 

茎腐病是尾巨桉组培苗常见的病害，预防发病的主要措施有：圃地装袋前使用 l 125kg／km 生石灰消 

毒；移栽组培苗的基质在移苗前使用50％敌克松可湿性份剂800 X 10I6消毒；苗木田间管理措施上应注意 

防日灼、防水涝，加强水肥管理，培育壮苗，这样能提高抗病力，减轻甚至杜绝茎腐病的发生。一旦发病，应 

及时防治，清除处理死株和病叶，并每隔6d喷浓度为l 000 X 10 的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进行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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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桉树栽培适应性分析 

沈启昌 

(龙岩市林业调查规划所，福建龙岩，364000) 

摘要 通过对闽西桉树引种栽培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理位置、海拔高度、立地质量 

对桉树生长存在显著差异，相同或相似条件下，不同的桉树品种(品系)生长量不同，所表现的耐 

寒性亦有差异。 

关键词 桉树栽培 适应性 耐寒性 

桉树(Eucalyptus gtobaus)是桃金娘科桉属植物的统称，具有适应性强、培育周期短、木材产量高、用途 

广泛等优点，备受广大造林投资者青睐。闽西地区桉树造林始于1998年。截止2003年底，全市造林面积 

达3 O00hm 。目前各地桉树造林积极性空前高涨，分析研究不同地理位置、海拔高度、立地质量等级以及 

施肥次数等因子对桉树生长的影响，对桉树栽培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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