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西地区是四川省重要的优质蚕茧产区，由于

得天独厚的条件，非常适宜栽桑养蚕，到!""#年，攀

西地区已有$%万农户从事栽桑养蚕，累计种植桑树

$"&’亿株，鲜茧年产量达到$#，%""吨，蚕农售茧收入

达到$&’!亿元，极大地带动了当地蚕丝业及相关产

业的发展。随着桑树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桑树病

害的发生日趋严重，严重影响了该地区蚕桑生产的

发展。为了弄清攀西地区桑树病害的发生情况，从

而进一步研究其防治措施，我们从!""$年开始，对攀

西地区桑树病害的发生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

究，基本查明了该地区桑树病害的发生危害情况，

并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现分述如下：

$ 攀西地区桑树病害发生情况
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鉴定，发现攀西地区桑

树病害有$(种，其中真菌病害发生最为严重，雨季有

零星的细菌病害发生，局部地方出现病毒和生理性

病害，发生普遍或危害严重的病害有)种为：桑褐斑

病、桑膏药病、桑树断梢病、桑里白粉病、桑污叶病、

桑紫纹羽病、桑根瘤线虫病、桑树萎缩病。其中桑褐

斑病发病普遍，发病后造成的桑叶损失量最大，桑

紫纹羽病为检疫性对象，虽然目前在桑区只有零星

发生，但其传播速度快，危害极为严重且防治极为

困难，这两种病害对桑树生产的威胁最大，必须引

起重视并重点加强防范，其余各病在弄清其发病规

律的情况下，应结合桑树栽培措施进行防治。

! 八种主要桑树病害的种类及发

生为害特点

!&$ 桑 褐 斑 病 （!"#$%&’%"() )%*+ ,*+%-+ "$
./0/*/）

属半知菌亚门，腔孢纲，黑盘孢目，黑盘孢科，粘

格孢属真菌。

分布及为害情况：在攀西地区所有蚕区均有不

同程度的发生，尤其在安宁河流域的西昌市、德昌

县、米易县发生较为严重。据田间调查，密植桑园比

四边桑发生严重。该病在攀西地区从春到秋均有发

生，主要危害桑叶，每年损失桑叶量在)*左右。

症状：每年%月份雨季到来时，桑园内部分桑叶

正背两面开始出现淡褐色、水渍状病斑，桑褐斑病初

发时，病叶尚可喂蚕。随着病斑的扩大，相邻桑叶也

出现明显的病斑。受害严重时，病斑多而大，往往连

接成片，使病叶枯萎或整叶腐烂，严重影响桑叶的产

量和质量。

!&! 桑 紫 纹 羽 病 （1"’+.%2/-+3+() )%)#/
4/5/6/）

属担子菌亚门，层菌纲，木耳目，木耳科，卷担菌

属分布及为害情况：在攀西地区的会东等县有零星

发生，但传播和为害极为严重，该病多发生在成片桑

园，造成大量桑树烂根死亡。病菌可通过土壤、流水、

工具进行传播，并能与其它树种和农作物，如桃、李、

茶、花生、大豆等相互传染。

症状：春季桑树不发芽，或发芽迟发芽差，或发

芽后生长缓慢，幼叶发黄萎缩。遇高温，叶芽迅速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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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攀西地区是四川省主要的蚕桑生产基地，随着蚕桑业的不断发展，桑树病害的发生日趋严重，严重地影响了

该地区蚕桑业的发展。为了全面的弄清攀西地区桑树病害的发生情况，自!""$年起我们对该地区桑树病害的种类、

分布、为害症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基本弄清了攀西地区桑树病害的发生有$(种，其中主要病害有)种，并

针对桑树主要病害在攀西地区发生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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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甚至全株枯死，很容易将枯树拔起。检查根部，

可见紫红色菌丝膜，覆盖根颈部。病根失去新鲜光

泽，逐渐变为黄褐色，最后发展为黑褐色。或在病根

上有紫色菌丝束纵横交错成网状，并附着有半球型

菌核。

!"# 桑 膏 药 病 （!"#$%&’()*)+, #"*)-"..’$+,
（!-/0）1#’$2!1&%3%4)"5(" 6’$）

属担子菌亚门，层菌纲，木耳目，隔担子耳科，

隔担子耳属。

分布及为害情况：在攀西地区各蚕区均有发

生，其中普格县、宁南县、盐边县发生较为严重。中

高干桑比成片密植低干桑发生严重，树龄长的桑树

比树龄短的桑树发生严重，平坝桑比坡地桑发生严

重。该病主要为害桑树的枝干，造成树势衰弱，甚至

整株桑树死亡。

症状：菌膜寄生在桑树主支干背阴处，形成膏

药病的菌丝膜较平滑，发病初期无色，以后逐渐形

成轮纹状，中央为暗灰色，外层为暗褐色，边缘为灰

白 色 ，菌 膜 老 化 时 ，表 面 龟 裂 ，周 围 又 产 生 新 的 菌

膜。

!"$ 桑断梢病（7)&%4)’ -’4+5-+.%+)*"(（()"3.1"$
8"59 ）0/"$: "$ 0%.;1）

分布及为害情况：在攀西地区各蚕区均有发

生， !%%&年在宁南、普格等县发生较为严重，该病

为害新梢，造成新梢从基部折断。

症状：新梢基部皮层慢慢由点线状斑点扩展成

块斑至四周圆斑，发病轻的新梢病斑处产生愈伤组

织，呈灰褐色龟裂状的瘤子，发病重的新梢病斑下

陷，新梢基部上粗下细，遇风雨天气或采桑触动，新

梢从患处折断，’型倒挂树上。

!"( 桑 里 白 粉 病 )65<..’-$)5)’ ,%4)-%.’ =61
>"551）>%,,’!

属子囊菌亚门，核菌纲，白粉菌目，白粉菌科，

球针壳属。

分布及为害情况：在攀西地区各蚕区均有发

生，尤其在*+&&月是盛发期。为害晚秋叶片，被害叶

背满布白粉，虽不凋萎，但营养降低，提早硬化。成

片桑园发生比大行桑、四边桑严重。充场、湖桑等品

钟比南一号、云桑一号、云桑二号严重。

症状：多发生在枝条基部老熟叶上，嫩叶不受

侵害。该病发生初期可见白粉斑，叶背生白霉状，逐

渐扩大为圆斑状，再连接满布叶背。

!", 桑污叶病（7.’($"4%(#%4)+, ,%4) (<*）

属半知菌亚门，丝孢纲，丝孢、暗梗孢科，穿孢

霉属。

分布及为害情况：在攀西地区各蚕区均有为害，

主要在正晚秋发生，常与里白粉病发生在同一叶片

上。病叶背面生一层煤灰状物，使叶片硬化，叶质降

低，不宜养蚕。

症状：该病初发时，叶背生煤烟状病斑，逐渐扩

大，遍及全叶，易脱落污染健叶。其叶表与病斑相对

部分呈现黄灰色或暗褐色斑，常与里白粉病形成黑

白混生病斑。

!"- 桑 根 瘤 线 虫 病 （?".%)*%3)<5" ’4"5’4)’
@"’.）

属线形动物门，线虫纲，侧尾腺口亚纲，垫刃线

虫目，异皮线虫科，根结线虫属。

分布及为害情况：在攀西地区德昌、雷波、冕宁

等县蚕区均有发生。该病在苗圃发生较多，成片桑园

有零星发生。桑树桑苗受害，发育受阻，树势衰弱，植

株矮小，叶片逐渐枯黄，甚至凋萎死亡。该病常伴随

紫纹羽病发生。

症状：线虫侵入桑树根系组织后，在吸食营养过

程中，能分泌唾液，刺激根系细胞变形增大，形成大

小不等的“根瘤”。根瘤呈球形，初黄白色，光滑而坚

实，剖开根瘤可见乳白色半透明状的雌成虫。其后根

瘤变成褐色，最终发黑腐烂，导致整株桑树死亡。

!". 桑树萎缩病（?<-%#.’(,’—.)9" %43’5)(,(）
分布及为害情况：攀西地区近几年在德昌等蚕

区有零星发现。据田间调查：该病主要发生在地势低

洼的高密植桑园内。患病桑树出现萎缩症状，枝条细

弱，严重影响桑叶的产量和质量。

症状：发病初期桑树枝条顶端的桑叶缩小变薄，

叶脉变细，微微向反面卷曲，叶色变黄。随着病情加

重，叶形更加缩小，卷曲更加严重，枝条节间变短，侧

枝增多，腋芽不断萌发，!+#内枯死。

# 攀西地区桑树病害的防治对策

!"& 加强检疫 针对检疫性病害桑紫纹羽病防

重于治，各地蚕业部门要增强检疫意识，在购买调运

桑种、桑苗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检疫规程执行，防止

检疫对象通过桑种、桑苗带进攀西地区。

!"! 改进栽培方式 攀西地区桑树病虫害发

生呈上升趋势与该地区近几年桑树栽植方式的变化

有密切的关系。桑园高度密植，能快速投产，尽快见

效，但桑园通风透光差，容易患病，并快速传播。因

此，在桑树栽植上，应降低栽植密度，栽桑数量控制

在#%，%%%株 / 01!以内，采用宽窄行的栽植方式，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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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树干。搞好桑园排水和施肥，以增强桑树的抗

病力。

!"# 做好预测预报 病害的发生有一定的规

律性，应落实专人负责桑树病害的预测预报工作，

建立预测预报点，搞好田间调查和记录，发现苗头，

及时向相关部门和临近县通报，统一组织防治，将

病源控制在扩展蔓延之前。

!"$ 适时清除病源 对传染性强的桑紫纹羽

病、桑根瘤线虫病、桑树萎缩病，发现一株病株及时

挖出销毁，以防止扩散。在桑树冬管的过程中，要将

枯枝落叶收集起来，进行烧毁，以杀灭越冬病菌。对

传播病菌的昆虫要及时进行防治，以切断桑病的传

染途径。

!"% 选择抗病品种 据对比研究，云桑一号、

云桑二号、南一号对桑褐斑病的抗病力较强。嘉陵

!&、湖桑品种对桑树萎缩病的抗病力较强。各地要根

据当地的栽培品种和病害发生的情况，筛选推广适

宜当地的优良抗病品种。

!"’ 化学防治 桑膏药病采用竹片刮膜，喷刷

石硫合剂防治效果较好。桑褐斑病、桑树断梢病、桑

污 叶 病 、 桑 里 白 粉 病 主 要 采 用%&(的 多 菌 灵 粉 剂

)&&&*)%&&倍液或+&(托布津可湿性粉剂)，%&&倍液

进行叶片喷撒防治，效果比较理想，在防治过程中，

最好进行统一防治。对桑紫纹羽病、桑根瘤线虫病、

桑树萎缩病挖出病株后，应及时用)(的甲醛溶液进

行土壤消毒，并用草或薄膜覆盖)*!,。然后改种其它

作物，轮作$*%年方可栽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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