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柑桔果实褐斑病因探讨和控制措施研究初报

本所贮藏小组

柑 桔 果 实 贮藏过程 中常大量发生褐斑

(又称干疤
、

塌皮
、

坐蒂
、

走泌等)
,

特别

在甜橙类长期贮藏中为害 重
,

发 生 率 20 一

5。粥
,

严重时可达 50 一的万
。

褐斑初生时仅

在果皮油胞层显褐色革质病斑
,

后渐扩大并

深达白皮层
,

以至果肉
,

使果肉发生异味
,

并因病菌滋生蔓延
,

发生腐烂
。

虽初期褐斑

果在内销市场上仍可出售
,

但继续贮藏即将

导致腐果
。

由于其发生数量大
,

而成为影响

柑桔果实
,

特别是甜橙类长期贮藏增大损耗

的一大问题
,

对我国出口柑桔品质外观也影

响甚大
,

急待研究解决
。

所谓褐斑
,

是果皮揭色革质 病 斑 的统

称
。

这一类病斑包括多种类型
,

致病因素也

颇复杂
。

略加注意即可见到褐斑与品种
、

栽

培因素
、

生长期条件
、

采 收 和 贮 藏条件相

关
。

勺有效控制为害
,

必须鉴别渴斑类型
,

研明不同类型褐斑的致病病原
,

才能对症下

药
,

寻找防治措施
。

我所自1 9了2年冬始 ; 连续三年对不同柑

桔种类和对褐斑发生有显著差异的品种
,

作

单果系统观察
。

每半月观察标记一次
,

鉴别

褐斑类型
,

观 察 采 收 及贮藏前后果皮机诚

伤
、

病虫害及采后贮藏条件所致果皮变化与

褐斑发生的因果关系
。

经两年观察后
,

根据

外观特征
,

将褐斑暂区分为蒂缘凹陷
、

蒂缘
.

扩散
.

.

网状
、

片状
、

块状
、

点状
、

木栓状七

类型
。

自1 9了4年冬
,

对上述七个褐斑类型作

病原培养鉴定
,

以鉴别病理型和生理型褐斑

类型
。

1 19 7 2一肠 年间并布置品 种 贮 藏
、

采收

期
,
贮藏条 件 (温 度

、

湿 度
、

气 体)
、

涂

料
、

杀菌剂
、

植物激素
、

肥料和薄膜已装处

理等试验和调查
,

以从多方面探明褐斑病因

并寻找控制措施
。

现汇总四年来在所内外开展调查研究和

试验观测的资料
,

初步分析褐斑病因及现有

控制措施
,

与柑桔贮藏战线上的同志们商榷

讨论
,

供柑桔贮运工作和进一步开展协作研

究参考
。

一
、

褐斑类型和褐斑的初步病理鉴定

“

不同质的矛盾
,

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

才能解决
” 。

我们首先着手进行褐斑的病理

鉴定
。

对褐斑类型作病原培养鉴定的方法是
,

选各类型褐斑初期典型病果
,

、

果皮用70 多酒

精进行火焰消毒
,

每病斑切成五块
,

置培养

皿中洋菜马铃薯或洋菜甜橙果皮浸出液培养

基上
,

于 2 6
“

C 恒 温培养后
,

作菌落调查记

载
‘

。

除点状褐斑系
一

冷库取果
,

仅作一次培养

外
,

其它类型褐斑培养数均在5 0决病斑以上
,

结果见表一
。

表一 不同
,

类型褐斑的病原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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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斑类型

蒂缘凹陷
”
扩散



斑
,

但扩大略缓慢
,

同期病斑径为2
.

2厘来
,

’

有典型黑腐菌丝和抱子丛生蒂痕周围
。

接侧
疽菌和镰刀菌处理褐斑形成和扩大不明显

。

根据上述培养和反接试验结果
,

初步鉴
‘

定
,

炭疽菌是块状褐斑
、

(温州蜜柑常发生
,

几

块状色深凹陷也较深) 和木栓状褐斑 (脐橙

和锦橙常发生
,

油胞褐色凹陷
,

其间显木栓

状黄白色) 的致病病原
;
黑腐菌是蒂缘凹陷

型褐斑的致病菌
。

,

炭疽菌和镰刀菌与蒂缘褐 ’

斑致病的关系
,

待进一步反接验证
。

根据目
’

前分离培养结果
,

网状和片状褐斑
,

属无微

生物病原致病的生理型褐斑的可能性较大
,

‘

目前记载的块状褐斑中
,

有一部分显然由机

械伤演变
,

也属非病理型褐斑
。

二
、

生理揭斑致病相关因素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

杂的
,

是 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

看问题要

从各方面去看
,

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 ”

生理

型褐斑病因颇复杂
,

从试验和调查资料初步

分析
,

褐斑致病相关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

种类
、

品种

柑桔不同种类
、

品种褐斑发生情况差异

很大 (表二)
。

》

表二 各品种在五十果中出现不同类型褐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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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褐斑类型病原培养中出现的菌落有
·

三种
,

炭疽菌 (C o lle t o t r i e h u m g lo e o s p
-

o r i e id e s )
、

黑腐 菌 (A lt e r n a r i a e it r i )

利镰刀菌 (F u s a r i u m e it r i)
。

其 中网状褐

斑经50 个病斑培养
,

未发现任何菌
,

片状褐

斑菌落出现率低 于 3多
,

初步认为属非病理

型褐斑
。

对菌落出现率较高的块状
、

蒂缘凹

陷和木栓状褐斑
,

作为可能属病理致病型
,

进行果皮反接鉴定
。

将上述三种病斑中培养

的菌落
,

经试管分离纯化形成抱子后
,

反接

于果皮
,

方法如下
:

丫
、

果侧部块状 和 木 栓 状褐斑反接
。

取温

州
、

锦橙健果各 10 个
,

用 0
.

0 25 多多菌灵洗

果
,

防止绿
、

青霉感染 (多菌灵洗果处理无

抑制炭疽菌侵害效果 )
。

晾干后
,

在果肩处

刻伤油胞层四处
,

取带菌培养基约 0
.

了厘米

见方 (锦橙接木栓状褐斑分离炭疽菌
,

温州

接块状褐斑分离炭疽菌)
,

与刻伤未接种的

对照果 10 个
,

其中各有三个置垫有两层滤纸

(保持湿润 ) 的培养皿中的塑料小环上
,

罩

玻璃罩
,

保 持 26
O

C 高湿条件培养 (为接种

果 I )
,

另七个直接置 26
“

C 恒 温箱内 (为

接种果 I )
‘ 。

一星期后检查
,

锦橙对照果个

别伤 口色变深
,

但均未形成褐斑
;
接种果 I

伤 口色变深
,

其中62 多形成褐斑并扩大
,

接

种果 1 1。。多形成褐斑
,

扩大更 明 显
。

温州

对照果伤口均未变色扩大
,

而接种处理果
,

褐斑明显扩大
,

接种 果 I 在 高 湿 下
,

二周

后
,

并发生炭疽型坎腐
,

与块状褐斑在贮藏

后期高温高湿下发生炭疽
、

软腐表现一致
。

蒂缘褐斑反接
。

取锦橙健壮 .rk 去蒂
,

用

0
.

0 2 6形多菌灵 (对黑腐无抑古效果 )洗果
,

晾干后
,

用电烙沿果蒂周 缘 烫 伤 约 2 毫米

圈
,

以降低对病菌抵抗力
,

接蒂缘褐斑分离

的黑腐
、

炭疽和镰刀菌
,

对照果也行烫伤
,

每菌种各接‘“个果
,

分别置上述子
“

。

C ( I )

和 26
”

C高湿 ( I ) 下培养
。

一周后检查
,

接

种黑腐菌果实全部形成典型蒂缘凹陷病斑
,

以接种 I 处理扩大更为明显
,

二十天后褐斑

径达 3 厘米
,
接种 工处理也形成蒂缘凹陷褐

哈姆林橙

脐 橙

锦 橙

夏 橙

尾张温州

柠 檬

红 桔

2

l

0

0

0

O

0 ,

注
:
为避免观察果实过早出现大量蒂缘

.

采果当日作

2 , 4 一 D + 多菌灵处理
,

故蒂缘褐斑较少
,

观察条

件
:
通风库

,

不包涯
。

‘ 名 ,



从种类上看
,

甜橙最敏感
,

柑
、

柠檬次

之
,

红桔则除过份延长贮藏期会在蒂缘发生

少量褐斑外
,

一般基本不发病
。

在甜橙品种

间褐斑发生情况也有明显差异
,

哈姆林橙贮

藏中常年是 90 男以上
,

果实陆续发生褐斑
,

且在树上尚未采收就开始发病
;
而夏橙则发

病仅 15 一3 0多
。

这实质上主要是与果皮性状

密切相关
,

凡果皮细密光滑柔软的品种发病

率高
;
反之

,

果皮疏松粗糙发病率低
,

加以

表皮蜡质层厚
,

如红桔则基本不发病
。

脐橙

经九二O 保果处理后
,

果皮变粗
,

褐斑显著

减轻
,

也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

从果皮性状和

褐斑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

与枯水的果皮性

状似有相
、

逆反应
。

斤
.

8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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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生长期气候
‘

条件

同一品种不同年份贮藏中
,

褐斑率常有

明显变化
。

果实生长期气候和栽培因素与果

皮性状形成密切相关
,

因而也对贮藏中褐斑

发生有明显的影响
。

分析十余年贮藏记录和

生长期气候因素
,

凡枯水严重年份
,

褐斑常

较轻
,

反之则重
,

似相互消长
。

而形成细密

果皮的均匀降雨
,

似与当年褐斑重相关
。

看

来不利于枯水发生的气候条件
,

反过来正是

促使果皮性状易产生褐斑的条件
,

而且同时

与果汁率高相关
,

是有利于促进果实汁多味

好的条件
。

因而
,

当 作 枯 水 预测分析的同

时
,

也可以预计到当年褐斑发生的轻重
,

及

早在采收和贮藏管理措施上
,

采取相应的防

范措施
。

12 .24

图一 锦橙采收期与褐斑病发生率

趋向于疏松
、

易致枯水
,

并不是导致发生生

理型褐斑的因素
,

因而晚采处理贮藏中生理

褐斑反有减少趋势
。

4
.

贮藏条件

3
,

采收期

19 7 4和75 年重复进行锦橙采收试验
,

趋

势一致
,

图一示随采收期延迟
,

贮藏中褐斑

率递增
。

细分褐斑类型
,

以蒂缘褐斑增加最

明显
,

块状褐斑也有增多趋势
,

而生理型褐

斑反略减少
。

看来主要因采前 未 进 行 2 ,

4 一 D 处理{ 随成熟果蒂离层形成
,

易致蒂

缘褐斑及迟采果实果皮趋衰老
,

对微生物侵

害抵抗力降低所致
,
而晚采果实的果皮性状

综合以上资料可看出
,

褐斑形成与果皮

性状
、

机械伤关系密切
,

而果皮性状又决定

于品种特性
、

生长期条件与采收期
。

但具有

同样果皮性状或机械伤 口的果实
,

在不同贮

藏条件下
,

褐斑发病情况有明显差异
,

说明

褐斑发生与贮藏期环境条件更密切相关
。

这

里仅就我们现掌握的资料
,

对 贮 藏 三 要素

—
湿度

、

温度和气体条件与褐斑发病的关

系
,

作初步分析
。

( 1 ) 湿度

四年来的试验和调查资料都证鱿
,

贮藏

期中低湿致果皮萎缩
,

是网状
、

片状等生理

型褐斑形成和发病的重要因素
。

夺
一

冬



表三 褐 斑 演 变 因 素 及 演 变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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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品种数字的平均值
。

品种单果褐斑发生规律 观 察资 料 (表

三 ) 说明
,

因低湿引起的果皮皱缩演变为褐

斑的比率较六
。

19 肠一76 年度作贮藏湿度与褐斑致病的

试验对比
,

以锦橙和尾张温州为试验材料
,

以我所大楼底层实验室为低湿处理 (相对湿

度了G一90 多)
,

·

以通风库并于果箱外罩薄膜

(开口 ) 为高湿处理 (相对湿度 > 躺多) 对

比贮藏中褐斑发生情况 (表四)
。

锦橙可尾

张温州 低 湿 处 理褐斑率 分别 是 86
.

4男和

9 6
.

了多
,

高湿处理分别 是 18. 4界和8
.

4拓
,

其中差异最大的是生理型的片状褐斑
。

1盯 5 年 12 月中选健壮锦橙果实
,

作竹

片刺伤
、

用果蒂压伤果皮
、

挤伤
、

跌伤和擦

伤五种机械伤处理各 20
‘

果
,

每处理中 10 果

直接放果箱中于通风库上架贮放
,

另10 果装

3 丝聚乙烯袋 中
,

湿度 接 近 饱 和
。

于五周

后
,

作褐斑发生情况调查
,

上述五种机械伤

果直接放果箱处理
,

果皮较萎软
,

其中刺伤

处理 果 100 拓沿刺 口产生狭窄块状褐斑
,

压

伤处理有1 0拓
,

挤伤和跌伤处理各20 多形成

片状褐斑
,
而放薄膜袋中接近饱和高湿条件

下的伤果
,

则只有 1 个跌伤产生片状褐斑
,

其刺伤处理果伤 口虽已见白皮层
,

但边缘愈

合
,
未形成褐斑

。

说明果实受机械伤害后
,

虽造成 了可能导致褐斑的果皮因素
,

但究竟

是否发生褐斑
,

则取决于贮藏环境条件
,

这

个简单的对比资料给我们启示颇大
。

1 9了6一了6年度以同一单株采收的锦橙
,

置不同贮藏和包装方式下贮藏的表现
,

也证

明高湿条件贮藏褐斑率显然低于较低湿贮藏
处理 (表五)

。
厂

表四 贮 藏 湿 度 与 褐 斑 形 成 的 相 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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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锦橙在不同贮藏条件下褐斑类型和百分率

里一下
此表数据为1 9了5

.

11一 1习拙
.

4中
,

以同一单株锦橙分贮于不同条件下的贮藏效果调查
.

其氏 ‘多当 。
因结果混淆

,

采用南充橙资料代替
,

仅示地窖甜橙贮藏一般褐斑率
。

(2 ) 温度

在冷风库 2一 5
“

C低温下贮藏四个月
,

包

括薄膜包装处理在内
,

锦橙果实褐斑率显然

高于通风库贮藏处理 (见表五 )
,

分析其类

型
,

主要是其它贮藏条件下少见的点状褐斑

多
,

蒂缘褐斑也显然增多
。

柠檬在通风库包

薄膜处理
,

贮藏五个余月
,

无一褐斑出现
,

好果率保 持 1 0 0拓
,

不包装处理褐斑率也仅

1
.

3终 : 置冷风库 中贮藏
,

则褐斑分别达 26 多

和 31 多
,

主要也是点状
。

由此分析
:

柑桔在

冷库中形成的点状褐斑
,

致病因素显然是少

长期 !、勺果实生理上不能适应的低温
。

但反过来
,

在通风库贮藏中
,

结合贮藏

前
、

中
、

后期
,

库房温度 下降后
,

又明显上

升
。 ,

从渴斑发生发展情况 (图二)
,

又可看

出
,

随温度上升
,

褐斑有明显增高趋势
,

与

库温曲线基本一致
。

说明温度高
,

也是促进

和有利于褐斑发生发展的条件
。

( 3) 气体

1 9了4和 19 了5两年重复作锦橙
、

柠檬不同

薄膜袭密封 自发气调贮藏试验的结果
,

从果

实处于不同0 2和CO Z
浓度下的褐斑率和褐斑

类型分析
,

说明气体成分与褐斑发生密切相

关
。

两年资料结果一致
,

都以 透 气 性 好的

图二 贮藏温度与褐斑率相关曲线

2
.

5 丝聚乙烯袋密封处理
,

在CO :
不超过2 一

4 多
,

O :
不低于 17 一拍另 的范围内褐斑率

低
。

1 9了4年试验 2
.

6 丝聚乙烯袋密封处理
,

整个贮藏期无一个褐斑出现
。

总的趋势是
,

能抑制褐斑的O :和 CO Z
浓度

,

与贮藏果表现

腐烂低
,

风味好的气体成分要求一致
。

1。了5

年虽薄膜密封贮藏效果次于 19 以年
,

但趋势

未变
,

仍以适当控制 CO :
不超过 2 一 4 多

,

5
. 户



表六 薄膜密封自发气调条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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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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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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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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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二 指翻袋后出现的O :

最高值和C O :
最低值

,

保持时间较短
。

2
.

褐斑率以除腐烂果外好果率为基础计算
,

其它栏内数值系调查时疏忽未分类型数
.

O :
不 过 低的 2

.

5 丝聚乙烯袋处理为好 (表

六 )
,

而随C 0 2
过量积累

,
O :
过份下降

,

褐

斑率显然增高
。

且均为病理型渴斑 (蒂缘
、

块状
、

木栓)
,

生理型褐斑
,

在不同薄膜袋

处理中显然均受抑制
。

但对生理型褐斑的抑

制效果
,

也可能与密封薄膜袋内湿度达饱和

相关
,

尚待设置气体成分与不同湿度结合的

试验
,

作进一步对比观测
。

对于高CO : 和低

O :
条件下

,

病理型褐斑增大问题
、,

我们初步

分析
,

是由子对果实生理不 适 应 的 气体环

境
,

显然降低 了果实对微生物 的 抵 抗 力所

致
。

面
:

1
.

适期采收

采收期与褐斑发生关系颇大
,

我们现有

的实践经验是
,

为抑制褐斑
,

贮藏果实宜适

当早采
,

川东地区锦橙
、

中熟甜橙宜在11 月

中旬开采
。

如过份延迟采收
,

不仅贮藏中蒂

缘揭斑多
,

且常在树上就产生褐斑
,

主要在

蒂缘和滴水处发生
,

但如过早采收
,

果实易

萎缩
,

也易致褐斑
。

其它地区气候和品种条

件下
,

是否也都宜适当早采
,

须通过实践研

明
,

但总的概念是
,

显然都有一个适期
。

三
、

褐斑控制措施

褐斑是世界性柑桔贮藏病害
,

一

为害普遍

而量大
,

因而在我国劳动人民多年白钮贮藏实

践中
,

有关科研单位与群众相结合开展的科

学实验中
,

必然已总结出一些控沛珍褐斑的措

施
。

我所自1习6 2年开展贮藏研究以来
,

就不

断与褐斑打交道
,

也找到了一些对付褐斑的

办法
,

结合近年来的观察试验
,

目前行之有

效的和有苗头 的控制措施可归纳为
L

以下几方

2
.

2
,

4一O处理保蒂

2
, 4一D 处理可有效 控制蒂缘褐斑

,

这

方面各地均已有实践经验
,

不再赘述

3
.

避免机械伤
.

采收运输过程中机械伤
,

是贮藏中发生

褐斑的病因之一
。

根据三年观察统计
,

机械

伤致褐斑的比率
,

因品种和采运条件差异很

大
, 19 7 4年观察中尾张温州因机械伤弓!致的



褐斑
,

占该品种褐斑总数 36
.

8形
,

在某些条

件下
,

机械伤可表现为褐斑致 病 的 主 导因

素
。

通过几年来的观察
,

以及结合贮藏实践

中
,

因运输途中碰伤
,

引致褐斑的实例
,

对

此日益明确
。

但在采运过程中
,

如何做到避

免机械伤
,

则尚是一个具体而现实的
,

并不

容易解决的间题
。

4
.

包装

相对湿度保持 90 多左右的通风库
、

山洞

或地下库中贮藏甜橙
、

柠檬
,

在防腐处理的

基础上
,

采用薄膜包装
,

可保持果实新鲜外

观
,

失重明显下降
,

约为不包装处理失重的

1/ 4
。

同时褐斑率也大大减少
,

采 用 单果包

薄膜处理
,

贮藏半年后
,

褐斑率常仅为对照

果的 1 /3 一 1/6
。

处理与对照的褐斑率差距与

相对湿度呈负相关
, 1 9了5一T6 年在我所相对

湿度 T7 一 90 多的山洞贮藏锦橙五个月
,

对照

果褐斑 率 达 55
.

6拓
,

而单果包薄膜处理仅
5

.

3拓
,

为对照的 1 / 10 弱
。

因而可以说
,

近

十年的实践 已充分保证在上述贮藏方式中
,

采用薄膜包装
,

提高湿度
,

保持甜橙
、

柠檬

果皮新鲜饱满状态
,

是经实践考验的行之有

效的褐斑控制措施
。

用虫胶等涂料处理果实
,

也可在一定时

期内 (两个月左右)
,

保持果实新鲜
,

减少

失重 (一般较对照果降低失重约 50 一75 多)
,

在此期间可相应减少褐斑
。

涂料处理抑制生

理褐斑效果虽远不如薄膜包装处理显著
,

但

在出口柑桔运销过程和内销果短期贮藏中
,

有处理简便
,

提高果实光亮美观度
,

增进果

实商品外观的作用
,

可根据果实贮藏期和用

途
,

与薄膜包装配合 使用
。

对出 口柑桔应结

合防腐处理 (将 2 , 4 一D 和多菌灵或托布

津于使用时混涂料中) 首先推广应用
。

少褐斑的有效措施
。

目前总结南充地窖贮藏

经验
,

各地均倾向于 建 地 下 库
,

使库温稳

定
,

并便于保持高湿
,

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

但在控制高湿贮藏的同时
,

必须注意区别对

待
,

要根据不同种类
、

品种耐高湿的限度
,

进行合理控制
。

凡贮藏中易致枯水的品种
,

贮藏湿度不可过高
。

在预测有发生大枯水趋

势的年头
,

对于甜橙贮藏
,

也宜注意初入库

时加强通风降湿
,

以抑制枯水趋势
。

一般年

份为控制甜橙类褐斑
,

宜入库后尽快进行薄

膜包装
; 在预测有枯水趋势的年份

,

则宜延

迟半个月至二十天再作薄膜包装处理
。

( 2 ) 温度控制

从控制褐斑的角度看温度控制
,

首先必

须研明不致造成不同种类品种果实生理失调

的温度低限
,

以控制冷风库贮藏的低温伤害

型点状褐斑
,

和对蒂缘褐斑感染抵抗力下降

问题
。

此外
,

在因品种制宜控制高湿贮藏的同

时
,

掌握温度不过高
,

对控制褐斑发生发展

也是有利的
。

( 3 ) 气体

我们初步观测资料
,

似以 CO : 1 一 4 多

(或再低些保持 1 一 3 拓)
,

O t 17 一 19 形范

围内
,

褐斑率较低
。

但尚未掌 握 明 确 规律

性
,

须加强协作研究
,

进一步 开 展 试 验观

测
。

看来
,

除 CO Z和O : 的浓度比率变化外
,

还应开展乙烯和醛类对呆实贮藏中褐斑形成

影响的研究
。

6
.

防腐剂处理

5
.

贮藏条件的控制

么
.

(1) 湿度控制

南充地窖贮藏甜橙的经验有力地证明
,

控制饱和高湿
,

是甜橙贮藏保持果皮新鲜减

针对炭疽
、

黑腐
、

镰刀菌所致病理型褐

斑
,

开展药剂防治试验
。

1 9 7 5 一了6年用福西

丁 1 0 0 0倍液
,

百菌清 5 0 0倍液加 2 5 0P PM 2 ,

4 一D
,

作锦橙采后洗 果处理
,

初步显示对

炭疽致病褐斑有控制 效 果
,

贮藏 至 4 月中

旬
,

对照褐斑率48
.

了厂
,

福西丁和百菌清洗

果处理
,

分别是14
.

了形和 2 1
.

3厂
。

抑菌试验

证明
,

这两种药剂对炭疽菌有 较 好 抑 菌效

果
。

但尾张温州同样处理
,

未 表 现 相 同效

, 了



果
。

19 7 4年作抑菌试验证明
,

多菌灵对炭疽

菌有明显抑菌效果
,

但经洗果处理不能减少

褐斑
。

为探讨多菌灵控制病理褐斑适期
、

方

法
,

19 了5年 T 一 9 月每月一次
,

对锦橙和尾

张温州作 0
.

02 5多多菌灵或压00 倍退菌特采前

植株喷晒处理
,

结果锦
「

橙贮藏中褐斑率也较

对照 (2 2
.

3厂) 显著降低 (分别 为 5
.

3多和

6
.

3多) ;
但温州蜜柑同样 处理

。

表现相反

效果
。

上述两项效果
,

场有待进行重复试验验

证
。

此外
,

几年来重复 作 赤 霉 素
、

细胞动

素
、

青鲜素和蔡乙酸等植物激素
,

‘

于采前植

株喷洒果实和采后洗果处理
,

均未能明确看

出对褐斑病的抑制效果
。

对于不同施肥处理

褐斑病发生率的观察
,

也尚未见明显差异
。

作实生甜橙单株贮藏褐斑发生率观察
,

差异

极明显
,

进一步说明果皮性状与褐斑形成密

切相关
。

四
、

对今后工作的一些看法

在柑桔贮藏中所谓干疤
,

实质上是对果

皮产车革质褐斑现象的统称
。

在不同贮藏条

件下
,

‘

表现多种多样
,

类型较多
,

·

甚至包括、

药害
、

放射处理灼伤
、

黑 星 病斑
·

(Ph o 班 a

c it r iC a r p a M c A lp ) 等
,

一般也 均统称为

干疤
。

由于贮藏实践和观察品种的限制
,

我

们 目前根据外观执步划分的七个类型
,

必尚

未能概括全面
。

对于病理型渴斑的鉴定
,

也

仅系目前培养方法下的初步结果
,

有待各地

区进一步协作
,

共同观察
,

并开展病原鉴定
‘

工作
,

以作出明确的桔论
。

几年来对代表性品种作单果褐斑形成观

察
,

初步看出果皮失水皱缩
、

机械伤和油胞

凹陷
,

是生理型褐斑的致病因素
。

但在各品

种贮藏中
,

均仍有50 男左右褐斑
,

在观察出
程中

,

无前期明显病因
,

突然出现
‘

,

而且包
’

括形成油胞凹 陷的因素在内
,

也尚不明瞪
。

目前只初步看到不同贮藏条件处理果实果汁
‘

乙醇含量与褐斑率呈正相关
,

但对其因果关

系则尚不明确
。

因而认为
,

关于褐斑形成的

生理机制
,

尚待深入探讨
,

须进一步研究果

肉气体成分
、

果皮解剖性状和因生理不调所

致果内毒害性物质的积累等因素
,

与褐斑形

成的相关
,

以求了解褐斑形成的 内在并
、

质
,

真正掌握控制褐斑形成的自由
。

至于褐斑控制
,

由于类型和病口炎未完

全研明
,

目前虽掌握一些办法
,

也有相当效

果
,

但尚不可能全面有效控制
。

总的看寒
,

我们目前认识
,

除彰屋适期采收
,

以及廿蒂

缘褐斑作 2 , 4 一D 保蒂
,

对病理 卫褐斑作

药剂防治处理外
,

控制生理型褐斑
,

大有希

望的途径之一
,

是贮藏条件的控制
,

在虽有

不可避免的致病基础的前提下
,

控制条件
,

使不发病或少发病
。

为此扰必须首先进一步

探明
,

各类型斑褐致病和抑病的贮藏条件
,

并有确切数字概念
,

在充分掌握变化规律的

基础上
,

根据变化
,

对贮藏条件加 以灵活控

制
。

在这方面我们目前的试验观测资料
, 沙

均

尚不成熟
,

由于方法上的不完善和条件的差

异
,

与兄弟单位的研究资料也有不少认识上

的差距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阶级斗争是纲
,

其

余都是目
。 ”

在柑桔褐斑问题的研究中
,

我

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

狠携修正主义的

科研路线
,

坚持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

道路
,

在群众科学实验和专业科研工作紧密

结合下
,

群策群力
,

密切协作
,

必能尽快取

得突破
,

为提高我国内外销柑桔品质质量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
。

(参考资料 10 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