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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饲养梨小食心虫幼虫脱果动态#

宫庆涛$!武海斌$!张坤鹏$!李素红"!张学萍$!孙瑞红$##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泰安!"1$###’ ",山东天地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泰安!"1$####

摘!要!为掌握不同果实室内饲养梨小食心虫 G*+/"(,#2+ 3(,%&2+ "SF5=̂#的效果及幼虫脱果的动态!以新红星苹

果&富士苹果和大金星山楂饲养梨小食心虫!逐日记载幼虫脱果数量!并进行逻辑斯蒂 "A<:45@4=8bF>@4<6#曲线拟

合% 结果显示!相同接卵数和相同饲料重量的情况下! % 种饲料得到的幼虫数量高低次序为$新红星苹果 t红富

士苹果 t大金星山楂% 其中!新红星苹果每千克产虫量为 "101 头!显著高于其它两种饲料% 经逻辑斯蒂方程拟

合可知!两种苹果幼虫脱果各时期及盛期历期相差较小’而以山楂饲喂的幼虫脱果各时期均比苹果饲喂的梨小食

心虫提前 ( [& 9!但盛期历期均为 ’ 9 左右% 由此可知!梨小食心虫幼虫脱果动态可能与寄主水果种类关系较大!

而与同种水果不同品种关系较小!这也可能是造成梨小食心虫各代发生重叠及混栽园受害严重的原因% 因此!本

研究不仅对在室内饲养梨小食心虫具有指导作用!且为测报防治田间脱果幼虫时间提供依据%

关键词!梨小食心虫! 幼虫! 饲养! 动态! 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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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项目$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

##通讯作者!KGN>4A$5M;MF4;<6:Y$"’,=<N

收稿日期$"#$%G#*G$’!接受日期$"#$%G$#G"*

!!梨小食心虫 G*+/"(,#2+ 3(,%&2+ "SF5=̂#属鳞
翅目!卷蛾科!简称梨小!又名东方果蛀蛾! 桃折心
虫!俗称蛀虫&黑膏药!是世界性的主要蛀果害虫
之一"北京农业大学!$*)$’陈梅香等!"##*#% 近
年来由于气候因素&果园管理&传统防治方法的局

限性等客观原因的影响!其发生危害有逐年加重
的趋势% 梨小食心虫作为果树生产中的重要害虫
之一!国内外有关研究逐年增多"于海利!"#$$#%
随着梨小食心虫实验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需
要大量且稳定的供试虫源"何超等!"#$$#%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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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梨小食心虫人工饲料的研究正处于完善阶
段!尚存在配方复杂!成本高!饲养过程中易受微
生物感染而发霉和腐烂等问题 " EWj=5>69 av@;!
$*)"#% 除此之外!利用人工饲料连续饲养梨小食
心虫!容易使卵孵化率低&成虫易受湿度影响而溺
死&且容易出现种群衰退现象 "侯月利和花蕾!
"##(’杜鹃等!"#$##% 利用天然的寄主水果 "如$

苹果&山楂等蔷薇科植物#饲养梨小食心虫!不仅
可以克服上述缺点!得到充足的不同发育阶段且
与自然种群相近的试虫"EFNN8M5!$*’’’XM>58M>69
aM4NVA8!"##$’张月亮等!"##’’何超等!"#$$’周仙
红等!"#$$’赵楠等!"#$"#!为研究其生物学&生态
学&生理生化及分子等提供稳定的试验虫源% 而
且研究其脱果动态!也为确定田间防治适期提供
依据%

:;材料与方法

:B:;试验虫源
养虫室 1aq""( r$#i!Cn-q$’n)!‘7q

’#h r$#h2中!利用新红星苹果繁育梨小食心
虫!获得老熟幼虫!化蛹后!移入内部贴有卵卡的
玻璃筒"w$& =Ns"# =N#中自由交配产卵!将当日

图 :;< 种水果饲养的梨小食心虫老熟幼虫逐日脱果动态
=3*>:;!"#29-&,3’%)+0&$5&#)+*")%&#’(+&) ,#’-$+) 2&309 )++1"$##+$/31%

"() ; 以内#带有卵粒的卵卡移出备用%

:BA;试验方法
将新红星和红富士苹果"均为标准 1# 果!平

均单果重 $)# :#放入塑料箱"长 (# =Ns宽 %# =N
s高 $# =N#!毎箱装苹果 %( 个!总重量 ’ ^:!两两

萼洼相对!将卵卡"卵约 $ ### 粒#均分成 $& 份!对
折后放在萼洼相对处% 箱底铺一层浸水纱布保
湿!盖上箱盖% 重复 % 次% 将大金星山楂果 % ^:
"单果重 $# :#同样放入上述塑料箱内!分层放置!
将卵卡"卵约 &## 粒#均分成若干份!放在山楂上
下层之间% 重复 % 次%

老熟幼虫脱果期间!记录幼虫脱果起止时间!
每天检查记录自果内脱出的幼虫数量%

试验完成后!计算单位产虫数!即每千克饲料
获得幼虫头数%

:B<;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各处理的脱果幼虫数进行逐日累加!以各

日累计数占总数的百分比作为梨小食心虫幼虫进
度!并分别拟合逻辑斯蒂方程"宫庆涛等!"#$"#%
方程拟合&曲线图&和方差分析均利用 K]=8A"#$#
软件完成% 显著性分析采用 -F6=>6+5多重比较
方法!统计软件为 EZEE $)0#%

A;结果与分析
AB:;梨小食心虫幼虫逐日脱果动态

% 种水果饲养梨小食心虫所得幼虫逐日脱果
动态见图 $ 和表 $% 从图 $ 和表 $ 可以看出!在相
同接卵数和相同饲料重量情况下!从 % 种水果脱
出的老熟幼虫总数高低次序是$新红星苹果 t红
富士苹果 t大金星山楂% 从 % 种寄主水果饲养梨
小食心虫得到的脱果参数看!其初见日基本相同!
无显著性差异% 但高峰日差异较大!以大金星山
楂幼虫脱果高峰日出现最早!其次是红富士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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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星苹果饲养的脱果最晚!% 种饲料差异显著%
两种苹果饲养的幼虫脱果终见日均显著晚于山
楂% 就幼虫脱果历期而言!大金星山楂处理的历
期最短!为 $"0# 9’富士苹果处理的历期为 $’01

9!新红星苹果处理的历期为 $10# 9!均显著长于
山楂% 从图 $ 幼虫脱果曲线变化趋势可看出!两
种苹果饲养的幼虫脱果基本呈正态分布!而山楂
中幼虫脱果呈左偏态分布%

表 :;< 种水果饲养的梨小食心虫幼虫脱果发生历期比较
!&70#:;!"#(&$&,#1#$’),(&$3%)-)+1"#*")%&#’(+&) ,#’-$+) 0&$5&#2&309 )++1"$##+$/31%

寄主水果
7<5@OMF4@5

接卵数"粒#

H<,<O8::

幼虫数"头#

H<,<O

A>MR>8

单位产虫数
"头 2̂:#

H<,<O

A>MR>8?8M̂ :

初见日"9#

S8:46646:

9>@8

高峰日"9#

Z8>̂46:

9>@8

终见日"9#

K6946:

9>@8

脱果历期"9#

C86:@; <O

?8M4<9

红富士苹果
XF34>??A8

% ### %1" "#01 r$0*V $#01 r#0’> $’0% r#0’V "10% r"0$> $’01 r"0&>

新红星苹果
E@>M̂M4N5<6

% ### (** "101 r$0*> $$0% r#0’> $*01 r#0’> ")0% r#0’> $10# r$0#>

大金星山楂
->346]46:;>T@;<M6

$ &## $&% $10# r"0(V $$0# r#0#> $"01 r#0’= "%0# r$01V $"0# r$01V

注$表内数据为 N8>6 rEK!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F6=>6+5多重比较差异显著"?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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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梨小食心虫幼虫逐日脱果动态模型
为了得到梨小食心虫在 % 种水果上的逐日脱

果动态!将每日脱果幼虫数累计换算为幼虫脱果
进度"SJ#!并与幼虫脱果时间拟合为逻辑斯蒂模
型!且在方程拟合时!令接卵后第 ) 天 q$% 通过
模型分别得到幼虫脱果进度始盛期"$’h#&盛期
"&#h#和盛末期")(h#!进而得到 % 种寄主水果
饲养梨小食心虫幼虫脱果动态指标% 各幼虫脱果
进度的实际值和相应模型公式如下%

红富士苹果$

S红富士苹果 q
$##

$ o%&0)&’% +#0&1("T
"E" q#0*)#"!Pq

)(%0’*#!?q’0"’1+$’#!

新红星苹果$S新红星苹果 q
$##

$ o%’0(11) +#0&))*T
"E" q

#0*’’$!Pq&*)0*$&!?q’0(#1+$1#!

大金星山楂$S新红星苹果 q
$##

$ o%%0%&’& +#0&"*)T
"E" q

#0*1)#!Pq()*0’1%!?q$0)#1+$##%
各幼虫脱果进度的实际值和相应模型拟合值

曲线见图 "%
根据动态模型计算幼虫脱果为 $’h&&#h和

)(h对应的时间!得到 % 种处理下幼虫脱果的始
盛期&盛期&盛末期和盛期历期"表 "#%
!!由图 " 和表 " 可以看出!用山楂饲养的幼虫
脱果始盛期&盛期和盛末期比红富士苹果分别提
前了 (0$&%0* 和 %0’ 9!比新红星苹果提前了 &&
(01 和 (0% 9% 而富士和红星两种苹果的始盛期&
盛期和盛末期相差甚微% 但上述 % 种水果饲养的
梨小食心虫脱果的盛期历期均 ’ 9 左右!不随脱果
时期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结论与讨论

红富士苹果和新红星苹果的鲜果含水量一般
在 )&h左右!在""( r$#i温度下!完全能够维持
到梨小食心虫老熟幼虫完全脱果% 苹果营养丰
富!饲养的梨小食心虫幼虫个体大!光泽度好!活
力强% 山楂鲜果中含水量一般为 1#h [1’h!与
其它水果相比山楂的含水量比较低"徐晶!"##"#
且其果型较小!蒸发量大!试验后期!果实因失水
严重而出现干瘪!导致后期幼虫脱果困难!这也是
利用山楂饲养梨小食心虫老熟幼虫脱果呈现左偏
态分布!而两种苹果为正态分布的原因% 除此之
外!山楂果肉少!为幼虫提供营养能力有限!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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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 种水果饲养梨小食心虫幼虫脱果动态模型
=3*>A;?)2#0%)+29-&,3’%+)$1"#*")%&#’(+&) ,#’-$+) 0&$5&#2&309 )++1"$##+$/31%

I$红富士苹果 XF34>??A8’S$新红星苹果 E@>M̂M4N5<6’Q$大金星山楂 ->346]46:;>T@;<M6,

表 A;< 种水果饲养的梨小食心虫幼虫脱果始盛期$盛期和盛末期
!&70#A;D&1#)+1"#7#*3--3-*!&(#@ &-2#-23-* )+1"#*")%&#’(+&) ,#’-$+) 0&$5&#2&309 )++1"$##+$/31%

寄主水果
7<5@OMF4@5

始盛期"9#

S8:46646:O>5@

:M<T@; ?8M4<9

高峰期"9#

X>5@85@:M<T@;

?8M4<9

盛末期"9#

C<T85@:M<T@;

?8M4<9

盛期历期"9#

C86:@; <OO>5@85@

:M<T@; ?8M4<9

红富士苹果
XF34>??A8

$&0% $)0" "$0$ &0)

新红星苹果
E@>M̂M4N5<6

$’0" $*0# "$0) &0’

大金星山楂
->346]46:;>T@;<M6

$$0" $(0% $10& ’0%

饲养出的幼虫个体小!光泽度差!活动能力差%
从幼虫逐日脱果动态参数发现!% 种寄主水果

饲养梨小食心虫幼虫脱果初见日基本相同!而高
峰日和终见日差别较大!这也可能是导致梨小食
心虫幼虫个体大小&虫体光泽度和活力差异的一
个重要因素% 脱果高峰日延后!幼虫充分补充营
养!幼虫个体大!光泽度好!活动能力强%

经过逻辑斯蒂模型拟合发现!两种苹果饲养
梨小食心虫的发育时期基本一致!比山楂饲养的
幼虫脱果时间推迟 ( 9% 但 % 种水果饲养梨小食
心虫幼虫的盛期历期均为 ’ 9 左右!不因脱果时期
的变化而改变% 由此推知!梨小食心虫幼虫脱果
动态可能与寄主种类关系较大!而与同种水果不
同品种关系较小!这可能是造成该虫发生世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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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和桃&梨&苹果&杏&李&山楂&樱桃&枇杷混栽或
近距离栽培的果园内发生严重的原因之一"李云
瑞!"##&#%

饲养过程中!笔者发现梨小食心虫的饲养与
苹果的成熟度密切相关!随着果实储藏时间的延
长!果肉逐渐变绵!腐烂率提高!容易导致果内幼
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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