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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沟试区苹果主要食心害虫

发生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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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武王东沟试区危害苹果的主要食心虫是挑小食心虫
,

其次是梨小食心虫
。

在该地 区

一年发生两代
.

成虫始发期在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
,

构坡地带比源面地区早发生 6~ 1。天
,

影响成

虫数量消长的因素为温度
、

降水
、

不同品种组合果园与防治效果
。

关锐词 苹果 主要食心虫 发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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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y w o r d s a p p le ; e a t i n g e e n t r e p e s t s ; oc e u r r e n e e r e g u la r it y

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的长武县
,

地貌特征复杂
,

沟坡与源面的温度
,

湿度差异显著 l1[
。

沟坡

和源面栽植苹果园
,

几种食心虫 出土时期
、

危害程度和时间不尽一致
。

19 90 年至 19 9 4年在王东

沟试验 区内
,

选择桃小食心虫 ( ca
r
OP

s ian 成 P O en ~ w 以
s in g h召 m )

、

梨小食心虫 ( G ar Pho l i t ha

onI les at B “ sc k )
、

苹小食心虫 ( rC
a

hP of it ha i n O P i ant
a he ,’n ir hc ) 和桃蛀螟 ( D ihc ~

is P“ 二 it fe
r以 l’s

g ue , 。 ) 4种食心虫进行研究
,

探讨其发生规律
,

并应用到生产中
,

大面积联防
,

效果显著
。

1 自然环境构成

王东沟试验 区所在源面海拔 1 22 5m
,

沟床与梁顶高差平均 1 75 m
。

按海拔每升高 1 0 0 m
,

气

① 收稿 日期
: 2 9 9 5一 0 9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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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 z [
,

沟坡比源面温度高出0
.

85 ~ .1’ 02 ℃
。

试验区内沟坡和源面气象哨资

料表明
:

沟坡地带的年 日照时数比源面长
。

1 9 8 8年
、

1 9 8 9年两年平均高出 8h9 (5
.

3% ) 旧 平均

气温
,

沟坡比源面高出 0
.

8~ 0
.

9℃ ;
) 0℃

、

) 5℃
、

》 10 ℃的三界温度的积温分别高出 23 3
.

8 ℃
、

2 31 5℃
、

1 5 8
.

8℃
,

无霜期比源面长 40 天
L , ’ 。

王东沟试验区果树大部分栽植在梁顶
、

梁坡
、

台坪上
,

少部分栽植在源面
,

由于沟坡和源面

的温度和湿度变幅较大
,

使得越冬虫卵出土时期和数量变化较大
,

需要 区别试验
,

制定防治方

案
。

2 材料

选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性信息中心研制的桃小食心虫
、

梨小食心虫
、

苹小食心虫

和桃蛀螟 4种性诱剂皮蕊
,

洗干净的广口罐头玻璃瓶和细铁丝
,

制作水瓶诱捕器
。

性诱剂皮蕊用

细铁丝固定在瓶口处
,

加入清水和少许洗衣粉
,

使水面距皮蕊 口约 k m 处
。

2
.

1 方法

2
.

1
.

1 布点 在源面李天义果园
,

代表源面
;
白草坡李宏亮果园

,

代表沟坡老果园
;
杜家

坪李 自善果园
,

代表沟坡新果园
,

随机布点
,

悬挂 4种食心虫的诱捕器
,

并在其附近设置一个重

复点
。

2
.

1
.

2 诱集成虫 每年的 5月 2 6日起
,

挂置诱捕器
,

隔 日调查诱捕器内的虫数
,

记录后
,

取

出成虫
。

并根据天气变化
,

调整诱捕器内水面高低
,

使性息诱蕊与水面保持 k m
。

2
.

1
.

3 防治 从挂诱捕器之 日起
,

当连续捕获成虫数双 日平均 2~ 3头时
,

集中人力
、

药

械
、

统一时间喷洒农药
。

通常使用农药和剂量如下
:

50 %对硫磷乳油 2 0 0 0倍液
;
40 %三氯杀蜻醇

1 0 0。倍液或 40 %水胺硫磷乳油 1 5 0 0倍液
。

喷药后虫数 明显下降
,

随时间的延续
,

诱捕到成虫数

逐渐增多
,

达到用药指标的虫数时
,

2次喷药
,

全年 3 ~ 4次
。

喷药后若遇降雨
,

需重喷一次
。

3 4种食心虫危害分析

从源面
、

白草坡和杜家坪三点诱捕器捕获到成虫种类分析
,

危害苹果的主要害虫是桃小食

心虫
,

其次是梨小食心虫
。

桃小食心虫
,

在该地区每年出现 2次高峰期
: 6月中旬和 7月中旬左右

;

每年发生 2代
,

一代被害果 7月下旬即可见典型猴果症状
,

二代害果
,

不同苹果品种间有差异
,

中

熟品种如黄元帅
、

新红星比晚熟品种富士早 15 一 20 天
,

富士则 比秦冠早 7天左右
。

从捕获害虫数量分析
,

源面桃小食心虫危害较轻
,

沟坡地带较重
。

沟坡老果园随老树数量

的减少
,

管理方法的改变和水平的不断提高
,

危害逐年减轻
,

沟坡新果园危害呈下降趋势
,

个别

年份有突发性增多现象
,

见表 1
。

3
.

2 越冬幼虫出土期变化

3个布点
,

桃小食心虫
、

梨小食心虫
、

苹小食心虫和桃蛀螟出土期见表 2
。

如表 2所示
,

桃小食心虫和梨小食心虫的出土期
,

沟坡老果园 白草坡和新果园杜家坪相似
,

在 5月 26 日至 6月 3日之间
;
源面果园则在 5月 31 日至 6月 14 日之间

,

沟坡 比源面早 6一 10 天
;
苹小

食心虫和桃蛀螟三个布点区相差 1~ 2夭
。

出土高峰期白草坡和杜家坪在 6月 5日一 10 日左右
,

源

面则在 6月 10 日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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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王东沟试区 19 9。一 19 9 4年 4种食心虫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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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温度对幼虫的影响

幼虫出土的时间
、

数量和气温
、

地 温存在显著关系
。

几年观测表明
,

平均气 温
、

1 0c m 平均地温和成虫数

量 之间存在 明显正相关性
,

相关系
,

回归方程如下
:

平均气温与数量

r = 0
.

9 0 0

y 一 一 7
.

3 8 1 + 0
.

5 3 4 x

平均地温 ( 1 0c m ) 与数量

r = 0
.

8 5 5

y = 一 8
,

2 1 5 + 0
.

5 5 l x

观测结果和陕西 省果树研究所在眉

县观察结论基本一致
。

只是幼虫出土

时 间的旬 平 均气 温 和 旬平 均 地 温

表 2 越冬幼虫出土期变化

种种类类 地点点 1 9 9 0年年 1 9 9 1年年 1 9 9 3年年 1 9 9 4年年

(((((((月日 ))) (月 日 ))) (月日 ))) (月日 )))

桃桃 小小 源 面面 0 6 0 333 0 6 0 111 0 6 0 444 0 6 1 444

食食心虫虫 白草坡坡 0 5 3 000 0 5 2 666 0 6 0 333 0 6 0 333

杜杜杜家坪坪 0 5 3 111 0 5 2 666 0 6 0 111 0 5 2 888

梨梨 小小 源 面面 0 6 0 666 0 6 0 222 0 6 0 444 0 6 1 333

食食心虫虫 白草坡坡 0 5 3 000 0 5 3 000 0 6 0 333 0 6 0 333

杜杜杜家坪坪 0 6 0 111 0 5 2 888 0 6 0 444 0 5 2 666

苹苹 小小 源 面面 0 6 0 555 0 6 0 111 0 6 0 55555

食食心虫虫 白草坡坡 0 6 0 111 0 5 2 888 0 6 0 55555

杜杜杜家坪坪 0 5 2 999 0 5 2 999 0 6 0 33333

桃桃蛀螟螟 源 面面 0 6 0 555 0 6 0 333 0 6 0 666 0 6 0 333

白白白草坡坡 0 5 3 11111 0 6 0 555 0 5 2 888

杜杜杜家坪坪 0 5 3 11111 0 6 0 6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 5卷

( 1 0 cm) 比眉县高 出 1
.

2~ 1
.

7℃
,

这可能是长武和眉县降水量差异有关
,

需进一步探讨
.

3
.

4 出土幼虫与降水的关系

越冬幼虫 出土和成虫羽化受降水影响较为明显
。

如果越冬幼虫出土期遇到较为充足的降

水
,

在随后的几天 内
,

会出现幼虫出土高峰
.

例如 19 9 1年 5月 24 至6月 28 日降水量 70 m m
, 5月 31

日则有较多幼虫出土
。

3
.

5 其它因素对成虫的影响

越冬幼虫的分布
,

因地形
、

果园耕作管理水平
、

不同品种组合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

就

桃小食心
.

虫而言
,

山耸地形
,

梯田和梁坪台地
,

多数分布在树冠下和遗边埂上
,

上壤耕作细致
,

无杂草和间套作物的平地果园
,

一般分布在距离树干 0
.

3 ~ 1
.

Om 范围内的土层里
;
管理粗放

,

杂草丛生或有间套作物的果园
,

多数分布在果树下较大土块周围
,

落叶
、

杂草根际和间套作物

秸秆上
。

树冠外围结 果较 多部位的垂 直投影范围 内
,

也有较 多分布
。

土层 内一般分布在 3一

l o e m 深左右
。

虫 口基数的大小也影响来年数量的变化
。

白草坡果园
,

1 9 8 9年以前
,

是一个保留下来部分

果树的老林场
,

由于原承包者
,

管理水平低下
,

有空间就套种作物
,

没有防治病虫
,

桃小食心虫
、

梨小食心虫和腐烂病倡行
,

使果园频临淘汰状态
,

食心虫危害果实高达 47 写以上
.

桃小食心虫产卵对苹果品种有一定的选择性
,

在长武王东沟试区观测
,

其嗜好产卵的苹果

品种依次顺序为金冠
、

秦冠
、

红富士
.

3
.

6 防治效果分析

从源面
、

白草坡和杜家坪观测点桃小食心虫的数量分析
,

几年来联防效果是明显的
,

数量

呈显著下降趋势
。

见图 1
,

图2
,

图 3
。

白草坡果园
,

采取了更换承包人
,

划小果园面积
,

并严格按照

虫情测报结果
,

进行集中联防
,

大大降低了虫口 密度
,

取得了明显经济效益
,

源面和杜家坪果

区
,

防治效果十分明显
。

一
19 9 0年

曰è入
"叮

l
口

2
.

1
.

卜压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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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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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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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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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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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19 9 4 年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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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19 9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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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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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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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5 5 / 6 1 0 / 6 1 5 / 6 2 0 / 6 2 5 /6 3 0 / 6 5 / 7 1 0 / 7

日期 (日 /月 )

丈女少
丫

/
/ \ /

图 l 源面桃小食心虫数量的消长

O匕
3 1 / 5 5 /6 一0 / 6 15 /6 20 /6 25 /6 3 0 / 6 5 7/ 10 /7

日期旧 /月 )

4 小 结 图“ 白草坡桃小食心虫数量的消长

( l) 影响几种主要食心虫出土羽化的因素较多
,

但温度是主要的
,

长武县河川地
、

坡台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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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曰丫

源面海拔差值较大
,

使得沟坡 比源 面年平均气

温高 。
.

8~ 1
.

。℃ ,

桃小食心虫等出土期较源 面

早 6一 10 天
,

在 防治时间上
,

要区别对待梁坡坪

果园和源面果园
。

( 2 )桃小食心虫产卵对苹果品种有选择性
。

首先在中熟品种
,

主要是黄元帅品种上
,

其次在

晚熟品种上
,

从喷药方面讲
,

早期以中熟品种为

主
,

晚熟品种少用或不用药
;
中晚期以晚熟品种

为主要 防治对象
,

这样
,

既节约用药
,

又利于保

护天敌
。

( 3) 农药使用种类上
,

几种都可以杀死食心

虫的农药最好交替使用
,

防止桃小食心虫等虫

体对某一种农药产生抗性
。

( 4 )杜家坪果园桃小食心虫个别年份有 回

升现象
,

其原因是杜家坪个别地块和地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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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杜家坪桃小食心虫数量的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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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恻一

苹果和桃复合果园
。

杜家坪建立果园以前
,

在一些缓坡捡边
,

栽植有当地的桃品种— 扁桃

(月刀之y g d al us `

om m u

nz’s L
.

) 并且长势良好
,

所以就保存下来
。

1 9 8 6年 10 月建立果园时
,

在有些

梯田上发现
,

栽植单行苹果宽度有余
,

栽植双行或多行苹果
,

宽度又不够的梯田或地段
,

为了充

分利用土地
,

决定在这类地段接近梯田埂边
,

栽植早熟见效快
,

抗旱性优于苹果的桃树
,

另有部

分桃树栽植在坪
、

台的边缘线上
,

就形成 目前这种苹果和桃共同存在于同块土地的复合果园群

落
.

为桃小食小虫在不同果树之间交替危害
,

创造了条件
,

在防治病虫害上增加了难度
,

但这种

复合群落的整体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
,

土地利用更趋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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