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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n叫卜黑果病病因的初步研究

王剑文 龙乙明 解继武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摘 要
· ‘

·

咖啡黑果主要致病因子为旋皮天 牛危害
,

故钾生理失调以及揭斑病菌俊染
。

咖啡旋皮

天牛虫害株率与黑果率呈显著相类(r一 0
.

6 5 6 8)
。

黑果果皮钾元素含黄较低
,

但有铝和 性

的积 军
。

在电镜下观察到果皮上有揭惫病菌的任染
.

文 中给 出又果病的化学和生态防治

方法
。

关健词 咖啡黑果 元素分析 旋皮天牛 褐斑病菌

咖啡黑果病在滇南咖啡基地普遍发

生
,

严重影响咖啡产量和品质
。

国内外见此

病报道
,

又名干果病
、

枯梢病
,

但对其形成

原因说法不一
。

我们分析了黑果的营养元

素状况及病虫害与黑果病的相互关系
,

对

黑果病病因开展了初步的探讨
,

为黑果病

的化学
、

生态防治方法提供理论参考
。

一
、

材料与方法

1
.

咖啡旋皮天 牛危害及又果的调鱼

试验地位于澜沧县富腊咖啡场
,

5 2 88

小粒种咖啡定植于 1 9 8 9 年
,

株行距为 Z x

1 米
·

19 91 年 1 1 月进行旋皮夭牛及黑果卿
害的调查

,

每小区 27 株
,

共 14 个随机 区

组
.

每组计算黑果数与正常果数的比率得

黑果率
,

同时调查夭牛危害株率
。

2
.

凤 果苦养元素诊断及病菌电镜观赛

取无夭牛危害植株上黑果果皮
、

果柄
,

经真空干燥
、

溅射镀膜
,

在 Li n k一8 60 能谱

仪上
,

应用电子探针对果皮表面
、

纵切面
、

果柄横切面进行元素分析
,

分析 电压为

ZoK ev
,

由计算机给出各元素的相对百分

比含量
。

.

另切取黑 果果皮
,

经 2
.

5 % (PI 行
.

0)

戍二醛 固定
,

丙酮系列脱水
,

临界点干操
,

S一10 。扫描电镜观察
.

取具褐斑病病斑叶

作对比观察
。

二
、

结果与分析

1
.

黑果病的形态特征

在果实即将成熟时
,

果实表面先出现

褐斑
,

逐渐变枯黑
。

有时伴随营养枝至结果

枝的逐渐干枯
,

呈典型的
“

回枯
”

症状
。

但有

些只在咖啡果上表现病状
。

经测定正常果

皮厚度为 0
.

92 毫米
,

而黑果果皮厚度仅为

。
.

35 毫米
,

同时观察到黑果果皮上气孔都

关闭
。

2
.

旋皮天牛与又果的相王关来

滇南咖啡基地突出的虫害是旋皮天牛

危害
,

据观测
,

危害率已达 13
.

8%
.

同时进

行夭牛与黑果危害率调查
,

小区回归统计

表明
:
Y (黑果率 ) = 11

.

31 + 。
.

42. 又 (旋皮

夭牛危害率)
,

df = 1 2
, r = o

·

6 5 6 8
,
t = 3

·

ol 7, p < 。
.

05
.

黑果率与虫害率呈显著的

正相关
。

总黑果率为 33
.

68 %
,

由虫害造成

的黑果率为 2 0
.

5 2 %
.

旋皮天牛幼虫对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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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树枝干树皮像旋式钻蛀
,

严重 影响果实 在黑果上有积或
。

咖啡结果时
.

果实大盘吸

的营养吸收
,

果实渐现褐斑而成干果脱落
。

收钾
,

是需钾量高的植物
。

钾的生理作用在

俞硕 (19 8 4) 的咖啡树环剥实验
,

也模拟证 于促进碳素同化
.

参与蛋白质合成
.

膨胀原

实了这点
。

生质胶体
。

咖啡头年结果过多或管理粗放
,

3
.

黑果的苦葬元素诊断 必然造成咖啡缺钾
,

导致生理失调
。

铝和锰

由于咖啡脱离原产地的生境(高海拔
、

是酸性土壤巾抑制作物生长的主要阳离

温凉气候
、

森林下层 )
,

对新的生峨(气候炎 子
,

果皮中铝
、

锰的高含量可能构成生理性

热
、

无荫蔽
、

结果多
、

管理粗放)发生病态的 毒害
。

值得注意的是黑果果俩中钾元素的

生理反应而导致黑果
。

我们对黑果与正常 高含蚤
,

存在着果柄与果皮之问钾运输的

果的元家分析表明 (见表 1 )
:

黑 果果皮含 阻断
,

有待深入研究
。

钾盘低
,

徽盘元素抓和铁含t 较低
,

铝和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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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福扁病原时咖啡果的徒染

咖啡揭斑病为演南咖啡签地常见的严
重病害

,

其病原为半知菌亚 门
,

几袍属真

菌
,

学 名 是 介比山户时
口
伐从

,

‘了。 召叮盛材

刀阅汤,
.

病害一般发生在叶上
,

产生卿形
,

边

缘揭色
,

中间灰白色的病斑
.

分生抱子串生
成鼠尾状

,

大小为 5
.

2 X 6 4
.

8 徽米
.

菌丝宽
2

.

2 徽米
,

多通过气孔侵入
.

我们发现鼠尾

状分生抱子可以断裂形成小型分生抱子
(球形

、

直径约为 3
.

。徽米)
。

由小型分生抱

子侵染果皮而成为果皮寄生真菌
,

病菌的

侵染引起果皮的揭变及千腐
。

三
、

结论与讨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
:

咖啡黑果是多种因

子造成的生殖生长不 良现象
,

致病因子主

要为旋皮夭牛危害
、

缺钾生理失调
,

褐斑病

菌侵染
,

过去的研究认为黑果属于咖啡树
生理

‘

回猪
”
的一种现象

,

忽视了病虫害对

结果的影响
。

针对上述病因
,

我们总结出了

化学和生态防治方祛如下
:

1
.

化学防治方法
:

建议在果期喷施 让

2%抓化钾或硫酸钾
,

并混喷
“

叶面宝
”

等微

肥
,

以补充生殖生长所需营养
。

同时喷施
l%波尔多液

,

抑制真菌病原侵染
。

在入冬

期用 1伪 倍的甲胺磷
、

软化乐果等农药喷

干
,

杀死旋皮天牛幼虫
。

从补钾
、

灭菌
、

杀虫

三方面抑制黑果病的发生
。

2
.

生态防治方法
:
采用群落组合栽培

,

模拟咖啡原产地生垅一方面为咖啡生长
创造良好生境

.
另尸方面

,

由于荫蔽度的增

加
,

达到减少旋皮天牛危害
,

控制黑果病发

生的作用 (见表 2)
。

咖啡人工群落结构
.

能

较好地发挥经济
、

生态
、

社会三大效益
,

是

今后防治黑果病的主要方法
。

表 2 橄胶一咖啡组含结构中天牛
、

燕果危害状况
结结 钩钩 价蔽度度 夭牛甩甩 燕 银率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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