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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管理梨园梨小食心虫发生程度研究#

张利军##!赵志国!李丫丫!王!怡!马瑞燕###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太谷!#%#)#$#

摘!要!梨小食心虫 G*+/"(,#2"+ 3(,%&2+ "SF5=̂#是梨园中的一种重要害虫% 本论文采用性诱剂诱集法研究了不

同栽培管理条件下梨园梨小食心虫发生的情况% 结果表明!在 & 种不同种植模式的果园中!梨小食心虫在单植桃

园中发生最重!试验期间梨小食心虫的日平均诱蛾量为 $#0* 头2盆!与其他 ( 种栽植模式果园的诱捕量均呈显著

差异!且混有桃树的果园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数量多!而单植梨园&梨苹果混栽园&单植苹果园的梨小食心虫发生

相对较轻% 果实套袋的管理方法也可以显著降低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数量!非套袋梨园的日平均诱捕量为 $%0)

头2盆!是套袋梨园的 $0&" 倍% 试验还表明!不同品种和不同树龄的梨树对梨小食心虫的抗虫性均存在显著差

异% 酥梨比巴梨的抗虫性差!试验期间酥梨园的日平均诱捕量为 $"0’ 头2盆!是巴梨园的 "0"$ 倍!而 (# 年老酥梨

园日平均诱蛾量为 $"0& 头2盆!是 "# 年酥梨园诱蛾量的 "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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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小食心虫 G*+/"(,#2"+ 3(,%&2+ "SF5=̂#属鳞
翅目!卷叶蛾科!又名东方蛀果蛾&桃折梢虫!是一
种世界性的害虫% 该虫在我国的分布广泛!尤以
华北&华中及华南果区发生较重 "J<6:%2+,7!
"#$"’张国辉等!"#$"#% 梨小食心虫是一种多食

性害虫!主要危害桃&苹果&梨&李&樱桃&枇杷&山
楂等!以桃&梨&杏受害最重 "冯明祥等! "##"’
a<MM4>64%2+,7!"#$##% 近些来!在山西&河南&河
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新疆&甘肃等省区梨园
折梢率最高可达 )#h!受害虫果率达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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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重者达 &#h "赵春恋! "##(’周润清等!
"##1#% 由于该虫的危害具有钻蛀性&隐蔽性!化
学防控效果不佳"康芝仙!$**&’胡雅辉等!"##*#!

生产中迫切要求使用综合防控措施对梨小食心虫
进行防治%

传统的农业栽培管理措施无疑在害虫的防治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立体生态果园中种植苜蓿&
养鸡对害虫进行防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邵崇义和吕玉霞!"##*#% 根据病虫的
危害特点和习性!利用有效物理措施!如刮树皮&
刨树盘&人工捕捉&清理果园等农业栽培管理措施
对秋冬果园进行管理!降低了虫害&病害的发病机
率"梁久梅!"#$##!秋后在果树大枝上绑草把或破
麻袋片!诱集害虫化蛹越冬!然后集中杀灭% 据调
查!这种方法对苹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的诱集效
果达 (1h [1)h "黄富!"#$$#%

为明确梨小食心虫在不同栽培管理条件下的
发生情况!以及不同梨树品种及树龄对其的影响!

本试验采用性信息素诱捕技术!研究了栽培管理
条件和梨树自身的抗虫性对梨小食心虫种群数量
的影响!为该虫的农业可持续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B:;试验材料
:B:B:;性诱剂!试验中所用性诱芯来自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其主要有效成分是顺G)G十二碳
烯醋酸酯&反G)G十二碳烯醋酸酯&顺G)G十二碳烯
醇!每个诱芯含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 "## #:!持效
期为 &# 9%
:B:BA;试验地;试验地块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太
谷县候城乡井神村!试验区内果园包括苹果&梨&
桃单植园以及多种果树的混植园!桃园中桃树的
株行距为 "0& N s( N!苹果园&梨园及混栽园的
株行距为 % N s( N!周围有玉米等作物作为隔离
带!果园处理间距 " ^N以上% 试验地栽培管理条
件&水肥管理措施基本一致%

:BA;试验方法
:BAB:;诱盆设置;选用直径 "# =N硬质塑料盆!
用铁丝穿过诱芯!并固定在盆口正中央!诱芯钟口
向下!盆内加水至距诱芯 $ [" =N为宜!并加入一
勺洗衣粉!将盆固定在通风且阴面的树枝上!盆高
距地面 $0& N左右% 每天早上记录数据&捞虫和

加水!每周或雨后添加洗衣粉%
:BABA;试验设计
:BABAB:;不同种植模式果园梨小食心虫发生情
况!选择盛果期非套袋酥梨单植园&大久保桃单
植园&富士苹果单植园&大久保桃和酥梨混栽果
园&酥梨和富士苹果混栽果园各 $ 个!每个果园面
积不少于 #0%% ;N"% 每个果园内放 & 个盆作为重
复!呈(B)型均匀分布% 试验从 "##* 年 & 月 $ 日
到 ’ 月 %# 日!试验时间为 " 个月% 试验期间不施
药%
:BABABA;套袋和非套袋管理模式梨园梨小食心
虫发生情况!选择盛果期套袋酥梨园和非套袋酥
梨园各 $ 个!面积各 #0%% ;N"% 每个果园内放 %

个盆作为重复!诱盆间距为 %# N以上!呈(\)型均
匀分布!套袋试验从 1 月 ") 日到 ) 月 "1 日!试验
时间均为 $ 个月% 试验期间不施药%
:BABAB<;梨树品种对梨小食心虫发生数量的影
响!选择盛果期酥梨&巴梨果园各 $ 个!面积各
#0%% ;N"!梨果不套袋% 果园内诱盆布放&试验时
间和用药情况同 $0"0"0"%
:BABABG;梨树树龄对梨小食心虫发生数量的影
响;选择 "# 年和 (# 年酥梨园各 $ 个!面积各
#0"1 ;N"!梨果不套袋% 果园内诱盆布放&试验时
间和用药情况同 $0"0"0"%

:B<;数据分析
采用 EZEE $)0# 进行 -F>=>6+5新复极差测验

法进行比较!并进行方差分析及 2<检验%

A;结果与分析
AB:;栽培管理模式对梨小食心虫发生数量的影
响
AB:B:;不同种植模式果园梨小食心虫发生情况
;栽培管理措施相近的果园中!混栽园和单植园
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数量有明显差异% 从图 $ 可以
看出!在 & 种不同种植模式的果园中!梨小食心虫
以在单植桃园发生最严重!试验期间日平均诱蛾
量为 $#0* 头2盆!是梨桃混栽园诱蛾量的 $0)) 倍!

是单植梨园和梨苹果混栽园的 %01’ 倍!是单植苹
果园的 (0*& 倍% 梨桃混栽园中梨小食心虫的发
生也较重!试验期间日平均诱蛾量为 &0) 头2盆%
相较而言!梨园&梨苹果混栽园&苹果园发生较轻!
实验期间日平均诱蛾量分别为 "0* 头2盆&"0* 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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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0" 头2盆% 统计结果显示!单植桃园与其他 (
种栽植模式果园梨小食心虫的平均诱捕量均呈显
著差异% 梨桃混栽园与单植梨园&梨苹果混栽园
的梨小食心虫平均诱捕量也呈显著差异!但单植
梨园&梨苹果混栽园和单植苹果园量差异不显著

"P(!"( q"#$0**! ?u#0#&#% 这表明!单植桃树或
混有桃树的果园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数量更多!
而单植梨园&梨苹果混栽园&单植苹果园的梨小食
心虫发生相对较轻%

图 :;不同树种果园梨小食心虫平均诱捕量
=3*>:;65#$&*#’&1’"#%)+)$3#-1&0+$/31,)1"&,)-* 23++#$#-1+$/31)$’"&$2%

注$图中数据为平均值 r标准误!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 水平差异显著"-F6=>6+5新复极差测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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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套袋和非套袋梨园梨小食心虫平均诱捕量
=3*>A;65#$&*#’&1’"#%)+)$3#-1&0+$/31,)1"7#14##-+$/317&**#2&-2/-7&**#2(#&$)$’"&$2%

注$!$,图中数据为平均值 r标准误!下图同’",运用 2G检验法进行比较% 下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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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A;套袋和非套袋管理模式梨园梨小食心虫
发生情况;从图 " 可以看出!在栽培管理条件相
近的梨园中!非套袋梨园的诱蛾量明显高于套袋

梨园!且非套袋果园的日平均诱捕量为 $%0) 头2
盆!是套袋梨园的 $0&" 倍!且两者在 #0#& 水平下
有显著差异% 这表明套袋可以有效降低梨小食心



’ 期 张利军等$不同栽培管理梨园梨小食心虫发生程度研究 *$&%&! *

虫成虫数量% 试验在监测种群发生动态过程中发
现!套袋梨园和非套袋梨园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
趋势基本一致!可见!果实套袋只会影响梨小食心
虫成虫发生数量!不会改变其动态发生规律%

ABA;梨树抗虫性对梨小食心虫发生数量的影响
ABAB:;梨树品种对梨小食心虫发生数量的影响
;当地主栽品种酥梨和巴梨两个品种间梨小食心
虫日平均诱捕量如图 %!试验结果显示!酥梨园发

生的梨小食心虫数量比巴梨园明显要多!试验期
间酥梨园的日平均诱捕量为 $"0’ 头2盆!是管理
水平相近的巴梨园平均诱蛾量的 "0"$ 倍!且二者
在 #0#$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这表明酥梨园更易
遭到梨小食心虫危害!而且二者在虫口数量不高
的情况下种群数量差异不明显!而在害虫发生高
峰期!酥梨园中的虫口数量会显著高于巴梨园%

图 <;酥梨园和巴梨园梨小食心虫平均诱捕量
=3*><;65#$&*#’&1’"#%)+)$3#-1&0+$/31,)1"7#14##-M&$$3%((#&$&-2N&$10#11(#&$)$’"&$2%

图 G;AV 年和 GV 年梨园梨小食心虫平均诱捕量
=3*>G;65#$&*#’&1’"#%)+)$3#-1&0+$/31,)1"7#14##-AV 9#&$%&-2GV 9#&$%&*#(#&$)$’"&$2%

ABABA;梨树树龄对梨小食心虫发生数量的影响
;由图 ( 可知!(# 年老酥梨园比 "# 年酥梨园梨小

食心虫发生虫口数量多% (# 年老酥梨园日平均诱
蛾量是 $"0& 头2盆!是 "# 年酥梨园诱蛾量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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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二者在 #0#& 水平下差异显著% 表明 (# 年梨
树上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更严重!二者尤其在虫口
数量高峰期差异显著%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栽培管理措施的梨园
对梨小食心虫种群数量的发生有明显影响% 不同
品种梨树和同一树种的不同树龄果园梨小食心虫
发生的程度不同%

生物多样性可以促进生态平衡!在果树栽培
管理中通常种植授粉树促进座果"曹贵荣!"##%#!
果园种植豆科植物如苜蓿进行生物固氮等栽培模
式"李志朋!"##&#% 我国农村是典型的小果园经
济!常在果园中混杂种植!这种混栽造成了有共同
寄主的优势害虫种群的增加!如蔷薇科果树混杂
果园中红蜘蛛猖獗为害"刘刚!"#$"#!桧柏与果树
混杂造成锈病的大发生"张立国等!"##)#% 在桃&
梨混栽的果园中!梨小食心虫种群会迅速扩增!进
而形成了连续为害"张长禄和陈红刚!"#$$#% 本
研究表明!桃园中发生梨小食心虫的数量远远大
于其他树种和与其他树种混栽的果园!表明梨小
食心虫最适合的寄主是桃!这与 Z468M<和 -<M6
""##*#的研究结果相近% 梨小食心虫的嗜食性依
次为桃&梨&苹果% 如果在嗜食性排名靠前的果园
中混栽排名靠后的树种!则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数
量会显著降低!但如果在嗜食排名靠后的树种中
混栽了排名靠前的树种!则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数
量会显著增多% 从这一点防治该虫考虑!梨园中
应尽量避免混栽桃树!而苹果园中则避免混栽桃
树和梨树!相邻果园也可建立隔离带%

除了种植模式造成梨小食心虫发生的差异!
管理措施对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数量也有影响% 套
袋既可防止病&虫&鸟对果实的危害!又能减少农
药污染和残留!保护害虫的自然天敌"赵宏梅等!
"#$"#!但套袋对劳动力要求较高!对果实内在品
质也有一定影响"Q<8A;<%2+,7!"##)#% 本研究表
明!套袋果园梨小食心虫发生的数量显著低于非
套袋果园!证明套袋的确是果园中防治梨小食心
虫的有效措施% 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在劳动
力许可!梨小食心虫及其他蛀果害虫发生严重的
地区!建议在梨树盛花后第 ") [%& 天套袋 "张绍
铃等!"##’’万润洁!"##)#!这样既保证了果面光
洁!可溶性总糖&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影响不显著且

石细胞含量降低!同时又可有效降低梨小食心虫
的虫口数量% 另外!果园内落叶较多&施肥不当&
树势较差等栽培管理粗放的果园新梢受害率较
高!而果园长势好&清园较为彻底的果园新梢受害
率轻"庞艳从等!"##1#%

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既与栽培管理措施有关!
也受到果树品种和树龄的影响% 梨的品种和树龄
对梨小食心虫的抵抗力不同"aM4NVA8%2+,7!"##$’
I@>6>55<R>69 E;8>M8M!"##&#% 本试验结果表明!
从不同梨树品种来看!酥梨园中梨小食心虫的发
生数量明显比巴梨园多!说明这两个梨树品种的
抗虫性不同!酥梨比巴梨抗虫性差!这与酥梨园更
适合梨小食心虫的生长繁殖"李建东!"#$$#的结
论相一致% 因此不同梨园防治梨小食心虫时!酥
梨园防治力度应强于巴梨园% 另外!随着树龄增
大!梨小食心虫发生数量会越多!危害程度也会越
严重% 这可能由于树龄相对大的果园树势衰弱!
老翘皮&老皮&枝叶和果实均多与幼树!这有利于
梨小食心虫越冬&取食和生长繁殖!也可能是由于
连年虫口数量的积累使得老梨园梨小食心虫发生
严重"IF98N>M9 >69 J869M48M!$**"#% 从这方面防
治该虫考虑!树龄大的果园应及时刮除老皮&翘
皮!剪除折梢!集中处理地面落叶&落果!利用性信
息素大量诱捕越冬代成虫%

总之!掌握不同栽培管理条件下梨园梨小食
心虫的发生规律!有助于对其进行科学的防治!将
其控制在经济阈值之下!而不是一味地使用化学
农药!这样!才能实现梨果高产&优质&无公害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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