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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

成活率的方法，通过在整地阶段向地表撒施有效

活菌数≥435亿/克的淡紫拟青霉菌剂可湿性粉

剂实现生物防治根结线虫病的效果；用敌克松进

行土壤消毒以及在定植阶段坑深的三分之二处

向每株苗木均匀撒施克百威颗粒60g实现化学防

治根结线虫病的效果；通过（1）在整地阶段之前

选用前茬为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或未栽植过

楸树的地块；（2）苗期与小麦、玉米、葱、蒜等间

作；（3）修根降低虫口密度以及在浇水阶段连续

浇透水两次等多种措施实现物理防治根结线虫

病的效果；使用本申请的技术方法，苗木成活率

可达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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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整地：将施淡紫拟青霉菌剂可湿性粉剂与细沙按1∶10的质量比混合后撒施，施

淡紫拟青霉菌剂用量为2.5～3  千克/亩；随后对地块进行全面深耕细作，施足底肥，深翻30 

cm，并用含对二甲胺基苯重氮磺酸钠（敌克松）的消毒液对土壤进行消毒；整地结束后，挖好

树坑待用；

步骤二：修根处理：逐株剪去病苗根部所有米粒状虫瘿或病瘤，仅保留健康根系；每次

修剪病根后剪刀用75%酒精消毒再继续使用，得到修根后苗；修剪下来的病根集中焚毁处

理；

步骤三：定植：将修根后苗放入事先挖好的树坑中，坑内先填入坑深2/3的土壤，在表面

均匀撒施有效成分质量占比为3%的克百威颗粒，每株苗木克百威颗粒用量60克，填埋剩余

的土，随后培土封穴；

步骤四：浇水：苗木定植后立即浇透水1次，隔2天再浇透1次；浇水过程中扶正苗木，根

部培土；

步骤五：苗期管理：入冬后，除自树梢顶部向下0.5m外，其余树干缠绕防冻布，待翌年5

月楸树发芽后解除防冻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中，整地地块选用前茬为小麦、玉米或其他禾本科作物或者未栽植过楸树的地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中，使用的淡紫拟青霉菌剂可湿性粉剂每克有效活菌数不小于435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三中，定植时间为秋季落叶后或春季萌芽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五中，苗期苗木与小麦、玉米、葱、蒜的一种或几种间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五中，苗期管理还采用喷壶喷水，保持土壤湿润但不积水；及时中耕、松土、除草，监察树

木状态、注意防治地下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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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本植物苗木培育中的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

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楸树（Catalpa  bungei）为落叶乔木，高大挺拔、树姿优美、材质优良，具有生长快、

干形好、抗性强、观赏性高等特点，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是优良的园林绿化树种、高档

的用材树种、理想的农作物间作树种及水土保持树种，已成为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优良树种

之一。

[0003] 近年来，楸树根结线虫病在山东普遍发生，楸树苗期常遭受根结线虫危害，导致育

苗失败，给楸树产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威胁。调查发现，目前在一些楸树种苗繁育基地，根

结线虫病种苗带病率高达70%以上，部分田块甚至100%带病，带病种苗一旦定植，病原根结

线虫可以反复危害新生的幼嫩根尖。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田间病原线虫数量不断积累，病

害发生程度不断加重，对树体造成的危害也将日益严重。生产中大面积感染根结线虫病，普

遍的做法集中焚毁，重新种植，损失惨重。尤其是对于多年培育出来的新品种，本身新品种

苗木就非常紧缺，一旦大面积感染根结线虫病，直接影响新品种繁育推广的进程。

[0004] 因此急需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技术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下楸树苗木生产中大面积感染根结线虫病后，不得不铲除苗

木集中焚毁，造成严重损失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采

用生物防治、化学防治以及物理防治相结合的手段达到恢复染病楸树苗木生长势的目的。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申请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整地：将施淡紫拟青霉菌剂可湿性粉剂与细沙按1∶10的质量比混合后撒

施，施淡紫拟青霉菌剂用量为2.5～3  千克/亩；随后对地块进行全面深耕细作，施足底肥，

深翻30  cm，并用含对二甲胺基苯重氮磺酸钠（敌克松）的消毒液对土壤进行消毒；整地结束

后，挖好树坑待用；使用淡紫拟青霉菌剂，不仅能明显抑制线虫侵染，还能促进植物根系与

植株的生长；施足底肥，深翻30cm，并用敌克松进行土壤消毒，目的是增加地力、提高长势、

减少线虫数量、减少病害；

步骤二：修根处理：逐株剪去病苗根部所有米粒状虫瘿或病瘤，仅保留健康根系；

每次修剪病根后剪刀用75%酒精消毒再继续使用，得到修根后苗；修剪下来的病根集中焚毁

处理；降低虫口密度目的是提高防治效果；

步骤三：定植：将修根后苗放入事先挖好的树坑中，坑内先填入坑深2/3的土壤，在

表面均匀撒施有效成分质量占比为3%的克百威颗粒，每株苗木克百威颗粒用量60克，填埋

剩余的土，随后培土封穴；在坑深2/3处撒施3%克百威颗粒60克，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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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成本；待浇水后快速溶解药剂渗透到根部，被根系最大程度的吸收达到快速杀灭根结

线虫的效果；

步骤四：浇水：苗木定植后立即浇透水1次，隔2天再浇透1次；浇水过程中扶正苗

木，根部培土；浇水既是苗木成活率的保证，同时针对根结线虫易缺氧窒息死亡的特点达到

辅助灭杀根结线虫的效果；

步骤五：苗期管理：入冬后，除自树梢顶部向下0.5m外，其余树干缠绕防冻布，待翌

年5月楸树发芽后解除防冻布。

[0007] 作为优选，步骤一中，整地地块选用前茬为小麦、玉米或其他禾本科作物或者未栽

植过楸树的地块，目的是防止重茬，增加线虫危害。

[0008] 作为优选，步骤一中，使用的淡紫拟青霉菌剂可湿性粉剂每克有效活菌数不小于

435亿。

[0009] 作为优选，步骤三中，定植时间为秋季落叶后或春季萌芽前。

[0010] 作为优选，步骤五中，苗期苗木与小麦、玉米、葱、蒜的一种或几种间作；苗期与小

麦、玉米、葱、蒜等间作既能防止线虫传播，同时还能提高经济效益。

[0011] 作为优选，步骤五中，苗期管理还采用喷壶喷水，保持土壤湿润但不积水；及时中

耕、松土、除草，监察树木状态、注意防治地下害虫。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在于：

1、本申请的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通过在整地阶段向地表

撒施有效活菌数≥435亿/克的淡紫拟青霉菌剂可湿性粉剂、用敌克松进行土壤消毒以及在

定植阶段坑深的三分之二处向每株苗木均匀撒施克百威颗粒60g实现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

相结合的措施达到消灭根结线虫病的效果；通过在整地阶段之前选用前茬为小麦、玉米等

禾本科作物或未栽植过楸树的地块以及在苗期与小麦、玉米、葱、蒜等间作、添加修根环节

降虫口密度以及在浇水阶段连续浇透水两次等多种措施实现物理防治根结线虫病的效果；

本申请通过化学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物理防治相结合施用的方法使染病楸树苗木

的生长势有效恢复到旺盛条件并且成活率高达95%以上，有效提高苗木生长量；

2、本申请的一种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法可以为新品种、良种快速

繁育实现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且与现有的楸树苗木培育技术以及楸树特性不冲突，具有

良好的实际应用之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合。

[0014]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还可

以采用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实施，因此，本发明并不限于下面公开说明书的具体

实施例的限制。

[0015] 实施例1，实施地点：单县生态农场；定植时间：2022年11月22日；楸树品种：鲁楸1

号、鲁楸2号、楸选8365以及楸选8301。

[0016] 整地：选用的实施地点前茬种植海棠，未种植过楸树，理平土地，将有效活菌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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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等于435亿/克的施淡紫拟青霉菌剂可湿性粉剂与细沙按1∶10的质量比混合后撒施，施

淡紫拟青霉菌剂用量控制在每亩地2 .5～3  千克；随后对地块进行全面深耕细作，施足底

肥，深翻30  cm，并用含对二甲胺基苯重氮磺酸钠（敌克松）的消毒液对土壤进行消毒；整地

结束后，挖好树坑待用；

修根处理：逐株剪去病苗根部所有米粒状虫瘿或病瘤，仅保留健康根系；每次修剪

病根后剪刀用75%酒精消毒再继续使用，得到修根后苗；修剪下来的病根集中焚毁处理；

定植：将修根后苗放入事先挖好的树坑中，坑内先填入坑深2/3的土壤，在表面均

匀撒施有效成分质量占比为3%的克百威颗粒，每株苗木克百威颗粒用量60克，填埋剩余的

土，随后培土封穴；

浇水：苗木定植后立即浇透水1次，隔2天再浇透1次；浇水过程中扶正苗木，根部培

土；

苗期管理：苗期楸树苗木与小麦间作，入冬后，除自树梢顶部向下0.5m外，其余树

干缠绕防冻布，待翌年5月楸树发芽后解除防冻布；其他苗期管理措施同常规苗木抚育管

理：在楸树出苗期可以采用喷壶喷水，保持土壤湿润，楸树苗木出齐后要保持土壤湿润，但

不要积水；楸树苗期还要及时中耕、松土、除草，注意防治地下害虫。

[0017] 苗期管理结束后计算实施例1苗木成活率并对实施例1的苗木进行统计，其结果如

表1所示，

表  1  实施例1各品种楸树成活率统计表

通过表1可以看出，使用本申请的一种提高提高感染根结线虫病楸树成活率的方

法能够实现成活率在95%以上。

[001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其他形式的限制，任何

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效

实施例应用于其他领域，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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