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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莱阳地区不同栽培模式下单植梨园&单植桃园&混植桃梨园的梨小食心虫 G*+/"(,#2"+ 3(,%&2+

"SF5=̂#发生规律!"##*,"#$" 年采用性诱芯法对以上果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规律进行探究并利用有效积温模型

预测其发生代数% 结果表明$梨小食心虫在莱阳地区一年可发生 ( 代’第 $ [% 代主要发生在桃园!发生时间为
(,) 月上旬!第 ( 代主要发生在梨园!发生时间为 ) 月中下旬或 * 月初!为害一直可持续到 $# 月中旬% 梨小食心

虫在不同寄主上发生时间不同!除第一代发生比较整齐之外!其他世代发生时间不统一!尤其是梨园% 单植梨园

和单植桃园的梨小食心虫都能单独完成发育世代!但数量有差异% 通过比较其差异显著性!单植桃园 $ [% 代明

显多于第 ( 代!单植梨园第 ( 代明显多于第 $ [% 代%

关键词!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单植梨园!单植桃园!混植桃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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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小食心虫 G*+/"(,#2"+ 3(,%&2+"SF5=̂#一直
都是梨和桃园的防治重点!是影响果实产量和品
质的重要蛀果性害虫!只有掌握其在单植梨园&单
植桃园&混植桃梨园的发生规律! 才能够制定相应

的防治策略!为果农防治该虫提供理论依据%
关于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的研究国内研究已

很多!周卫川""##’#和 周玉江 等 ""#$"#利用自
然变温有效积温 ">=@4R8>==FNFA>@89 @8N?8M>@F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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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预测得全国各省梨小食心虫的发生代数!结
果与实际情况相近’李文亮等""#$##通过室内饲
养利用直接最优化方法"李典谟和王莽莽!$*)’#
求得梨小食心虫的发育起点温度 *0)i!全世代有
效积温为 (()0# 日*度’杜鹃等""##*#的研究表明
在 "’i下"湿度 1#h!光照 Cn-q$&n*#!世代历
期为 $* 9!%#i以下!随着温度升高!发育历期减
短% 但梨小食心虫的发生与气候因子&寄主有关!
相同地区不同寄主!不同地区相同寄主!不同地区
不同寄主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也不同 "陈湖等!
"##"’冯明祥等!"##"’呼丽萍和高俊商!"##1’植
玉蓉!"##)’梁泊等!"##*’罗亚红!"##*’张仁福和
于江南!"#$##%

莱阳地区种植梨桃极多!因此梨小食心虫为
害频繁%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了 % 种不同种植模
式的果园进行长期观测!以摸清其确切的发生规
律!希望为各地的梨小食心虫防治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B:;试验地点

青岛农业大学农场梨园 "0$ ;N"!青岛农业大
学园艺学院桃园 $0" ;N"!莱阳市姜家庄混植桃梨
园 $0) ;N"%

:BA;试验材料
梨园种植品种为莱阳茌梨’桃园种植品种为

雪桃’混植桃&梨园种植品种为莱阳茌梨和早熟
桃%

:B<;试验方法
:B<B:;%诱芯法&推测莱阳地区梨小食心虫发生
规律;在桃园&梨园&混植桃梨园放置性诱芯!利
用性诱芯"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诱集
梨小食心虫成虫% 具体方法参考谭博等""#$$#的

调查方法%
:B<BA;田间调查不同果园梨小食心虫发育历期
;& 月 $1 日&’ 月 "#&1 月 ") 日&) 月 %# 日!从出
现危害开始!每个果园各选取个 %# 个卵&危害果
实"桃园在前两代主要为轻度萎蔫桃梢#&结茧蛹
进行笼罩&标记!每天去田间观察卵&危害梨果&结
茧蛹的变化!记录发育历期!多个重复求平均值%
:B<B<;田间调查不同种植模式危害差异;从 %
种种植模式的果园中随机选择 $# 株果树!分别求
第 $&"&%&( 世代内 & 9 平均危害量进行差异性比
较%

:BG;数据分析
:BGB:;莱阳地区梨小食心虫发生代数;利用有

效积温模型! MV$
$"

#V$
$
%

#V$
"M#QW8# X6.S#Q! *0) %

M#Q%%"!BqMYR% 其中 8&R分别表示梨小食心虫
的发育起点温度和世代有效积温"8q*0)i’Rq
(() 日*度#!M#Q为每日平均温度!6.S#Q为各旬的天
数!B为预测的年发生代数% 根据莱阳年有效积
温值预测梨小食心虫在莱阳地区的年发生代数%
:BGBA;莱阳地区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将每个
种植模式下的多个诱芯诱集量求平均值!利用
K]=8A做折线图!分析每年梨小食心虫发生趋势%
利 用 E?55进 行 数 据 显 著 性 分 析! 利 用
E4:8N>ZA<@$"0# 作图%

A;结果与分析
AB:;利用有效积温预测莱阳地区梨小食心虫发
生代数

"##*,"#$" 年!通过有效积温预测莱阳地区
梨小食心虫的发生代数"表 $#% 预测结果为莱阳
地区梨小食心虫年发生 ( [& 代%

表 :;莱阳地区梨小食心虫有效积温和发生代数
!&70#:;H++#’135#&’’/,/0&1#21#,(#$&1/$#&-2($#23’1#2*#-#$&13)-%)+*")%&#’(+&) ,#’-$+) 3-O&39&-* &$#&

年度 d8>M "##* "#$# "#$$ "#$"

有效积温"日*度#I==FNFA>@89 @8N?8M>@FM8"98:M889>P5# " (*10" " #)"0" " $*&0& " ")"

发生代数 J868M>@4<6 &0&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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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诱芯法推测莱阳地区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
ABAB:;单植梨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情况;图 $
可以看出$在单植梨园!梨小食心虫越冬老熟幼虫
% 月底或 ( 月初出蛰!( 月中下旬越冬代成虫出现
高峰% ( 年中每年的开春和 * 月有两个明显高峰!
其它时间则发生很轻% 这比较符合传统的研究!
即梨小食心虫在梨园内越冬!此后飞往桃园’秋季
又飞回梨园% 但显然!梨小食心虫并非全部迁飞!
有一部分可在梨园中进行部分世代!甚至可完成
整个年生活史!这从 "#$# 年&"#$$ 年和 "#$" 年的
诱集就可以看出%

图 :;AVVU’AV:A 单植梨园诱集虫数变化规律
=3*>:;!"#5&$3&13)-)+1$&()2,)1"%3-%3-*0#(0&-13-* (#&$)$’"&-2+$), AVVU 1) AV:A

在单植梨园 "#$#,"#$" 年中!第 $ 代"’ 月中
旬#梨小食心虫成虫的发生也有比较明显的高峰!
这与当地果农对梨果的操作有关% 在 & 月中旬到
’ 月上旬!人们往往对莱阳梨进行掐花萼处理% 掐

花萼会造成伤口!易于梨小食心虫的钻蛀%
第 " 代的高峰并不明显!但由第 $ 代历期"时

间最长!达 (& 9 左右#可推知!第 " 代成虫高峰可
能在 1 月下旬"因温度较高时间稍短#’而同样可
推知第 % 代的高峰在 ) 月底或 * 月初"图 $#!与单
植梨园的诱集结果基本相符%
ABABA;单植桃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情况;单植
桃园中梨小食心虫的出蛰时间一般在 ( 月 $# 日
左右!比梨园晚一些% 这可能是本园内越冬的梨
小食心虫% 此时桃树刚刚开始萌动!并未抽条!梨
小食心虫并无迁飞的理由% 此后的高峰期发生很
不一致!但在 ’ 月上中旬几乎同一时间均有一个
高峰"只有 "##* 年此高峰较低#!说明此期是桃园
中第 $ 代成虫出现的时间% 自 ( 月下旬梨小食心
虫开始产卵到该期时间为一个月多!说明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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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AVVU’AV:A 单植桃园诱集虫数变化规律
=3*>A;!"#5&$3&13)-)+1$&(#2,)1"%3-%3-*0#(0&-13-* (#&’")$#’"&-2+$), AVVU 1) AV:A

梨小食心虫的历期大约也为 (& 9 左右% 此后的历
期比较混乱!不易以高峰确定!但推测其第 " 代&
第 % 代的成虫发生时间与梨园基本相似%

在桃园中!梨小食心虫一般在 ) 月下旬就很
少了"图 "#!说明此期可能是梨小食心虫迁飞的
一个重要时期!应重点加以防范% 在 "#$# 年!从 1
月下旬开始桃园中的梨小食心虫就极少!推测与
"#$# 年的极端天气有关% "#$# 年夏季极热!梨小
食心虫在桃园中无法生存而被迫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 年上半年雨水较多!尤其
是 ’ 月 %$ 日,1 月 $% 日一直降雨!致使 1 月 $’
日虫量较多!说明雨水对梨小食心虫的成活和羽
化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同样!也可以发现!"#$# 年
夏季虽热!但春季温度却很低% 此期梨小食心虫
成虫的诱集量非常多!说明该虫成虫可能比较喜
欢适度低温%

ABAB<;混植桃梨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情况;混
植桃梨园诱集高峰较多!整年危害比较严重!代数
和周期不太明显 "仅越冬代发生规律相似# "图
%#% 说明在混栽园中!梨小食心虫在桃园和梨园
中均有为害"因与单植梨园和单植桃园均不同#%
1 月以后!可能一部分梨小仍在桃园为害!而另一
部分则飞向梨园%

关于梨小食心虫在混栽园的发生情况尚不清
楚!有必要再搜集数据进行探究%

AB<;梨小食心虫田间发育历期
根据 "#$" 年的田间调查数据!得到梨小食心

虫田间发生历期"表 "#%
!!"##*,"#$" 年通过田间历期标记调查!第 $

代历期时长大约为 %& 9 左右!第 " 代&第 % 代历期
短于第 $ 代% 由表 " 可看出不同寄主发育历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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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梨小食心虫田间发育历期
!&70#A;!"#2#5#0)(,#-1&02/$&13)-)+*")%&#’(+&) ,#’-$+) 3-1"#)$’"&$2

种植模式
ZA>6@46:

?>@@8M65

发育历期 -8R8A<?N86@>A9FM>@4<6"9#

第 $ 代 $5@:868M>@4<6 第 " 代 "69 :868M>@4<6 第 % 代 %M9 :868M>@4<6

#* $# $$ $"
平均
IR8M>:8

#* $# $$ $"
平均
IR8M>:8

#* $# $$ $"
平均
IR8M>:8

单植梨园
E46:A8?8>M

%" %# %( %" %" "’ "& "( ") "’ "& ") "’ "1 "1

单植桃园
E46:A8?8>=;

%& %" %’ %% %( ") "1 "’ %# ") ") ") "& "( "’

混植桃梨园
U4]89

%1 %) %& %’ %’0& ") "& ") "* ") "& "* "1 "& "1

图 <;AVVU’AV:A 混植桃梨园诱集虫数随时间变化
=3*><;!"#5&$3&13)-)$1$&(#2,)1"%3-,3@#2(0&-13-* (#&$(#&’")$’"&-2+$), AVVU 1) AV:<

区别!$ [" 代单植桃园历期长于单植梨园!到了第
% 代两者历期相近%

!!利用这种田间调查方法所得数据与实际历期
相比!虽有一定误差!但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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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G;不同种植模式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分析
ABGB:;不同种植模式相同代数发生规律分析;
如图 ( [1 所示!"##*,"#$" 年!% 种种植模式下!
单植梨园和单植桃园比较结果为$第 $ [% 代诱集
数目桃园明显多于其他果园!第 ( 代!单植梨园明
显高于单植桃园’混植桃梨园与单植梨&桃园比较
结果为$第 $ 代!混植桃梨园在 "##*&"#$$&"#$" 年

发生量明显高于单植梨园!"#$# 年无差异!"##*,
"#$" 年明显低于单植桃园’第 " 代!"#$#&"#$$&
"#$" 年混植桃梨园高于单植梨园!"##* 年与单植
梨园无差异!"##*&"#$#&"#$$&"#$" 明显低于单植
桃园’第 % 代与第 " 代一样’第 ( 代!"#$$ 年混植
桃梨园与单植桃园无差异! "##*,"#$" 年明显低
于单植梨园%

图 G;AVVU 年不同种植模式相同代数差异性比较
=3*>G;!"#23++#$#-’#’),(&$3%3)-&,)-* 1"#%&,#*#-#$&13)-)+1"#1"$##(0&-13-* )$’"&$2%3-AVVU

注$柱上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u#0#&#!-F6=>6+5新复极差法% 下图同%

745@<:M>N5T4@; 94OO8M86@A8@@8M54694=>@854:64O4=>6@AP94OO8M86@>@#0#& A8R8AVP

-F6=>6+5NFA@4?A8M>6:8@85@,a;85>N8V8A<T,

图 P;AV:V 年不同种植模式相同代数差异性比较
=3*>P;!"#23++#$#-’#’),(&$3%3)-&,)-* 1"#%&,#*#-#$&13)-)+1"#1"$##(0&-13-* )$’"&$2%3-A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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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AV:: 年不同种植模式相同代数差异性比较
=3*>R;!"#23++#$#-’#’),(&$3%3)-&,)-* 1"#%&,#*#-#$&13)-)+1"#1"$##(0&-13-* )$’"&$2%3-AV::

图 S;AV:A 年不同种植模式相同代数差异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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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年!在单植梨园&单植
桃园&混植桃梨园 % 种栽培模式下!$ [% 代单植桃
园发生量明显高于单植梨园’第 ( 代则是单植梨
园发生量明显高于单植桃园’混植桃梨园整年发
生量介于单植梨园和单植桃园之间%
ABGBA;相同种植模式不同代数发生数量分析;
从图 ) [图 $$ 所示!单植梨园第 ( 代发生量大!
"##*,"#$" 年的第 ( 代都与 $ [% 代差异比较明
显!在单植桃园危害比较严重的为 $ [% 代’混植
桃梨园整个年份差异性较小!没有明显的规律%

<;讨论

在莱阳地区!有效积温满足梨小食心虫在田
间发生 ( [& 代% 数据显示 "#$#&"#$$ 年!发生接
近 & 代!"##*&"#$" 年发生 & 代多’但从 ( 年的田
间调查来看只发生 ( 代!原因可能是!光周期和湿
度等其他因素也会对梨小食心虫的发生产生影
响!温度并不是决定梨小食心虫生长发育的唯一
因素"蔡明飞等!"#$##% 另外!按公式计算!成虫
的有效积温是一定的’但实际上!成虫的寿命非常
不确定’如果其进行迁飞!历期就会增加%

调查中发现!在单植桃园中梨小食心虫的发



’ 期 刘玉光等$莱阳地区梨园&桃园&混栽桃梨园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 *$&(&! *

生一般在 ) 月下旬以前!以后数量迅速减少’单植
梨园中则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 月中下旬和 ) 月
底或 * 月初% 前一高峰是越冬代成虫出蛰!后一
高峰应是第 % 代成虫的盛期% 因此可以推测!梨
小食心虫越冬代一般由梨园迁到桃园为害’而 )
月下旬则由桃园转到梨园为害% 但从诱集的情况
看!单植桃园和单植梨园中任一时期均有成虫!证
实梨小食心虫在两种园中均可完成年生活史%

梨小食心虫在混植桃梨园中的发生没有明显
的规律%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寄主不同导致历期
不同!另外也可能与放置盆的位置有关% 如果调
查用盆均悬挂于靠梨园的一侧!对桃园中的梨小
食心虫的吸引力就会差一些’同时对梨小的发生
也有一定的影响%

据调查!"##* 年 %#h以上的莱阳梨遭到了梨
小食心虫的为害% "#$#,"#$$ 年桃果的受害率达
到 &#h [’#h’在梨上的发生则相对较轻!只有
)h左右% "#$" 年 $2% 的黄金梨受到侵害!而莱阳
梨和桃果则受害较轻% 为什么梨小食心虫的发生
规律如此不稳定- 显然梨小食心虫的发生还与气
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降雨&风向等% 有关气候
与梨小食心虫之间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J#+#$#-’#%#

蔡明飞!刘彦飞!王艳蓉!仵均祥!"#$#,光周期对梨小食心

虫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影响,西北农业学报!$*"$$#$$’*

+$1",

陈湖!傅友!张新生!郝宝锋! "##",沙地梨区梨小食心虫

发生规律及无公害防治研究,河北农业科学!%$(1% +

(1(,

杜娟!郭建陕!张亚素!仵均祥!"##*,温度对梨小食心虫生

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西北农业学报! $) " ’ #$%$( +

%$),

冯明祥!姜瑞德!王佩圣!王继青!"##",桃园梨小食心虫发

生规律,中国果树!1"(#$%# +%$,

何超!孟泉科!花蕾!陈文光!"#$$,周期对梨小食心虫滞育

诱导的影响,生态学报!%$""##$$"% +$"1,

呼丽萍!高俊商!"##1,甘肃天水桃园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

及防治试验,中国果树!*"&#$%" +%(,

李典谟!王莽莽!$*)’,快速估计发育起点及有效积温法的

研究,昆虫知识!"%"(#$$)( +$)1,

李文亮!李定旭!董钧锋!冯宇倩!李艳!"#$#,梨小食心虫

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研究,河南农业科学! $#$)# +

)",

梁泊!唐欣甫!韩新明!张承胤!刘明!杨海清!"##*,桃园梨

小食心虫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中国果树! %$&1 +&),

罗亚红!"##*,刺梨梨小食心虫的发生规律及防护措施,河

北农业科学!$%"$"#$"# +"$,

谭博!王岩!曹晓艳!刘怀锋!马兵钢!"#$$,利用性诱剂监

测新疆果树食心害虫的消长动态,新疆农业科学!()

"1#$$")1 +$"*$,

周卫川!"##’,西花蓟马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和年发生代数

预测,昆虫知识!(% "’#$1*) +)#$,

张仁福!于江南!"#$#,性诱剂在杏园梨小防治中的应用,

新疆农业科学!(1 ")#$$&$1 +$&"$,

植玉蓉!叶晓惠!兰英!陈孝兰!"##),果树混栽区梨小食心

虫的发生规律与防治措施,西南农业学报!"$"(#$$##’

+$##*,

周玉江!张旭东!郭安红!肖艳!赵彦荣!"#$",自然变温有

效积温模型研究及在日本松干蚧若虫发生期预测上的

应用,中国森林病虫!"%$#($$& +$),


	kczs1306 49
	kczs1306 50
	kczs1306 51
	kczs1306 52
	kczs1306 53
	kczs1306 54
	kczs1306 55
	kczs1306 56
	kczs1306 57
	kczs1306 58
	kczs1306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