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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林业疾病防治技术领域，具体是

涉及到一种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配置如下重量原料组分，山苍子提取物1‑

3％，柠檬醛4‑8％，乙醇10‑15％，余量为水；然后

将其喷洒到板栗树的树叶和树干上，所述山苍子

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将山苍子研磨成粉，和水

混合，调节pH至4‑6，然后在微波下加热，得到加

热液，将加热液和乙醇混合，加热至80‑90℃，回

流提取，得到山苍子提取物；本申请原料简单，成

本低廉，防治效果好，既可以有效防治，又可以在

发生疫病后有效灭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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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配置如下重量原料组分，山苍子提取物1‑3％，柠檬醛4‑8％，乙醇10‑15％，余量为水；

然后将其喷洒到板栗树的树叶和树干上，所述山苍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将山苍子研磨

成粉，和水混合，调节pH至4‑6，然后在微波下加热，得到加热液，将加热液和乙醇混合，加热

至80‑90℃，回流提取，得到山苍子提取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其特征是，配置如下重量原料组分，山苍

子提取物2％，柠檬醛5％，乙醇15％，余量为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其特征是，山苍子研磨成粉的粒径为100‑

200目。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山苍子提取物的

制备方法中，山苍子粉和水的重量比为1:5‑10。

5.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其特征是，调节pH的物质为硫

酸。

6.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其特征是，加热液和乙醇的重量

比为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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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林业疾病防治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到一种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板栗疫病是一种侵染板栗树的病原菌导致的疾病，引起板栗疫病的病原菌多为板

栗疫病菌，其为一种单倍体丝状真菌，这种病菌繁殖速度快，侵染能力强，传播速度快，一旦

发生就会很快蔓延到整片板栗树林，由于湖南山地多，适于板栗树的生长，在湖南具有较多

的板栗林，其一般为整片板栗树林，一旦发生疫病，损失较大。

[0003] 为了防止板栗疫病，有些采用喷洒良性菌的方式，达到良好的微生物环境，排斥病

原菌的生长环境，比如蜡样芽胞杆菌，黄色篮状菌，多粘类芽孢杆菌等，这种方式需要培养

和保持病菌，较为麻烦和繁琐，且难以有效的评估防治效果。

[0004] 有些不仅仅从生物防止的角度，而且从整体全过程的方式提供防治，比如专利

CN201710944181.7公开了一种板栗病虫害的防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施肥管理：在板栗树苗生长期间，在板栗树苗底部圆周10～20cm处，以1mL/min

的速度滴灌抗虫病液体肥和水的水肥混合物，板栗树花开期间每天的施用量为100～200g/

株，板栗树结果期间每天的施用量为150～250g/株；

[0006] (2)病虫害防治管理：12月下旬修剪清除有虫瘿的枝条，保留枝条基部着生休棉芽

的部分外，其余全部剪除，然后在伤口部位喷涂修复液，接着用草绳包覆伤口60天；6月下

旬，按800～1500g/min对板栗树喷洒生物杀虫液；

[0007] (3)混合种植管理：在板栗树下按照4：1的比例混合种植柠檬和茉莉，其中柠檬的

种植规格为4m×3m，茉莉的种植规格为2m×1.5m；在春季至秋季时节，在板栗树周围按3只/

m2的密度散养黑卵蜂。

[0008] 其同时还配备抗虫病液体肥，配方为：按重量份数计，将15～32份红豆杉、25～40

份松针、5～10份鱼粉、8～13份贝壳粉、10～18份茶叶、1～5份夹竹桃、25～50份腐熟羊粪和

10～25份葡萄酒酒糟进行混合处理后，放入发酵罐，在25～35℃下密封发酵2～4天，然后放

入高压反应釜中，通入二氧化碳气体，在温度为31℃、压力为72～75atm的条件下反应45～

60min，将料液过滤，所得滤液即为抗虫病液体肥。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原料简单，成本低廉，

防治效果好，既可以有效防治，又可以在发生疫病后有效灭杀。

[0010] 本发明的内容包括一种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配置如下重量原料组分，山苍子提取物1‑3％，柠檬醛4‑8％，乙醇10‑15％，余量为

水；然后将其喷洒到板栗树的树叶和树干上，所述山苍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将山苍子研

磨成粉，和水混合，调节pH至4‑6，然后在微波下加热，得到加热液，将加热液和乙醇混合，加

热至80‑90℃，回流提取，得到山苍子提取物。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13575619 A

3



[0012] 配置如下重量原料组分，山苍子提取物2％，柠檬醛5％，乙醇15％，余量为水。

[0013] 山苍子研磨成粉的粒径为100‑200目。

[0014] 所述山苍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中，山苍子粉和水的重量比为1:5‑10。

[0015] 调节pH的物质为硫酸。

[0016] 加热液和乙醇的重量比为1:3‑5。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利用山苍子提取物1、柠檬醛和乙醇作为防止有效成

分，有效的灭杀办理病原菌，针对不同的板栗头抗病试验结果显示，其可以有效的杀灭病原

菌。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1

[0019] 一种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配置如下重量原料组分，山苍子提取物2％，柠檬醛5％，乙醇15％，余量为水；然后

将其喷洒到板栗树的树叶和树干上，所述山苍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将山苍子研磨成粉，

粒径为过150目晒，和水混合，山苍子粉和水的重量比为1：10，用硫酸调节pH至6，然后在微

波(微波功率为915MHz)下进行加热，加热时间为5min，得到加热液，将加热液和乙醇混合，

加热液和乙醇的重量比为1:4，加热至80℃，回流提取，得到山苍子提取物。

[0021] 实施例2

[0022] 一种防治板栗疫病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配置如下重量原料组分，山苍子提取物3％，柠檬醛8％，乙醇10％，余量为水；然后

将其喷洒到板栗树的树叶和树干上，所述山苍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将山苍子研磨成粉，

粒径为过100目晒，和水混合，山苍子粉和水的重量比为1：5，用硫酸调节pH至6，然后在微波

(微波功率为915MHz)下进行加热，加热时间为5min，得到加热液，将加热液和乙醇混合，加

热液和乙醇的重量比为1:5，加热至80℃，回流提取，得到山苍子提取物。

[0024] 对比例1

[0025] 配置如下重量原料组分，柠檬醛7％，乙醇15％，余量为水，然后将其喷洒到板栗树

的树叶和树干上。

[0026] 实验例1

[0027] 选取无病害症状，树体健壮、粗细均匀的铁栗头板栗枝条，杀菌消毒后晾干，用5mm

的打孔器在每个枝干的正中央打孔至木质部，将疫病菌菌丝块接种于孔内，琼脂作空白对

照，每日每孔滴加2滴实施例1或对比例1的药物，无处理组为不滴加任何药液，空白对照组

为不接种任何疫病病原菌菌丝，统一放置在90mm的培养皿中，28℃恒温培养，每日观察并记

录枝条的发病率以及病斑的横向、纵向长度，计算病斑面积，根据接种后第20d天的数据计

算‘铁栗头’的发病率和病斑面积，每个处理5个孔，3个重复，得到如表1所示的数据。

[0028] 表1不同处理组的发病率和病斑数值

[0029] 标准 发病率％ 病斑面积cm2

无处理组 80 >24

空白对照组 0 0％

实施例1 2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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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1 47 12.8

[0030]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本申请的药液可以有效的灭杀病原菌。

[0031]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以上任何实施例的讨论仅为示例性的，并非

旨在暗示本公开的范围(包括权利要求)被限于这些例子；在本公开的思路下，以上实施例

或者不同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之间也可以进行组合，步骤可以以任意顺序实现，并存在如

上所述的本申请中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不同方面的许多其它变化，为了简明它们没有在细

节中提供。

[0032] 本申请中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的宽泛范围之内的所有

这样的替换、修改和变型。因此，凡在本申请中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

的任何省略、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公开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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