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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绿化指导站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 6 月 21 日

石楠病虫害专项综合防治技术方案

石楠是一种常见的绿化观赏植物，属蔷薇科石楠属。石楠生长

发育过程中常受到多种病虫害侵染，常见的有白粉病、叶斑病、炭

疽病、灰霉病、低温冷冻害、蚜虫、袋蛾、粉虱等。

一、病害

（一）白粉病

白粉病是石楠常发性病害，主要侵染嫩叶。发病严重时，成片

叶片萎缩干枯，提前脱落，甚至全株死亡。

1、症状

发病初期，叶片出现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白色小粉斑，条件适

宜时，粉斑迅速扩大，连接成片，受害嫩叶皱缩、扭曲、变形、干

枯，叶片正反两面布满白色粉层。

2、病原及发生规律

病原为白粉菌属真菌。病菌以菌丝体在病芽、病枝条或病落叶

上越冬。翌年春天随气温回升，病菌开始活动。一般 3月中下旬开

始出现症状，4～5月进入发病盛期。条件适宜时，病部产生大量白

色粉状分生孢子，借气流或水珠飞溅传播，进行多次再侵染，病害

不断扩大。一般多雨、闷热、栽植过密及通风不良条件下发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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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方法

（1）栽培无病品种、抗病品种。

（2）栽种时检查病芽、病叶，及时清除；秋冬季合理修剪，剪

除越冬菌源，清扫病枝落叶集中销毁，减少初侵染来源。

（2）加强肥水管理，增施磷钾肥和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控制氮

肥施用量，修剪过密枝叶，加强通风透光，增强植株抗病能力。

（3）休眠期喷施 1～3波美度石硫合剂，控制越冬菌源。

（4）发病初期建议药剂防治，可用 25%三唑酮（粉锈宁）可

湿性粉剂 1000～1500倍液，或 30%醚菌酯（又名翠贝）可湿性粉

剂 1500倍液，20％腈菌唑可湿性粉剂 2000倍液，50％氯溴异氰尿

酸（灭菌成）可溶性粉剂，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12.5%力克

菌可湿性粉剂 2000倍液等，隔 7～15天左右喷 1次，连续 2～3次。

（二）叶斑病

叶斑病是石楠的一种主要叶部病害，严重影响石楠正常生长，

发病严重时甚至全株枯死，降低其景观绿化效果和观赏价值。

1、症状

主要发生在叶片上，初期出现褐色小点，后逐步扩大成圆形或

不规则形病斑。叶片正面病斑红褐色，背面黄褐色，中央为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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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褐色，边缘则为暗红色，发病严重时叶片上形成大面积枯死斑，

最终导致叶片提早枯萎脱落，枝条成片枯死。后期叶片病斑干枯，

正面产生许多黑色小点，即病原菌的子实体。

2、病原及发生规律

病原为盘多毛孢属小孢拟盘多毛孢真菌。病菌以菌丝体在病株

及病叶上越冬。春季开始发病，病菌侵染石楠新抽发的嫩叶，夏秋

季为主要发病期。

3、防治方法

（1）冬春季结合修剪，清除枯枝病落叶，减少越冬病源。生长

季及时剪除、清理病叶，减少再侵染源。

（2）薄肥勤施，合理浇灌，增强树木生长势和自身抗病能力。

（3）3～4月初和 5～6月叶片萌动时，每隔 10～15天喷施 1

次 1%等量式波尔多液或石硫合剂保护预防。发病期可喷 40％腈菌

唑可湿性粉剂 4000倍液，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3000倍液，50%

超微果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等药剂，隔 15～20天左右喷 1次，

共 2～3次。

（三）炭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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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疽病也是石楠上一种危害比较严重的病害，可导致石楠叶片

枯死，枝条发黑，严重影响石楠的景观效果。

1、症状

炭疽病主要危害石楠的叶片和嫩枝，叶片上出现圆形或椭圆形

的褐色斑点，嫩枝出现溃疡症状，形成不规则的枯萎状病斑，病斑

颜色较深，为暗红色或深紫色，有黑色点状物，潮湿时流出分生孢

子。

2、病原及发生规律

主要是由炭疽菌属（刺盘孢属）真菌引起。炭疽病菌以菌丝体

和分生孢子盘在病组织和病残体病落叶中越冬。翌年春天产生分生

孢子，风雨传播，通过气孔、皮孔或伤口侵入叶片等组织，生长季

节多次侵染，病势不断扩展加剧。

一般 3月下旬开始发病，春季多雨、多露、多雾，发病严重。5～

6月梅雨季节，9～10月秋雨期间为发病高峰期。夏季高温干旱对病

情有抑制作用，种植过密有利于病害的传播侵染蔓延。高湿、多雨，

特别是高温烈日后暴雨，常引起病害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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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方法

（1）秋冬季剪除病枯枝叶，清除病株残体一并销毁处理，发病

初期及时摘除病叶，剪除病枝条销毁。

（2）加强栽培管理，合理密植，增施有机肥及磷、钾肥，适当

控制氮肥，提高植株抗病力。扦插繁殖无菌健壮苗木，合理灌溉，

适时浇水，雨后及时排水，控制病害发生。

（3）休眠期和早春发芽前，喷 3～5波美度石硫合剂，杀死越

冬菌源。春季新叶展开、新梢抽出后，喷保护性杀菌剂 1∶1∶100

（1％等量式）波尔多液，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600倍液

等，隔 10～15天 1次，喷 2～3次，保护植物免受病菌侵染。发病

初期及时使用药剂防治，可选用 50％氯溴异氰尿酸（灭菌成）可溶

性粉剂，32%锰锌·腈菌唑（惠生）可湿性粉剂 1500倍液，或 50%

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70%甲基硫菌灵（甲基托布津）可

湿性粉剂 800～1000倍液，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500～800倍液等，

隔 7～10天喷 1次，连续喷 3～4次，交替使用不同类型药剂，也可

混合用药。

（四）灰霉病

环境条件适宜，石楠容易受灰霉病菌侵染发生灰霉病。

1、症状

主要为害石楠叶、茎、花等部位。叶受害时，初期叶片边缘出

现水渍状褐色小斑点，逐渐扩大成不规则形黑色大斑，发病部位不

断扩大直至腐烂。潮湿环境下，病部产生大量灰色霉层，为病菌的

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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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原及发生规律

病原为葡萄孢属灰葡萄孢菌。病菌主要以菌丝体、分生孢子随

病残体在土壤中越冬。翌年 3～5月条件适宜，产生大量分生孢子，

借风雨等传播，多次再侵染。一般发病适温为 20℃左右，相对湿度

90%以上。寒冷、低温、高湿、多雨，寄主植物生长衰弱或组织受

冻、受伤，易诱发灰霉病。缺钙、氮肥施用过多、栽植过密、土质

黏重等都有利于灰霉病的发生。

3、防治方法

（1）加强栽培管理，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合理施肥，增施钙肥

磷钾肥，控制氮肥用量。及时排水、降低湿度，避免造成伤口。

（2）及时摘除病枝叶，清除病残体并集中处理销毁，减少侵染

源，防止病害传播蔓延。

（3）发病期及时用药防治，可选用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2000

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50%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或 6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

等药剂，7～10天用 1次，连续用 2～3次。

（五）低温冷冻害

石楠冬春季容易发生低温冷冻害，特别是刚移栽的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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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症状

低温可使石楠发生冷冻害。0～5℃的低温所致病害称冷害，冷

害导致石楠叶片变色、坏死，表面出现斑点。0℃以下低温所致病害

称冻害。冻害主要导致石楠幼茎或幼叶出现水浸状暗褐色病斑，严

重时整株植物变黑、干枯、死亡。发生冷冻害的石楠植株树势衰弱，

容易诱发其他侵染性病害如叶斑病等发生。

2、防治方法

（1）采用根颈培土，浇“冻水”和灌“春水”等方法进行防寒防

冻。石楠冬季防冻，主要是防止土壤受冻，土壤受冻会导致石楠出

现生理干旱，而引起植株死亡。所以，冬季要保持土壤温度，保护

石楠根系。冬季温度降低之前，将土壤进行覆盖，根部浇灌防冻水

等。春季等气温上升到 15℃以上时再进行石楠的移栽栽培。

（2）冬季修剪，减少蒸腾面积，预防冷冻害，加强养护管理。

二、虫害

（一）蚜虫

为害红叶石楠的蚜虫以棉蚜、桃蚜为主。以成蚜、若蚜群集于

红叶石楠幼芽、嫩茎或嫩叶上，用针状刺吸口器吸食植株的汁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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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叶片向背面卷曲皱缩、枯黄，严重时甚至导致整株枯死。影响石

楠生长和观赏。另外，还可引发煤污病。蚜虫繁殖量大，在干旱季

节容易造成灾害。

1、形态特征及危害

棉蚜又名瓜蚜，属半翅目，蚜科。俗称蜜虫、腻虫、油虫、油

汗等。干母无翅，茶褐色。无翅胎生雌蚜夏季黄绿色，春秋季墨绿

色或蓝褐色。有翅胎生雌蚜黄色、浅绿色或深绿色，夏季多为淡黄

绿色，春秋季多为蓝黑色。成虫和若虫群集在石楠嫩梢、花蕾、花

朵和叶背，吸取汁液，使叶片皱缩，影响开花，并分泌蜜露粘污中

下部叶片，诱发煤污病。嫩叶和生长点被害后，叶片卷缩，生长缓

慢萎蔫，甚至枯死。

桃蚜又名桃赤蚜、烟蚜，属半翅目，蚜科。有翅胎生雌蚜头胸

部黑色。无翅胎生雌蚜高温时多为黄绿色，低温时多为赤褐色。若

虫近似无翅胎生雌蚜，淡绿或淡红色。早春 2～3月桃树萌芽，越冬

卵孵化后，先群集在嫩芽上为害，开花展叶后为害花及叶。4～5月

产生有翅胎生雌迁移蚜迁飞到石楠等夏季寄主上繁殖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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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规律

棉蚜 1年发生 20～30代，以卵在杂草或花木枝条芽腋间越冬。

翌年 3～4月寄主萌芽时，越冬卵开始孵化为干母，干母胎生下的第

1代为干雌，无翅。干母在越冬寄主上繁殖 3～4代，4～5月产生有

翅胎生雌迁移蚜，从冬季寄主迁飞到夏寄主石楠等植物上繁殖为害。

秋末冬初 10～11月气温下降，日照缩短，产生有翅性母蚜，飞回到

越冬寄主上，生出产卵的有性无翅雌蚜，与有翅雄蚜交配后产卵，

以卵越冬。有翅蚜迁飞还会传播病毒。

桃蚜 1年发生 20多代。主要在桃树芽腋、缝隙等处产卵越冬，

也以成虫、若虫、卵在其他二年生植物叶芯、叶背越冬。4～5月是

为害盛期。5～6月产生有翅蚜，迁飞到石楠等植物上刺吸为害。

3、防治方法

（1）有翅蚜对黄色有正趋性，对银灰色有负趋性，利用银灰色

膜避蚜，利用黄板诱杀有翅蚜。修剪虫枝，人工刮除。

（2）蚜虫天敌种类多，保护利用天敌大红瓢虫、异色瓢虫、食

蚜蝇、草蛉、寄生蜂等，或释放瓢虫和草蛉等天敌控制蚜虫。

（3）定期检查石楠生长情况，发现蚜虫为害严重时，可用药剂

防治。可选用生物杀虫剂 1.2%烟·参碱（苦烟）乳油 800～1000倍，

或对天敌杀伤较小的内吸性杀虫剂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000倍

液，或 25%吡蚜酮悬浮剂 2000倍液等药剂，交替使用药剂，注意

喷到上部嫩叶背面，使药液尽可能喷到蚜虫体上。

（二）袋蛾

又名蓑蛾、避债虫等，属鳞翅目袋蛾科。为害红叶石楠的常

见种类有大袋蛾、茶袋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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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态特征及危害

大袋蛾成虫雌雄异型，雄蛾有翅，雌蛾无翅、粗壮、肥胖。雄

蛾黑褐色，触角羽毛状。老熟雌幼虫黑色，雄幼虫较小。护囊外附

有较大碎叶片，排列不整齐。幼虫吐丝缀叶形成护囊，雌虫终生不

离护囊。幼虫负袋而行，白天匿于囊内，阴天和晚上取食树叶、嫩

枝。大发生时，几天能将全株叶片食尽，枝条枯死甚至整株死亡。

茶袋蛾又名小袋蛾，茶窠蛾。主要为害山茶、红叶石楠等。初

孵幼虫先啃食叶肉，在表皮留下星点状透明斑痕。稍大后，蚕食叶

片成孔洞、缺刻或仅留叶柄。虫口多时可将叶片食光。护囊随虫体

长大而增大，幼虫取食或爬行时，护囊挂在腹末随其行动。小袋蛾

多在清晨、傍晚或阴天取食。

2、发生规律

大袋蛾 1年发生 l代，以老熟幼虫在护囊内越冬。雌成虫产卵

量极大，每次可产卵 2000～3000余粒，平均可达 2600粒左右。5

月下旬～7月下旬为幼虫孵化期。7～9月幼虫老熟，至 10月将袋囊

用丝束缠绕于小枝上固定越冬。7～8月若遇高温干旱，常会严重发

生，如遇大雨，幼虫易受雨水冲刷而大批死亡。

茶袋蛾 1年发生 1代，以 3、4龄幼虫在护囊内悬挂枝条上越冬。

本
报
告
仅
供
参
考



11

翌年 4月下旬，越冬幼虫取食活动，5月中下旬羽化为成虫。6～8

月为幼虫为害期，10～11月幼虫进入越冬期。雌雄成虫交尾后，雌

虫产卵于护囊内蛹壳中。初孵幼虫从囊口涌出后随风飘散，随即吐

丝黏附各种碎屑营造护囊。

3、防治方法

（1）冬季树木落叶后，结合修剪，人工摘除越冬虫囊。

（2）利用黑光灯诱杀成虫。

（3）保护和利用袋蛾幼虫的天敌寄生蜂、寄生蝇等。

（4）幼虫大量发生期，3龄前药剂防治。可用每克含孢量 100

亿以上的 B.t可湿性粉剂 100倍液，或青虫菌液（含 1亿活孢子/mL）

喷雾，或选用 25%灭幼脲Ⅲ号 B型悬浮剂 1500～2000倍液，1.2%

烟参碱（苦烟）乳油 800～1000倍液，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500～

2000倍液，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800倍液，5%甲氨基阿维菌素

苯甲酸盐（甲维盐）水分散粒剂 2000倍液等，根据幼虫多在傍晚活

动的特性，宜在傍晚用药，注意喷施均匀，要求喷湿护囊。

（三）粉虱

为害石楠的粉虱主要是柑橘粉虱。柑橘粉虱又称橘黄粉虱，属

同翅目粉虱科。为害柑橘、石楠、栀子、女贞和丁香等。

1、形态特征及危害

柑橘粉虱雌成虫体被有白色蜡粉，翅半透明。卵椭圆形，淡黄

色，以卵柄着生于叶上。若虫初孵时，体扁平椭圆形，淡黄色，成

虫羽化前蛹壳呈黄绿色，可以透见虫体，羽化后蛹壳白色透明。

主要以成、若虫群集叶背，吸食汁液，使叶背出现黄白斑点，

并排泄蜜露诱发煤污病，导致叶片发黑。成虫喜荫蔽环境，密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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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遇惊动，则飞离逃逸，但飞翔距离较短。

2、发生规律

一年发生 3代，以蜡质 3龄若虫及蛹附着在叶背越冬。盛发期

4～8月，第 1代成虫 4月出现，第 2代成虫 6月出现，第 3代成虫

8月出现。卵产于叶背，每头雌成虫产卵 125粒左右。有孤雌生殖

现象，所生后代均为雌虫。

3、防治方法

（1）人工摘除有虫叶片，利用其成虫对黄色有趋性，设置黄板

诱杀成虫。

（2）保护利用天敌如细蜂、瓢虫、草蛉、捕食螨等。

（3）虫量大时，1～2龄若虫盛发期建议药剂防治。可选用 20%

氰戊菊酯乳油 2000倍液，或 10％可湿性粉剂吡虫啉 l000～l500倍

液，25％噻虫嗪乳油 7500～10000倍液，2.5％功夫乳油 l500倍液等，

于清晨或傍晚施药，注意喷到叶背。

印发：各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植保网员单位

E-mail:csgy_zsx@yllhj.suzho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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