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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楂绢粉蝶在陇东各地每年发生 代 以 龄幼虫群集于树冠上吐丝缀叶成巢 并在其中越

冬 ∀幼虫共 龄 幼虫食叶为害 每年 月中下旬是猖獗为害期 ∀天敌优势种是菜粉蝶绒茧蜂和白头小

食虫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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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楂绢粉蝶 Απορια χραταεγι 属鳞翅目

粉蝶科 又名苹粉蝶 !山楂粉蝶 !树粉蝶等≈ ∀

近年在陇东子午岭林区的华池 !合水 !宁县 !正

宁等地发生普遍 为害严重 已成为当地苹果 !

山楂等果树上的重要害虫 ∀ ∗ 年作者

对此虫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初步研究 并作了

部分药剂的田间药效试验 ∀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

1  寄主与为害

通过 年的系统调查和室内饲养观察 山

楂绢粉蝶寄主植物有苹果 !山楂 !海棠 !花红 !

杏 !梨 !李 !樱桃 !杜梨 !山荆子 !楸子 !旬子 !绣线

菊 !珍珠梅等 种 ∀最喜寄主为山楂 !苹果 !海

棠 !花红等 其次为杏 !梨 !樱桃等 再次为杜梨 !

山荆子 !旬子 !绣线菊等 ∀以幼虫危害芽 !花蕾

及叶片 受害重者常由于芽 !叶被害而不能结

果 ∀ 年合水县拓儿塬林场山楂绢粉蝶大

发生 苹果树被害株率达到 ∗ 将苹

果芽 !叶几乎全部吃光 叶芽萌发一次吃光一

次 不但当年减产严重 还导致次年部分果树未

结果 ∀

2  形态特征

211  成虫

体长 ∗ 翅展 ∗ ∀体黑色

头胸及足被淡黄白色至灰白鳞毛 ∀触角棒状

端部淡黄色 ∀翅白色 翅脉黑色 前翅外缘除臀

脉外各脉末端均有烟黑色的三角形斑纹 ∀前翅

鳞粉分布不匀 有部分甚稀薄 !呈半透明状 ∀后

翅的翅脉黑色明显 鳞粉分布较前翅稍厚 呈灰

白色 ∀雌虫触角末端淡黄色部分较长 且虫体

较肥大 雄虫触角末端淡黄色较雌虫短 且虫体

瘦小≈ ∀

212  卵

圆柱形 顶端稍尖 高 ∗ 横径

左右 卵壳有纵脊 ∗ 条 无横脊 卵

排列成块状 ∀初产卵为金黄色或乳黄色 渐变

为灰黄色 近孵化时卵顶部变为黑色 且透明 ∀

213  幼虫

## 昆虫知识  ∞ × ≤ • ∞⁄ ∞



共 龄 ∀初龄幼虫灰褐色 头部 !前胸背板

及臀部黑色 ∀老熟幼虫体长 ∗ 体上有

疏稀淡黄色长毛间有黑色 体背有 条黑色纵

带 其间夹有两条黄褐色纵带 体两侧和腹面灰

色 气门环黑色 腹足趾钩单序中带 ∀

214  蛹

长约 体宽 左右 ∀有两种色型 ∀

黑型蛹 体黄白色 黑色斑点较多 头 !口器 !足 !

触角 !复眼和胸背纵脊 翅缘及腹部均为黑色

头顶瘤突黄色 复眼上缘有 个黄斑 另一种是

黄型蛹 体黄色 黑斑较小且少 蛹体较小 其余

形态与黄型蛹相似 ∀

3  生活史及习性

山楂绢粉蝶 年发生 代 龄幼虫越冬

时在树冠 ∗ 年生枝条上吐丝缀卷 个叶片

或联缀 ∗ 个叶片而成虫巢 以 ∗ 头

龄幼虫群集于巢内越冬 ∀越冬幼虫于次年 月

中旬陆续出巢活动 初起群集取食花芽和叶芽

而后取食花蕾 !叶片及花瓣 夜间和阴雨刮风等

低温天气仍躲入巢中 ∀幼虫进入 龄后食量大

增 便离巢分散活动 此时果树受害最重 ∀ 月

上旬 龄幼虫开始化蛹 月中旬为化蛹盛期

蛹期 ∗ 天 平均 天 化蛹场所是树干

或老枝条 蛹体颜色随化蛹的场所而变化 在果

树主干上化蛹为黑型蛹 黑蛹占总蛹量的

左右 在树枝或叶柄处化蛹为黄型蛹 约占总蛹

量的 左右 ∀成虫于 月下旬开始羽化

月上旬为羽化盛期 ∀成虫在上午 时至下午

时活动 以中午活动最盛 ∀成虫羽化后不久

即交尾产卵 单雌产卵量 ∗ 粒 卵成块

状产于嫩叶上 每块 ∗ 粒 ∀卵孵化盛期为

月下旬 卵期 ∗ 天 平均 天 ∀初孵

幼虫群集啃食叶片 仅残留表皮 每食尽一叶

群体另转叶为害 陆续转害 余片叶后 龄

幼虫于 月下旬开始营巢越冬 ∀

4  天敌

通过田间调查和室内饲养发现山楂绢粉蝶

的天敌种类较多≈ 幼虫期寄生性优势天敌有

菜粉蝶绒茧蜂 Απαντελεσ γλοµερατυσ ∗ 龄

幼虫可被产卵寄生 以 龄幼虫寄生率高 寄生

率可高达 ∗ 每头幼虫可出蜂 ∗

头 ∀值得重视的是幼虫可患一种细菌性病害

感病幼虫萎靡不振 吐黑水 虫体软化变黑 头

尾下重 发病率一般为 ∗ ∀另外 卵

期寄生性天敌有凤蝶金小蜂 Πτεροµαλυσ πυπαρυµ

!舞毒蛾黑瘤姬蜂 Χοχχψγοµιµυσ δισπαρισ ∂ 2

和一种寄蝇 Εξοριστα 种名待定 ∀捕

食性天敌主要有白头小食虫虻 Πηιλοδιευσ αλβι2

χεπσ ! 蝽 Αρµα χυστοσ ƒ ∏ 和胡蜂 !

蜘蛛 !步甲等种类 ∀

5  防治措施

511  人工摘除虫巢

秋季果树落叶后 春季发芽前 结合冬季果

园管理 摘除树枝枯叶上的越冬虫巢 ∀

512  药剂防治

年 月 日在华池县山庄苹果园进

行了药剂防治试验 ∀供试药剂为 溴氰菊

酯乳油 扬州市苏灵化工厂 ! 杀灭菊酯乳

油 上海中西药厂 和 净叶宝乳油 甘肃省

榆中县植物农药厂 种农药的浓度均为推广

使用的 倍稀释液 施药方法为背负式喷雾

器喷雾 ∀每小区 株 树龄为 ∗ 年 重

复 次 清水对照 ∀施药前及药后 小时分别

调查虫口数量 计算虫口减退率 ∀试验结果表

明 杀灭菊酯乳油和 溴氰菊酯乳油

倍稀释液田间喷药 小时后的平均校正

防效均在 以上 净叶宝乳油

倍稀释液的平均校正防效为 建议生

产上使用 溴氰菊酯乳油 倍稀释液防

治山楂绢粉蝶效果良好 成本低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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