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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景宁畲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景宁畲族自治县生态林业发展中心、浙江农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元科、楼雄珍、叶丽敏、吴耀成、周天焕、周建青、程力波、赵昌高、夏丽

敏、刘卫荣、刘日林、童再康、丁凯、黄华宏、周林明、仇辉康。

本文件属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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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杜鹃林改造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山杜鹃林改造技术的术语和定义、林分改造与管理、促花丰花及病虫害

防治。

本文件适用于高山杜鹃林及其林分管理改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285-1989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山杜鹃

指分布于海拔 500m 以上区域的杜鹃亚属（Subgen.Rhododendron)、常绿杜鹃亚属

（Subgen.Hymenanthes)和马银花亚属（Subgen.Azaleastrum)植物。

3.2 高山杜鹃林

指高山杜鹃作为优势树种占比≥40%的林分。

4 林分改造与管理

4.1 改造原则

在保护林分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利用疏伐、修枝或补植等方式改造林分，达到提

升林分质量和景观效果目标。

4.2 改造对象

残次、低效高山杜鹃林，或受病虫危害严重的高山杜鹃林，或经营不当的高山杜鹃林。

4.3 改造方法

4.3.1 林分疏伐

郁闭度超过0.8应进行疏伐，伐去病虫受害木，过密混交树及非目标树，以及树形冠形

不佳及开花量少的高山杜鹃。伐至林分郁闭度0.6～0.7。

4.3.2 林分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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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分中高山杜鹃过少且林分郁闭度低于0.5时进行补植。高山杜鹃分布均匀的林分，

采用均匀补植方法；对呈群团状分布、林中空地及林窗较多的林分，采用块状补植。补植后

预期林分郁闭度不超过0.7。

4.3.3 封育促长

高山杜鹃天然更新尚处于幼树幼苗阶段的林分，采取封禁育林。对自然更新有障碍的林

分辅以影响高山杜鹃生长的混交树种伐除或修枝等人工促进更新措施。

4.4 林分管理

4.4.1 密度控制

每年进行林分密度管理，及时疏伐，达到林分郁闭度不高于0.7。疏伐时间以秋冬季为

宜。

4.4.2 修剪整形

4.4.2.1 幼树定杆

云锦杜鹃、黄山杜鹃等宜在1 m～2 m处去除顶芽，保留3个侧芽，持续3 年～5 年培育

形成理想丰花树型。

4.4.2.2 大树整形

针对树形不饱满的成年大树，可去除顶芽，增加其侧芽生长以达到优良树型。

4.4.2.3 疏枝

侧枝过密植株，在新枝萌发后，去除多余分枝，每主枝保留2 个～3 个健壮分枝；针对

不健康或开花少的植株，新枝萌发或秋冬季进行剪修，剪去徒长枝、病弱枝、畸形枝、损伤

枝。

4.4.3 花果控制

高山杜鹃开花大小年现象明显，宜大年开花后控制结果，在花落前摘除花朵，或者花凋

谢后观察其结实情况，当子房开始膨大时及时摘除，要求早摘、摘尽，不伤及枝条及周边侧

芽。

4.4.4 林地施肥

每年施肥二次，首次在5月底花谢后，施用氮磷钾均衡复合肥，10年生以上植株施用1.0

kg/株，可采用深10 cm～20 cm半月形沟施，也可选择小雨前后撒施；第二次施肥在9月下旬，

施磷钾肥0.5 kg/株或有机肥 2.0kg～2.5 kg/株，有机肥须用深10 cm～20 cm半月形沟施。

10年生以下植株施肥量减半。

4.4.5 促花丰花

6月底至7月中旬，叶面喷施600mg～1000mg/L的B9或1000mg～2000mg/L的GA3，每7d处理

一次，共喷施3次，以叶面滴水为限。

注：B9为生产上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丁酰肼，GA3为生产上使用的一类赤霉素。

4.5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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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附录A执行。农药安全使用按照GB 4285-1989执行，农药合理使用按照GB/T 8321.9

执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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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表 A.1 高山杜鹃主要病害及防治方法

病害名称 发病时期 主要症状 防治方法

茎腐病 5月
主要危害茎基部，使养分和水

分运输被切断，导致地上部分萎

蔫失水而死.

(1)用甲基托布津 200倍液涂抹主干，7d～
10d涂抹１次，连续数次；

(2)用托布津 500-600倍液结合叶面施肥进

行预防，每 3d～5ｄ喷洒１次；

(3)及时检查是否有染病植株，一旦发现，

立即剪除。

枯枝病（茎

溃疡病）
6月～9月

多发生于修剪枝条的伤口，从

顶部向下逐渐干枯，最后整个枝

梢干枯死亡。

(1)剪口处用 1:1:150倍式的波尔多液保护；

及时剪除病枯枝、细弱枝，集中烧毁;
(2)多施磷、钾肥，少施氮肥;
(3)发病季用 50%甲基硫菌灵、硫磺悬浮剂

800倍液每隔 10d喷 1次，连喷 2-3次。

褐斑病 多雨季节

湿度过大，通风不畅引起叶片

出现褐色斑纹，循环感染，危害

甚大，是引起落叶的主要原因。

(1)改善光照条件，加强通风，即时烧除病

叶；

(2)在多雨时节，用 800倍液托布津每周喷

1次，连喷 3次进行防治。

炭疽病 4月～9月

主要侵染成熟叶或老叶，病斑

近圆形或不规则形，水渍状暗绿

色，最后变黄褐色或红褐色。病

斑上生有细小的黑色粒点。病斑

大小不一，边缘有黄褐色隆起线，

与健全部分界限明显。

(1)及时剪除病枝和病梢，集中烧毁；

(2)发病初期，喷施 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

粉剂 600-800 倍液或 250 克/升嘧菌酯悬浮

剂 1000倍液。每周 1次，连续 3次～4 次；

(3)植株生长期，每半月喷施 1 次 50％喹

啉铜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2000 倍液。

煤污病 4-7月

一般由刺吸式害虫的排泄物诱

发，受害枝叶表面被病菌的菌丝

覆盖，呈黑色煤污状。初期在枝

叶表面出现散生黑色点状或块状

层，逐渐扩散连成一片，覆盖全

叶和枝条表面。

(1)及时防治介壳虫、蚜虫等刺吸式害虫；

(2)发病初期，喷施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250克/升嘧菌酯悬浮剂 1000
倍液。每周 1 次，连续 3次～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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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高山杜鹃主要虫害及防治方法

虫害名称 发病时期 主要症状 防治方法

杜鹃斑蛾 5-11月 幼虫取食叶片，一年发生 3代～

4代，有世代重叠现象。

(1)忌树种单一，宜建混交林；

(2)剪除带虫、虫苞或虫卵枝叶，越冬前树

干束草或涂白，冬季铲除枯枝落。

(3)幼虫低龄期喷施 25％灭幼脲Ⅲ号 2000
倍液或 48%乐斯本乳油 1500倍液或 1.2％烟

参碱乳油 800-1000倍液，树木及周围环境均

要喷施。间隔 7天～10天，连喷 2次。

红蜘蛛 7-9月

虫体聚集在叶片背面，刺吸汁

液，造成叶片点状失绿、泛黄，

严重时叶片整面发白，继而脱落。

(1)结合修剪，改善通风条件。

(2)虫害发生初期，喷施 99%矿物油乳油

100-200倍液或 3%阿维菌素水乳剂 4000
-6000倍液或 15%螨灵乳油 2000-3000 倍

液。每周 1 次，连续 2次～4次。

金龟子

（含蛴螬）

5-7月及

8-11月
成虫啃食幼嫩叶片；蛴螬啃食

根茎，导致植株枯死。

(1)用黑光灯诱杀成虫；

(2)用2.5%高效氯氟氰菊酯1000倍液灌根，

每周 1次，连续 2 次～3 次。

蚜虫 3-4月及

11-12月

主要在嫩叶、新梢及花蕾上刺

吸汁液，造成芽叶萎缩，生长畸

形。其排泄物能诱发煤污病。

(1)剪除带虫枝叶并烧毁，改善通风条件。

(2)害虫发生初期，喷施 10%吡虫啉可湿性

粉剂 1500-2500 倍液或 5%啶虫脒乳油 2000
-3000倍液。每周 1次，连续 2 次～3 次。

(3)人工释放异色瓢虫等天敌。

冠网蝽 4-10月

以成虫和若虫集中在叶片背面

吸食汁液，使叶面出现黄白色斑

点，主脉附近尤为严重，同时，

排泄粪便和蜕皮壳，影响光合作

用，提早落叶。

(1)代成虫 4月下旬到 5月上旬刚活动时是

最好的防治时期，用 2.5%功夫乳油、1%阿维

菌素乳油或 20%氰戊菊酯乳油 3000倍～

4000倍乳液喷雾防治，喷雾时由下向上反向

喷洒叶片背面；

(2)5月初期，若虫刚孵化，也是防治的有

利时期。

蚧壳虫 7-9月

虫体聚集在叶簇中央或茎段

上，刺吸汁液，使受害部位失绿

变黄。严重时造成全株枯黄死亡。

其排泄物能诱发煤污病。

(1)剪除带虫枝叶，改善通风条件。

(2)冬季清除越冬虫体，喷施 99%矿物油乳

油 100-200倍液。

(3)若虫孵化初期，喷施 4.5%高效氯氰菊酯

水乳剂 2000～3000倍液或 10%吡虫啉可湿

性粉剂 1500倍液～2500倍液。每周 1次，

连续 2次～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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