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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梨小食心虫 G*+/"(,#2"+ 3(,%&2+ "SF5=̂#是梨园&桃园重要的果树害虫% 本文比较研究了梨小食心虫性信

息素在梨园&桃园悬挂不同高度&设置不同密度对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诱捕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梨树树冠范

围内!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最佳设置高度为 " N’在桃树树冠范围内!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最佳设置高度为 $0& N’

同时!田间诱捕效果与性信息素设置密度密切相关!梨园中!每 #0#’1 ;N" 设置密度为 ’ [$# 个诱芯时!对梨小食

心虫的诱捕效果影响不大!而桃园中每 #0#’1 ;N" 设置 ) 个诱芯时!有最好的诱集效果% 本研究可为梨小食心虫

性信息素田间应用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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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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梨小)!是一种世界性的害虫!在我国广泛分布于
南&北方大部分果区 "何超等!"#$"’张国辉等!
"#$"#% 该虫寄主范围广泛!为害桃&梨&苹果&杏&

李&枣&樱桃等多种果树的新梢或果实!严重影响
果实的产量和品质"Q;>6:%2+,7!"##%#!其中又以
桃&梨&杏受害最重"冯明祥等!"##"#% 近几年梨
小食心虫危害程度呈逐年加重趋势 "张利军等!

"#$#’王凤等!"#$%’王小兵等!"#$%#!但目前其防
治还主要以化学农药为主!且用药量日益增大!造
成害虫抗性增强!又导致果品和环境污染严重%

昆虫性信息素因其具高效&无毒&不伤害益
虫&不污染环境&不易产生抗性等优点!已广泛应
用于多种害虫的预测预报和防治中 "孟宪佐!
"####% 性信息素作为监测和防治梨小食心虫的
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梨小食心虫严重发生危
害区 "李唐等!"#$#’王红托等!"#$#’盛世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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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目前!已有不同类
型诱捕器&诱捕器不同方位与不同剂量对诱捕量
影响"李莉丽等!"#$"#&在油桃园内性诱剂悬挂不
同高度与田间风向对诱集效果的影响"王玉兰等!
"#$$#及性诱剂放置距离与高度"孙军杰!"#$##的
报道!但效果很不稳定!具体研究结果也不一致%
为此!本文系统调查研究了梨园&桃园中性信息素
悬挂不同高度&设置不同密度对梨小食心虫的诱
集效果的影响!以期为提高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
使用效率和规范其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材料与方法
:B:;试验材料
:B:B:;试验地;试验地块中!梨园位于运城市盐
湖区龙居乡南花村和泓芝驿镇王过村!品种为红
香酥!树龄 $( 年!树的平均高度为 "0) N’桃园位
于运城市临猗县楚侯乡仁里村!品种为春美毛桃!
树龄 ) 年!树的平均高度为 "0$ N%
:B:BA;性信息素及性诱捕器;所用梨小食心虫
性信息素"诱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制!
每枚含性信息素 "## #:!橡皮载体% 水盆型诱捕
器!采用直径约为 "& =N的水盆!盆中加清水和少
量洗衣粉!用细铁丝将诱芯固定于盆中央!并距离
水面 $ =N%

:BA;试验方法
:BAB:;性信息素悬挂不同高度试验
:BAB:B:;试验设计;选择不套袋梨园&桃园!各
设置 % 个处理!即性信息素分别悬挂距地面 $&$0&
和 " N高的梨枝&桃枝上!对照为常规防治区% 每
小区 #0%%% ;N"!悬挂诱芯 %# 个!% 种高度的诱芯
分别差开悬挂!重复 % 次% 试验时间分别为 "#$"
年 & 月 " 日,) 月 $& 日&"#$" 年 ( 月 "%,1 月 $1
日%
:BAB:BA;调查方法!每 & [1 9 调查&记录一次诱
捕器中的诱虫量!记录后将成虫去掉% 及时向盆
中添水!每月更换一次诱芯% 用调查记录的诱捕
器中的诱蛾量作统计分析%
:BABA;性信息素设置不同密度试验
:BABAB:;试验设计!选择不套袋梨园&桃园!各
设置 ( 个处理!即性信息素每 #0#’1 ;N" 用量分别
设置 (&’&$# 个!对照不放置诱芯!常规管理% 每
小区 #0%%% ;N"!每处理重复 % 次!各小区之间隔

开以免相互干扰% 试验时间分别为 "#$" 年 & 月
$) 日,) 月 %$ 日&"#$" 年 ( 月 "%,1 月 $1 日%
:BABABA;调查方法!悬挂监测诱芯于试验地中!
每小区设 $ 个水盆诱捕器!每 & 9 调查一次盆中诱
蛾量!记录后将成虫去掉!及时添水% 梨&桃果实
成熟前期分别调查一次虫果率% 虫果率调查方
法$果实成熟前!每小区采用棋盘式取样!选择 &
棵果树!在每棵树的东&南&西&北&中 & 个方位!各
随机调查 "# 个果实!每棵树调查 $## 个果实!检
查果实被害情况!记载虫果数!计算虫果率% 同
时!根据监测诱芯的诱蛾量!计算诱捕效果%

虫果率"h# q"调查果实中梨小食心虫的虫
果数2调查总果实数# s$##!

诱捕效果 "h# q1"Q_+处理区监测诱蛾
量#2Q_2 s$##%

桃园 ’ 月中旬调查一次折稍率% 折梢数调查
方法$每小区随机选择 & 棵数!每棵树沿东&南&
西&北 ( 个不同方位各调查 "& 个当年新抽枝条!
记载被害新梢数!计算折梢率%

折梢率"h# q"被害新梢数2调查总新梢数#
s$##%
用每次监测诱芯诱集到的蛾量&调查的虫果

数&折梢数作统计分析%

:B<;数据分析
采用 EIE )0$ 进行数据处理!显著性分析采

取 IH.\I单因子方差分析中 X45;8M+5CE-进行%

A;结果与分析
AB:;梨园$桃园中性信息素悬挂不同高度对梨小
食心虫诱集效果的影响

梨园&桃园中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悬挂不同
高度各处理诱蛾量见表 $% 如表 $ 所示$梨园中!
不同悬挂高度性信息素的平均诱蛾量为 " Nt$0&
Nt$ N!" N的平均诱蛾量分别是 $ N&$0& N的
"01( 倍与 "0$& 倍!且差异显著!后两者之间诱蛾
量差异不显著% 桃园中!% 种高度诱芯的诱蛾量以
$0& N最多!分别是 $ N&" N的平均诱蛾量的
$01( 倍与 $0& 倍!且三者之间差异显著% 该研究
结果表明$在梨树树冠范围内!梨小食心虫性信息
素最佳设置高度为 " N’在桃树树冠范围内!梨小
食心虫性信息素最佳设置高度为 $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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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梨园$桃园中信息素悬挂不同

高度对梨小食心虫的平均诱捕量比较
!&70#:;M),(&$3%)-)+,&%%1$&((3-* #++3’&’9 )+

23++#$#-1"#3*"1%)+%#@/&0("#$),)-#%)-)$3#-1&0

+$/31,)1"3-(#&$)$’"&$2%&-2(#&’")$’"&$2%

悬挂高度"N#

784:;@

各处理平均诱蛾量"头#

a;86FNV8M<O8>=; @M8>@N86@

@M>??46:N<@; ";8>9#

梨园
Z8>M<M=;>M95

桃园
Z8>=; <M=;>M95

$ $$$0’1 r"0#% V $)’0## r&0&$ =

$0& $("0## r$"0(* V %"(0## r(0&) >

" %#’0## r$"01( > "$’0## r10"$ V

注$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u#0#&#%

下表同%

->@>T4@; 94OO8M86@A8@@8M546 @;8 5>N8=<AFN6 4694=>@8

54:64O4=>6@94OO8M86=8>@#0#& A8R8A,a;85>N8V8A<T,

ABA;梨园中性信息素设置不同密度对梨小食心
虫诱集效果的影响

梨园内设置不同密度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的
诱捕效果如表 " 所示!每 #0#’1 ;N" 设置 $# 个性
信息素的处理!其监测诱芯的平均诱虫量最少!平
均诱捕效果达到 )’h!高于其他处理!但与 ’ 个&)
个的处理差异不显著!( 个的处理平均诱捕效果最
差!仅为 ’1h!与其它各处理差异显著% 虫果率调
查结果显示!$# 个的处理虫果率 u) 个的 u’ 个的
u( 个的!但前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综合以上分
析结果表明!梨园内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每 #0#’1
;N" 放置 ’ [$# 个!对梨小食心虫的诱捕效果影响
不大%

AB<;桃园中性信息素设置不同密度对梨小食心
虫诱集效果的影响

桃园内设置不同密度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的
诱捕效果如表 % 所示!每 #0#’1 ;N" 设置 ) 个的处
理!其监测诱芯的平均诱虫量最少!平均诱捕效果

表 A;梨园设置不同密度性信息素监测诱虫量$虫果率及诱捕效果比较
!&70#A;M),(&$3%)-)+,)1"-/,7#$%! $&1#)++$/31.7)$3-* &-2,&%%1$&((3-* #++3’&’9 )+

23++#$#-1-/,7#$%#@ ("#$),)-#%)-)$3#-1&0+$/31,)1"3-(#&$)$’"&$2%

处理"个2#0#’1 ;N" #

aM8>@N86@

平均诱虫量"头2盆#

a;86FNV8M5<ON<@;5@M>??89

";8>92?<46@#

平均诱捕效果"h#

U8>6 M>@8<O8OO4=>=P

<O@M>??46:

平均虫果率"h#

U8>6 M>@8<O

OMF4@GV<M46:

( (*0## r10#* V ’10#% r#0#’" V "0(# r#0%" V

’ "10## r"0&" = )$0*’ r#0#"’ > $0$# r#0$& =

) "(0## r’0#) = )%0’$ r#0#(* > #0*# r#0$& =

$# "#0## r%0#’ = )’0&% r#0#"’ > #0&# r#0$# =

对照"Q_# $&"0## r*0(& > , %0’# r#0"% >

达到 )"h!高于其他处理!但与 ’ 个&$# 个的处理
差异不显著! ( 个的平均诱捕效果最差!仅为
&*h!与其它处理差异显著% 折梢率调查结果表
明!) 个的处理平均折梢率最低!为 #0’h!且与其
它处理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虫果率调查结果表
明! ) 个的处理虫果率 u’ 个的 u$# 个的 u( 个
的!前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与 ( 个的处理虫果率
差异显著%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桃园内梨小
食心虫性信息素每 #0#’1 ;N" 设置 ) 个时!诱集效
果最好%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悬
挂不同高度影响其诱蛾量% 在梨树树冠范围内!
随高度增加!诱蛾量增多!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最
佳设置高度为 " N’在桃树树冠范围内!梨小食心
虫性信息素最佳设置高度为 $0& N% 同时!田间诱
捕效果与性信息素设置密度密切相关!梨园中!每
#0#’1 ;N" 设置密度为 ’ [$# 个诱芯时!对梨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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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桃园设置不同密度性信息素监测诱虫量$折梢率$虫果率及诱捕效果比较
!&70#<;M),(&$3%)-)+,)1"-/,7#$%! $&1#)++$/31.7)$3-*! $&1#)+1)(.7$#&I3-* &-2

,&%%1$&((3-* #++3’&’9 )+23++#$#-1-/,7#$%#@ ("#$),)-#%)-)$3#-1&0+$/31,)1"3-(#&’")$’"&$2%

处理"个2#0#’1 ;N" #

aM8>@N86@

平均诱虫量"头2盆#

a;86FNV8M5<ON<@;5

@M>??89 ";8>92?<46@#

平均诱捕效果"h#

U8>6 M>@8<O8OO4=>=P

<O@M>??46:

平均折梢率"h#

U8>6 M>@8<O

@<?GVM8>̂46:

平均虫果率"h#

U8>6 M>@8<O

OMF4@GV<M46:

( (",## r$#,$& V &*,&( r#,#’" V ",%# r#,"( V #,*% r#,$% V

’ "#,## r(,&) = 1*,"" r#,#&) > $,(# r#,"% = #,’# r#,$$ V

) $1,’1 r",)& = )",1# r#,#$* > #,’# r#,$" 9 #,(# r#,"# V

$# "’,## r",&" V= 1(,"1 r#,#"$ > $,’# r#,%$ V= #,’1 r#,%% V

对照"Q_# $#$,## r$#,#* > , (,"# r#,"% > ",## r#,&) >

心虫的诱捕效果影响不大!而桃园中每 #0#’1 ;N"

设置 ) 个诱芯时!有最好的诱集效果%

有研究报道诱捕器高度对梨小食心虫没有影
响"98C>N8>69 JF@! "##’#% 本研究结果表明!性
信息素悬挂不同高度影响诱捕效果% 李丽莉等
""#$"#研究表明$桃园中诱捕器悬挂的越高诱捕
效果越好!其中悬挂 " N的日平均诱蛾量分别是
$0& N和 $ N的 $0#1 倍和 $0%( 倍’孙军杰""#$##

研究表明$桃园中性诱剂放置的最佳配置为高度
是 $ [$0& N!间距是 $# [$& N时诱杀效果良好’

王玉兰等""#$$#研究结果表明$大棚内种植的油
桃上梨小食心虫性诱剂最佳悬挂高度为 $ N% 本
研究结果与上述结果略有差异!推测是由于桃树
树龄的缘故!因而树的高低不同!还可能是由于果
树的树形结构不同而导致!而梨树上目前并未见
相关报道!本研究结果表明梨树上性信息素最佳
悬挂高度为 " N!与桃树最佳高度不同% 梨小食心
虫寄主广泛!各种寄主的高度不同!因此!在使用
性信息素进行诱捕防治时!应考虑具体树种选择
不同高度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诱捕器在田间的布设密度对防治效果有影
响!布设密度与田间害虫种群密度&性信息素含量
及周围环境和气候条件等有关"杨捷!"##)#% 性
信息素放置的密度不是越高越好!如周利琳等
""#$##研究表明$甜菜夜蛾引诱剂低密度 "#01"

个2’’1N" # 的诱捕效果好于高密度 " $0’# 个2

’’1N"#的诱捕效果’本研究结果也表明!梨园中每
#0#’1 ;N" 设置密度为 ’ [$# 个诱芯时!诱捕效果

之间没有差异!而桃园中每 #0#’1 ;N" 设置 ) 个诱

芯时!有最好的诱集效果%
影响性信息素诱捕效果的因素很多!如$性诱

剂的含量&组分!载体材料!诱捕器的类型与规格&
设置方法"高度&密度#!气象因子"风力&风向&降
雨&光照等#&寄主植物&昆虫自身的生理特性等
"韦卫等!"##’’杨捷!"##)#% 本文仅就性信息素
悬挂高度与设置密度进行了初步研究!为了提高
性信息素的控害效果!应系统的对各种影响因子
及因子组合效应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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