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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植物常见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
杜娟萍

（乐业县园林管理所，广西 乐业 533200）

摘　要　强化针对园林植物花卉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俨然已经成为当下展开园林管理的工作要点。这就需要相关

管理部门明确园林绿化植物的常见病虫害类型，做好对应的监测与防治工作，确保园林植物能够维持其正常生长

状态并展现其观赏效果。文章就几种园林绿化植物中常见的病虫害类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希望能够为同行业工作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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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在其正常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受周边环

境因素的影响使得其经常遭受到各种病原菌以及害虫

的侵害，对园林植物的生长状态以及展现的观赏效果

将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为此，强化针对园林植物

花卉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应作为现阶段的园林管理要

点。由于常见病虫害类型较多，因此需要针对病虫害

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防治方案，从而保证防治效果。

1 虫害

1.1 食叶类害虫

1.1.1 刺蛾类

1.类型：

一是黄刺蛾，其主要的危害苗木为樱花、悬铃木、

石榴以及山茶等，越冬虫态以老熟幼虫为主，主要的

越冬场所与方式为苗木上结茧，危害时期一般在 6月

的下旬至 8月的中下旬。

二是扁刺蛾，其危害的苗木主要有山茶、紫藤以

及桂花等，越冬虫态以老熟幼虫为主，越冬场所与方

法为土中结茧，主要的危害时期为 5月下旬至 7月中旬，

部分危害更可持续到次年 4月 [1]。

三是褐刺蛾，主要危害的苗木包括法国冬青、梅

花以及腊梅等，越冬虫态以老熟幼虫为主，越冬场所

与方法为土中结茧，危害的时期主要在 6月中旬至 7

月中旬，部分危害在 8月下旬爆发至 9月下旬基本结束。

四是褐边绿刺蛾，主要危害的苗木包括杨树、柳树、

白玉兰以及悬铃木等，越冬虫态以幼虫及老熟幼虫为

主，越冬场所与方式主要为枝干的上部与下部结茧，

危害的主要时期在 6~7月，部分在 8月爆发至 9月基

本结束。

2.危害。可将刺蛾类危害总结为以下几点：刺蛾

幼虫经常对树叶的汁液、表皮以及叶肉进行啃食，在

啃食过后往往只会将树叶的上表皮留下，树叶上将形

成圆形的透明斑点 [2]；幼虫成长至 3龄后将使得危害增

大，甚至在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会将树木的叶片全部啃

食干净，仅仅保留部分的叶脉与叶柄，对植物的正常

生长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甚至直接使植物完全枯

死 [3]；刺蛾的幼虫通常表面长有大量的毒毛，人与之接

触后会使皮肤有刺痛感，便会迅速引发红肿与剧痛，

这也是需要重点对公园以及行道树等主要绿化区域展

开全面防治的主要原因。

3.防治方法：

一是选择使用药剂防治方案。由于刺蛾类的幼虫

对于药剂整体抵抗力相对较弱，因此建议喷洒 90%浓

度的晶体敌百虫的 1000倍液、25%浓度的亚胺硫磷乳

油 1500~2000倍液，也可使用 80%浓度的敌敌畏乳油。

二是生物防治。若能够在刺蛾幼虫的主要发生期

内喷洒适量的青虫菌，其每一克包含 100亿孢子 1000

倍液，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将使得幼虫的感病率提升

至 80%以上 [4]。若能够同时将其与 0.3%浓度的茶枯或

0.2%浓度的中性洗衣粉混合，即可将防治效果进一步

提升。也可使用每克含有 1000亿孢子的白僵菌粉，0.5~1

千克，可在雨天用以对 1~2龄的幼虫进行防治。

三是黑光灯防治。多数刺蛾类幼虫具有明显的趋

光习性，因此在幼虫成虫的羽化期内，若能够在园林

植物中设置一定数量的黑光灯进行诱杀，则能够起到

较为明显的防治效果 [5]。

1.1.2 袋蛾类

1.类型：

一是大袋蛾，主要危害的苗木包括刺槐、悬铃木

以及泡桐等，越冬虫态以老熟幼虫为主，越冬场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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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树上结带囊，主要危害的时期为 6月中旬至 9月。

二是茶袋蛾，危害的苗木主要包括石楠树、香樟

树以及紫荆等，越冬虫态以 3~4龄的幼虫为主，越冬

场所与方式为树上结带囊，主要的危害时期为每年的 6

月至 10月。

2.危害。袋蛾的幼虫以植株的嫩叶、嫩枝条以及

幼果为食，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将整棵树木的叶片啃

食干净，只留下秃枝光干，将会对树木的生长造成严

重影响，直至使得植株的全部枝条枯萎或枯死。

3.防治方法。袋蛾具有集中危害的特点，通过将产

生虫害的枝条及时剪除即可起到灭杀幼虫的作用 [6]；害

虫的越冬袋囊通常高高挂于树枝之上，可使用人工摘

除的方式将其灭杀；在袋蛾的幼虫期就需要喷洒 90%

浓度的晶体敌百虫、50%浓度的锌硫磷乳油，又或是

喷洒 50%的乙酰甲胺磷乳油的 1000~1500倍液，其中

敌百虫所起到的防治虫害的效果最好。

1.2 吸汁类害虫

1.2.1 蚜虫类

1.类型：

一是桃蚜，主要危害的苗木包括海棠树、苹果

树以及绝大部分的花木，越冬虫态以卵为主，主要的

越冬场所为枝条的梢芽与裂缝小枝，危害时期集中在

四五月份，夏秋两季将会对草本花卉产生极大的危害。

二是月季长管蚜，主要危害的苗木为月季与蔷薇，

越冬虫态以成蚜为主，主要的越冬场所为嫩芽与叶片

背面，主要危害的时期集中在 4月的中旬至 5月，以

及 8月至 10月。

三是棉蚜，主要危害的苗木包括木槿、一串红以

及石榴等，越冬虫态以卵为主，主要的越冬场所为枝

条，危害时期集中在 3月至 5月，该时期主要对石榴

以及木槿等木本花卉将会造成较大危害，进入 6月至 9

月则将会对菊花等草木花卉造成严重危害。

2.危害。蚜虫也被称之为粘虫，主要的颜色包括

黄色、绿色以及黑色等，通常集中聚集在苗木的嫩叶

以及嫩枝上，将会对树木的枝叶进行持续的吮吸，进

而对芽心与花瓣造成严重危害 [7]。受到危害影响的植株

的叶片将会有发黄变形的现象产生，同时花蕾将会严

重破坏，整个花期也将缩短。

3.防治方法。主要的喷药部位集中在重要的植株

生长点位以及叶片的背面，可使用 1.8%浓度的阿维菌

素的 3000~5000倍液作为主要的防治药剂，也可以使

用50%浓度的抗蚜威可湿性粉剂配置1500~2000倍液，

将对蚜虫起到极佳的灭杀效果 [8]。需要注意的是，梅花、

桃花以及蔷薇科的花卉在使用乐果或氧化乐果等药剂

后极有可能产生药物危害，因此应避免使用此类药剂，

而敌敌畏对于榆叶梅以及梅花等将会产生明显药物危

害，若有使用需要则应尽量小心。

1.2.2 叶蝉类

1.类型：

一是大青叶蝉，主要危害的苗木包括李子树、樱

花树、杨树以及柳树等，越冬虫态以卵为主，主要的越

冬场所为苗木枝条的皮层内部，危害集中在 5~11月份。

二是小绿叶蝉，主要危害的苗木包括桃树、樱花

树以及梅树等，越冬虫态以成虫为主，越冬场所主要

为树皮缝以及杂草丛中，主要的危害时期为 5月下旬

至 6月中旬，以及 10月中旬至 11月中旬。

三是桃一点斑叶蝉，主要危害的苗木包括月季、

蔷薇、山茶以及柑橘等、越冬虫态以成虫为主，越冬

场所主要为常绿树木，或是周边的杂草丛中，主要的

危害时期集中在 7~8月份，具有世代重叠较为明显的

特点。

2.危害。叶蝉类害虫主要的危害为传播各类病毒

病，并可能在其生长过程中堵塞部分苗木的韧皮部管

道，影响到苗木营养的传送及时性。

3.防治方法。可以使用 2.5%浓度的溴氰菊酯可

湿性粉剂配置的 2000倍液作为防治药剂，也可以使用

90%浓度的敌百虫原液配置为 800倍液。在使用药物

展开防治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从苗木种植区域的周边

开始至中间进行环绕喷药，且需要在中间区域将药量

适当增大 [9]。同时，需要及时清理时区域的杂草，从而

破坏叶蝉类害虫的生活环境。

2 病害

2.1 白粉病

白粉病危害的苗木主要包括芍药、月季、丁香花

以及桃树等。最为显著的病症危害主要体现在叶片上，

在白粉病的发病初期将会使得植株的叶片产生针尖大

小的白色粉末，随后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为

颜色为污白色进土黄色的圆形斑点 [10]。后期发病严重

的情况下，将会使得叶片覆盖一层厚厚的白粉，这也

是白粉病的典型症状。该症状的发病规律主要与温湿

度有关，例如在 25℃ ~30℃的温度与 85%~90%的相对

湿度条件下，将增大白粉病的发生风险，在 8~9月份

发病相对较多。

针对白粉病的防治方法主要包括两点：第一，需

要对受到病菌侵染的枯枝落叶予以及时清除，做好病

梢病叶的修剪工作。同时，需要强化整体的栽培管理，

强化植物的整体抗性，并增加磷肥与钾肥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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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氮肥的使用合理性；第二，使用 70%浓度的甲基

托布津可湿性粉剂配置为 1000倍液，或是配置浓度为

50%的退金特 800倍液，喷洒在植物上即可起到有效

防治白粉病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白粉菌作为一种

相对较为容易产生抗药性的病菌，其对于内吸性杀菌

剂有着天然的对抗优势，只需要喷洒 2~3次即可使白

粉菌产生抗性。因此在用药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轮

换用药或选择使用复方配剂的基本原则。

2.2 锈病

锈病的病症危害主要表现在叶片上，能够对植株

的叶柄以及嫩枝产生较大的危害，直接对其观赏效果

造成不良影响。在植株患上锈病的初期，其叶片将会

在正面显现出橙色，所产生的圆形病斑具有一定的光

泽度，并能够观察到病斑的边缘存在黄绿色的晕圈。

后续产生的病斑更会产生诸多的黄色颗粒，一般为针

头大小，其属于病菌的锈孢子器。带病菌生长至三周

左右即可观察到其叶片的背面长出了一定的黄色或白

色的毛状物嫩梢，此时病斑表现出凹陷的特点，并极

容易发生断裂。虽然植株染上锈病后并不会导致其死

亡，但同样会造成侏儒果实畸形、落叶较早以及生长

势头被严重削弱等情况，无论是苗木的生长质量还是

其观赏性均会显著降低 [11]。

锈病的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需要

保证园林植物的配置合理性，需要尽量避免与桧柏类

针叶树混合栽培；第二，药物处理，一般需要在 3~4

月在桧柏上喷洒合适浓度的波尔多液（一般与石灰混

合，波尔多液、石灰以及水的比例为 1:2:100），进而

起到抑制冬孢子的作用。也可以在关键的生长季节喷

洒 25%浓度的粉锈宁可湿性粉剂的 1500~2000倍液，

又或是5%浓度的稀唑醇可湿性粉剂的3000~6000倍液。

2.3 叶斑病与叶枯病

叶枯病主要危害的植物包括月季、桂花以及芍药

等。病症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植株的叶片上，在发病的

初期可能会展现出较多的叶斑病类型，例如褐斑病、

黑斑病等，通常具有首先出现黄色小斑点，随后伴随

时间的推移逐渐变为褐色。病斑的形状通常不固定，

但到最后颜色基本会变为灰褐色或灰白色，并具有纹

轮，在病斑的边缘处颜色相对较浅。此种病害的发生

规律主要为：病叶或病枝上的病菌越冬主要以菌丝的

形式存在，并在次年进化为孢子，通过风雨等传播形

式对叶片进行侵染，一般在 8月份集中爆发。

针对此种病害的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

一，需要确保对病株残体的消除及时性，做好植株的

修剪工作并提供通风透光的基本条件，适当降低温度

并对灌水方式进行改进；第二，药剂处理方法。在叶

斑病与叶枯病的发病初期就需要喷洒适量的杀菌剂，

例如 65%浓度的代森锌可湿性粉剂配置的 500倍液，

又或是 75%浓度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配制的 500~600

倍液。

3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园林绿化植物展开病虫害防治的

过程中，需要管理人员结合园林所在区域的气候环境

以及生长植物的具体种类，对可能产生的各类病虫害

情况予以准确判断并全面分析。例如针对常见的食叶

类害虫与吸汁类害虫，需要根据害虫的不同类型选择

使用不同的防治方法，从而保证防治效果；又比如针

对常见的白粉病或锈病，需要根据植株的具体情况制

定相应的病害防治方案。如此，即可为园林植物的健

康生长提供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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