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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炭疽病监测与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本规程规定了茶炭疽病的监测与绿色防控技术，适用于湖南茶区茶炭疽病的监测与绿色

防控。

1 症状（附图版）

1.1 主要为害茶树成叶，老叶和嫩叶偶有发生。

1.2 发病初期先从叶缘或者叶尖产生水浸状暗绿色病斑，后沿叶脉扩大成不规则形病斑，

黄褐色或者褐色，后期变灰白色。

1.3 病健分界明显，病斑正面密生许多黑色细小突起粒点，病斑上无轮纹。

2 侵染循环

2.1 病菌以菌丝体在病叶组织中越冬，第二年春季，当气温上升到 20℃，相对湿度达到 80%

以上的条件下，病菌就开始产生分生孢子，借风雨传播。

2.2 分生孢子在雨露中发芽侵入叶部组织，形成新的病斑。在温湿度适宜的条件下，不断

产生孢子，进行再侵染。

3 发病与环境条件

3.1 一般在多雨的年份发生严重。全年以春末夏初和多雨的秋季发病较多。

3.2 茶树生长荫蔽，杂草多，地下水位高，管理粗放的茶园，适宜于炭疽病的发生发展。

3.3 生长瘦弱，叶片较薄的茶树，容易受害。

4 监测调查

4.1 越冬基数调查

4.1.1 在春季芽叶萌动时调查 1次.

4.1.2 按照 5点取样。

4.1.3 每点取茶 5丛，每丛相距 10步，每丛中根据不同方向取 4枝，计数各枝条上总叶数

和被害叶数，计算发病率，记录附表 1。

4.2 病情系统调查

4.2.1 春季萌芽开始至采摘期结束止，每 7天调查一次。

4.2.2 调查取样的茶园除边行 5行及行头、行尾各 5m,每隔 5行取 1行，定距 10步，从左

右各行随机各取 1枝茶枝，计数总叶片数和病叶数，病叶以病斑占叶面积比例分 5级，计算

发病率和病情指数，记录附表 2.

5. 预测预报

5.1 发生趋势预测

根据当年茶园秋季病害的发生情况来预测来年病害的发生程度。调查越冬病叶基数、参

考当地气象资料、茶树生长势情况，预报其发生发展趋势。上年发病重的茶园，越冬基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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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面广，若遇春季气候多雨，翌年病害发生也相对较重，可预报偏重发生。

5.2 防治适期预测

根据病情系统调查结果当新叶发病率达到 5%时应发出预报；当新叶发病率达到 10%时

应立即组织防治。

6 防治

6.1 防治原则

坚持“生态调控为基础，轻防轻控为原则，应急防控为辅助，区域统防统治为手段”的原

则，维持茶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

6.2 防治指标及适期

嫩叶发病率 45%、成老叶发病率 10%-15%，此外，在 5-6 月（梅雨季节）或 8-9 月病害

盛发前进行药剂预防。

6.3 防治方法

6.3.1 选用抗病品种

6.3.2 培育健康种苗

用心土制作苗床，从健康母株取条或采籽，扦插或播种后加强苗圃监测，发现带病苗木

应及时防治或销毁处理，严防带入新的茶区。

6.3.3 科学施肥 增施农家肥和磷钾肥，少施氮肥，以增强树势，提高茶树的抗病力。发病

期，亩根灌沼液肥 500～1500千克；幼龄茶园亩沟施有机肥 1000～1200千克，投产茶园在

2行中间亩沟施有机肥 2000～3000千克。

6.3.4 清洁茶园 勤除杂草，及时修剪，改善通风透光，降低茶园湿度；及时摘除感病的叶

片和新梢，带出茶园焚毁或填埋，减少再次浸染。

6.3.5 适时采摘 及时分批多次采摘鲜叶，尽量少留嫩梢、嫩叶，减少浸染源，减轻为害。

6.3.6 合理间作 在茶园中合理间作其它树木，增加茶园物种多样性，保持透光率在

60%-65%。树冠大而茂盛的间作树，要及时修剪，使阳光通透。在雨雾较多的茶区应选择树

冠小、树形直立的树木种植

6.3.2 冬季封园

选用石硫合剂 300克/亩或者 99%绿颖矿物油 100-150倍液进行冬季封园。

6.3.3 免疫诱抗

3月上旬喷施 0.136%赤﹒吲乙﹒芸苔可湿性粉剂 3.5-7 克/亩或 5%氨基寡糖素等免疫抗

剂 500-1000倍液，间隔期 7-10天，连喷 2次。促进茶芽萌发，提高茶树免疫力。

6.3.4 生物防治

6.3.4.1 矿物源农药：采摘期可选用 99%绿颖矿物油 100～200倍液进行防治，间隔期为 7

天。非采摘期用 0.6%-0.7%石灰半量式波尔多液防治。

6.3.4.2 微生物农药：宜在轻微发生时选用，推荐使用 1%申嗪霉素 500倍液或者 10%多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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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 600-1000倍液；

6.3.5 化学防治

6.3.5.1 一般在重发生时用，推荐使用 25%吡唑醚菌酯 1000-2000倍液或者 70%甲基托布津

1000-1500倍液喷雾，间隔期 7-10 天；

6.3.5.2 其它化学农药按照登记说明书使用或者在植保部门指导下使用。

6.3.5.3 出口茶园用药应该根据茶叶出口的地区或国家的农残标准，选择用药。

6.3.5.4 有机茶园不采用化学防治

7 管理措施

按照HNZ136建立档案记录，档案应专人负责，并保持 2年以上，记录应清晰、完整、详细。

8. 技术术语

8.1 绿色防控

从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角度出发，根据茶树病虫害发生特点，综合运用农业防治、诱集

技术、生物防治等控制茶园有害生物，将农药残留降低到标准允许的范围内的技术措施。

8.2 防治指标

病虫害为害后所造成的损失达到防治费用时的种群密度的数值。

8.3 防治适期

防止病虫害发生过程中最适合时期。

8.4 安全间隔期

茶树上最后一次施用农药至采收并加工成安全食用茶叶所需要间隔的最少天数。

9 引用文件和参考资料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HNZ136-2017 茶叶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彭萍，王晓庆，李品武.2013.茶树病虫害测报与防治技术﹝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编写单位：湖南省茶叶研究所，湖南省植保植检站。

编写人员：王沅江、包强、李耀明、肖蕾、傅海平、周凌云、周品谦、谭启明、莫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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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版 1 茶炭疽病典型症状及田间为害状

叶尖病斑 叶缘病斑

田间症状



HNZ203-2018

6

表 1 茶炭疽病越冬菌源基数调查记载表

地点： 年度： 调查人：

调查日期（月/

日）

茶园类

型

茶树年

龄

管理情

况

取样枝

数

总叶

数

有病叶

数

发病叶率

（%）

备

注

表 2 茶炭疽病病情系统调查记载表

地点： 年度： 调查人：

调查日

期（月/

日）

茶

园

类

型

茶

树

年

龄

管

理

情

况

取

样

枝

数

调

查

叶

数

病情级别

发病率

（%）

病情指数

（%）
0

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发病程度分级标准：

0级：无病斑；

1级：病斑占叶面积≤1/4

2级：1/4＜病斑占叶面积≤1/2

3级：1/2＜病斑占叶面积≤3/4

4级：病斑占叶面积＞3/4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DI）= �ၠ๙ ��๙�
ၠ��핰૿�

� 100

式中：n:各级发病级别叶数；

S：各级发病级数

N：调查总叶数；

Smax:最高受害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