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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现状与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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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苹果蠹蛾是果园最重要的害虫之一ꎬ１９８７ 年入侵甘肃敦煌ꎬ２００５ 年苹果蠹蛾在河西地区严重发生ꎮ 各地先后开展了

一系列的防控与监测工作ꎬ并对苹果蠹蛾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ꎮ 本文就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历史、为
害与防控现状及其生物学、生态学及防治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概述ꎬ以期为全国苹果蠹蛾的防控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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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ｐｔｅｒａ 卷蛾科 Ｔｏｔｒｉｃｉｄａｅꎬ原产于欧亚大陆南部ꎬ现
已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苹果产区ꎬ是为害苹果、梨、
沙果、桃、杏等仁果类和核果类果树的一种世界性

检疫害虫ꎮ １９８７ 年该虫从新疆传入甘肃敦煌后逐

渐向东扩散(秦晓辉等ꎬ２００６)ꎬ到 ２００５ 年相继在河

西局部地区严重发生ꎬ造成重大经济损失ꎬ并进一

步向东扩散ꎬ对甘肃乃至我国东部地区的苹果产业

造成严重威胁(王春林和王福祥ꎬ２００９)ꎮ 为了有效

控制苹果蠹蛾危害及疫情的扩散蔓延ꎬ在中央及省

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ꎬ甘肃有关科研院校及农

技推广部门先后对甘肃苹果蠹蛾的灾变机理及防

控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ꎬ并按照农业部的统一部

署ꎬ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了阻截苹果蠹蛾疫情的“百日防

控行动”ꎬ通过几年的努力有效控制了苹果蠹蛾的

扩散与危害ꎮ 本文就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与防控

现状及研究进展做一简要综述ꎬ旨在为全国苹果蠹

蛾的防控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ꎮ

１　 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与为害现状

１.１　 苹果蠹蛾在甘肃的扩散与传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随着我国旅游事业和果品贸

易的发展ꎬ苹果蠹蛾随游客携带的果品由新疆传入

敦煌市后(秦晓辉等ꎬ２００６)ꎬ逐步由河西走廊向东

扩散蔓延ꎬ为害程度也逐年加重ꎮ １９９１ 年扩散至瓜

州县(赵生梅ꎬ２０１２)和玉门市ꎻ１９９４ 年在肃州城区

西部果园发现苹果蠹蛾危害 (杨晓萍和王文军ꎬ
２００８)ꎻ１９９９ 年又扩散至金塔县鼎新镇笈笈村(成
玉萍和袁大兴ꎬ２００８)ꎬ但在此期间ꎬ苹果蠹蛾的传

播与扩散速度相对缓慢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随着果品调用尤其是果品加工

业的飞速发展ꎬ苹果蠹蛾的扩散速度明显加剧ꎬ发
生范围急剧扩大ꎬ并且越过河西走廊的天然屏障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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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岭ꎬ进一步向东扩散ꎮ ２００３ 年在张掖市高台县监

测到苹果蠹蛾(张文军ꎬ２００８)ꎻ２００４ 年在与高台县

相邻的临泽县临泽农场发现苹果蠹蛾(刘晓刚和魏

周秀ꎬ２００９)ꎻ２００５ 年又相继在张掖市甘州区(赵泽

普ꎬ２０１２)和民乐县南古镇黑崖头村发现苹果蠹蛾

(柴武高等ꎬ２００９)ꎻ２００６ 年传入山丹县东乐乡山羊

堡村(鲁月蛾ꎬ２００８)ꎻ２００７ 年在金昌市永昌县、武
威市民勤县(王兆平ꎬ２０１２)及兰州市的七里河区和

西固区发现新的疫点ꎻ２００８ 年在武威市古浪县(张
开骅ꎬ２０１０)、白银市景泰县、白银区以及兰州市安

宁区、城关区、皋兰县和平凉市静宁县先后发现苹

果蠹蛾ꎻ２００９ 年传入武威市凉州区和兰州市永登

县ꎻ２０１２ 年在兰州市红古区和白银市靖远县又先后

发现苹果蠹蛾疫情ꎮ
从甘肃苹果蠹蛾传播扩散的情况看ꎬ苹果蠹蛾

主要沿国道、省道、铁路等交通要道沿线扩散传播ꎬ
且呈现跨越式、跳跃式传播的特点ꎬ传播途径主要

是随果品和包装材料以及务工和旅游人员携带的

水果进行远距离传播ꎬ近距离扩散主要靠其自身的

飞行能力及走亲串户者所携带的虫果传播ꎮ

１.２　 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与为害现状

苹果蠹蛾于 １９８７ 年初传入甘肃省敦煌市时发

生面积仅 ０.６ ｈｍ２ꎬ后扩散到敦煌全市ꎬ苹果平均蛀

果率达 ４５％ꎻ１９９２ 年已扩散至酒泉市的 ６３ 个乡

(镇)ꎬ发生面积增至 ０.５４ 万 ｈｍ２ꎬ年均经济损失约

４０００ 多万元(秦晓辉ꎬ２００６)ꎮ 到 ２００５ 年ꎬ苹果蠹

蛾的发生范围和面积迅速扩大ꎬ其分布区域已遍及

酒泉、嘉峪关、张掖 ３ 市的 ９ 个县 (区) ８７ 个乡

(镇)ꎬ发生面积 １.６９ 万 ｈｍ２ꎬ严重地块沙果蛀果率

高达 ３７.９％、苹果蛀果率 １５.６％、梨蛀果率 １４.３％ꎮ
２００６ 年苹果蠹蛾的发生范围和面积进一步扩大ꎬ已
扩至 １１ 个县(区)９７ 个乡(镇)ꎬ发生面积 ２.７１ 万

ｈｍ２ꎬ平均被害株率 ４０％以上ꎬ平均蛀果率 ７％ꎬ重发

区面积约 １ 万 ｈｍ２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随着防控力度的加大ꎬ甘肃苹果蠹

蛾的发生面积和为害程度逐年下降ꎬ但分布区域有

所扩大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ꎬ其发生面积由 ２.０８ 万 ｈｍ２

(２００７ 年)下降至 １.６９ 万 ｈｍ２(２０１２ 年)ꎬ平均被害

株率由 １９.８％(２００７ 年)下降至 ２.４６％(２０１２ 年)ꎬ
平均蛀果率由 ２.７５％(２００７ 年)下降至 ０.２８％(２０１２
年)ꎬ发生范围则由 １５ 个县(区) (２００７ 年)扩大至

２６ 个县(区)(２０１２ 年)ꎮ 截至目前ꎬ甘肃苹果蠹蛾

被控制在兰州、白银及河西走廊地区ꎬ其为害程度

也得到了有效控制ꎮ

１.３　 苹果蠹蛾对不同寄主的为害程度

杨晓萍和王文军(２００８)报道ꎬ苹果蠹蛾主要为

害苹果和梨ꎬ零星为害桃、杏ꎻ苹果品种中以沙果、
倭锦、金冠、秋李受害较重ꎬ尤其是沙果和倭锦的蛀

果率可达 ７０.０％以上ꎬ而国光、元帅等受害较轻ꎻ梨
树中以早酥梨、砀山酥梨、鸭梨、长把梨受害较重ꎬ
苹果梨、锦丰梨受害轻ꎮ

２　 生物学特性研究

２.１　 越冬规律

苹果蠹蛾主要以老熟幼虫在树干和主枝的粗

皮裂缝、翘皮下、树洞中及主枝分叉处的缝隙中结

茧越冬(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ꎻ 许永锋ꎬ２００８ꎻ 闫玉兰ꎬ
２００８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ꎻ 周昭旭等ꎬ２００８)ꎮ 在主干

和主枝上的越冬虫量分别占总虫数的 ７７. ４７％和

２２.５３％ꎻ在主干和主枝上的越冬部位主要集中在距

地面 １ ｍ 内的主干和距主干 １ ｍ 内的主枝上ꎬ其越

冬虫量分别占主干和主枝上越冬虫量的 ８８％以上ꎻ
且在树冠下的土壤中未发现其越冬虫态(周昭旭

等ꎬ２００８)ꎮ 另据许永锋(２００８)报道ꎬ在树干及主枝

分叉处的越冬量占 ９１.８％ꎬ在蛀果(落果)中的越冬

比例占 ６.４％ꎻ另在根基土缝中发现了 １.８％的越冬

幼虫ꎮ

２.２　 生活史

大多数研究表明ꎬ苹果蠹蛾在甘肃一年发生 ２
~３ 代ꎮ ４ 月上旬苹果发芽时越冬幼虫开始化蛹ꎮ
越冬代成虫最早出现在 ４ 月下旬ꎬ并可持续至 ６ 月

上中旬ꎬ５ 月上中旬为越冬代成虫的羽化高峰期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ꎻ 石磊等ꎬ２００９ꎻ 许永锋ꎬ２００８ꎻ 翟

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越冬代成虫的发生期与第 １ 代成

虫的发生期分界明显ꎬ且有一个明显的间隔期(许
永锋ꎬ２００８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ꎻ 周昭旭等ꎬ２００８)ꎮ ５
月上旬至 ６ 月中旬为第 １ 代卵的发生期ꎬ盛期在 ５
月中旬(闫玉兰ꎬ２００８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５ 月上中

旬第 １ 代幼虫开始为害ꎬ６ 月上中旬为第 １ 代幼虫

的蛀果盛期ꎬ６ 月中下旬为第 １ 代幼虫的脱果盛期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ꎻ 闫玉兰ꎬ２００８)ꎮ ６ 月中下旬出现

第 １ 代成虫ꎬ７ 月中旬为第 １ 代成虫的羽化高峰期ꎬ
７ 月底至 ８ 月初进入羽化末期(许永锋ꎬ２０１０ꎻ 翟小

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７ 月初出现第 ２ 代卵ꎬ第 ２ 代卵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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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盛期在 ７ 月中旬ꎻ７ 月上旬第 ２ 代幼虫开始孵化

蛀果ꎬ７ 月底至 ８ 月初为第 ２ 代幼虫的孵化高峰期

(许永锋ꎬ２００８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第 ２ 代幼虫于 ８
月上旬开始陆续脱果ꎬ脱果较早的小部分幼虫结茧

化蛹并发育成第 ３ 代ꎬ而大部分幼虫则寻找适宜的

场所越冬ꎮ ８ 月中旬至 ９ 月中旬可见第 ２ 代成虫ꎬ８
月下旬出现第 ３ 代幼虫ꎬ９ 月中旬约有 ８７％的幼虫

脱果ꎬ剩余幼虫继续在果实中为害ꎬ直至采收后在

贮藏场所及包装物上做茧越冬(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２.３　 生活习性

２.３.１　 成虫　 成虫具有趋光性和趋化性ꎬ黑光灯、
糖醋液均可诱捕到成虫(张耀荣和蒋银荃ꎬ２００１)ꎮ
白天多潜伏于叶背和树干背光处ꎬ黄昏进行交尾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成虫主要在白天羽化ꎬ羽化高

峰期在 ８: ００ ~ １３: ００ꎬ羽化量占当天羽化量的

５０.１８％ꎬ傍晚至凌晨羽化较少ꎻ雌虫羽化后第 ２ 天

开始产卵ꎬ产卵期可持续至羽化后的第 ９ 天ꎬ羽化

后第 ２~５ 天的产卵量最多ꎻ雌蛾的日产卵时间主要

集中在 １８:００ ~ ２２:００ꎬ其产卵量占 ２４ ｈ 产卵量的

９２.８％ꎬ凌晨有少量产卵(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４)ꎮ 单雌

产卵量一般 ４０ 粒ꎬ最多 １１８ 粒(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在 ２０~３１ ℃恒温条件下ꎬ单雌产卵量 ８７ ~ １６５ 粒ꎬ
产卵前期 ２~３ ｄ(刘月英等ꎬ２０１２)ꎮ
２.３.２　 产卵习性　 成虫产卵对树种和品种有明显

的选择性ꎮ 张耀荣和蒋银荃(２００１)报道ꎬ苹果、沙
果树上的卵多于梨树ꎻ在苹果树中ꎬ中秋里蒙、倭
锦、黄元帅等苹果品种上的产卵量较多ꎬ而国光、祝
光、红元帅、富士等品种上的卵量较少ꎻ在梨树中ꎬ
以早酥梨最多ꎬ苹果梨、锦丰梨、乌酒香次之ꎬ鸭梨

最少ꎮ 这一产卵趋势与田间不同树种的受害程度

基本吻合ꎮ
苹果蠹蛾的卵可产于果实、叶片、果柄甚至枝

条上(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研究表明ꎬ苹果蠹蛾第 １
代卵多产于果实胴部ꎬ第 ２ 代卵多产于叶正面ꎬ在
树冠上层及向阳、背风处产卵多(张耀荣和蒋银荃ꎬ
２００１)ꎮ 从梨树上卵的分布情况上看ꎬ第 １ 代卵高

峰期幼果上的着卵量显著高于叶片ꎬ第 ２ 代卵高峰

期叶片上的着卵量高于果实ꎬ而 １、２ 代叶片上的卵

主要分布于叶片背面(翟小伟等ꎬ２００９)ꎮ 从苹果园

第 ２ 代卵的分布情况上看ꎬ２ 代卵在叶片上的着卵

量显著高于果实ꎬ且以叶片正面的着卵量最多ꎻ无
论是叶片上还是果实上ꎬ均以树冠东、南面的着卵

量较多ꎬ但在树冠不同层次上的着卵量差异不显著

(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２)ꎮ 而据许永锋(２００８)报道ꎬ在苹

果树上ꎬ果实上的着卵量高于叶片ꎬ在树冠上以东、
南面的卵量较多ꎬ而在树冠不同层次上的分布没有

显著差异ꎮ
２.３.３　 卵的孵化　 苹果蠹蛾的卵主要在白天孵化ꎬ
从黎明(５:００)开始ꎬ孵化的数量逐渐上升ꎬ到 ８:００
~０９:００ 达到孵化高峰(占 ２６.７％)ꎬ１５:００ 后数量

急剧减少ꎬ并可持续到 １８:００ꎬ其中 １４:００ 以前卵的

孵化数占 ８８.６％ꎮ 因此药剂防治苹蠹蛾时ꎬ施药时

间应在上午 ９:００ 以后至中午 １４:００ 以前进行ꎬ以
使药剂直接接触大部分初孵幼虫ꎬ从而提高防治效

果(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４)ꎮ
２.３.４　 幼虫的蛀果习性　 幼虫孵化后即开始向果

实爬行ꎬ常从萼洼处、果柄洼及两果相接处蛀入果

实为害ꎻ第 １ 代有 ６５％以上的初龄幼虫从萼洼处蛀

果ꎬ第 ２ 代有 ８４％以上的幼虫从果实胴部和两果相

接处入果(张开骅ꎬ２０１０)ꎮ 据观察ꎬ远离果实的初

孵幼虫在向果实爬行的过程中ꎬ啃食叶肉作为补充

营养ꎻ在没有寻找到果实的情况下ꎬ蛀入嫩梢为害

并可发育至 ３ 龄ꎮ 初孵幼虫先在果皮下反复取食

形成虫室ꎬ２ 龄后向种室方向钻蛀ꎬ３ 龄后蛀入种室

并取食果核ꎬ４ 龄开始向外钻蛀(许永锋ꎬ２００８)ꎮ
幼虫有偏食种子和转果为害的习性ꎬ一般一头幼虫

可为害 ３~４ 个果实(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２.４　 发育历期

苹果蠹蛾雌蛾寿命 ４ ~ １３ ｄꎬ雄蛾 ４ ~ ７ ｄꎬ第 １
代卵期 ５~ ２４ ｄꎬ第 ２、３ 代卵期 ５ ~ １０ ｄꎬ幼虫期约

３０ ｄꎬ越冬代、第 １ 代、第 ２ 代和第 ３ 代蛹的发育历

期分别为 １２ ~ ３６ ｄ、９ ~ １９ ｄ、１３ ~ １４ ｄ 和 １２ ~ １９ ｄ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在 １８.８ ~ ２１.８６ ℃的自然变温

条件下ꎬ平均卵期 ６. ６７ ｄꎬ幼虫期 ２１. ５６ ｄꎬ蛹期

１０.９８ ｄꎬ雌蛾寿命 １０.５１ ｄꎬ雄蛾寿命 ６.７ ｄ(周昭旭

等ꎬ２００８)ꎮ 刘月英等(２０１１)还研究了恒温条件下

苹果蠹蛾各虫态的发育历期ꎮ

３　 生态学特性研究

３.１　 气象因子

３.１.１　 温度　 刘月英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研究了温度对

苹果蠹蛾生长发育、存活及繁殖的影响ꎬ结果表明:
在 １５~３１ ℃的恒温条件下ꎬ各虫态的发育历期随温

度的升高而缩短ꎬ世代发育历期由 １５ ℃时的 １１２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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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至 ３１ ℃ 时的 ２６.２ ｄꎻ世代存活率在 ２０ ℃ 和

２５ ℃下最高ꎬ达 ８０％以上ꎻ在 １５ ℃和 ３４ ℃下ꎬ各
虫态虽有一定的存活率(５１.３％和 ４.４％)ꎬ但无有效

的产卵ꎻ２５ ℃时其种群的内禀增长率( ｒｍ)和种群

趋势指数( Ｉ)最高ꎬ表明 ２５ ℃为苹果蠹蛾生长发育

和繁殖的最适宜温度ꎻ并测得卵、幼虫、蛹及世代发

育的起点温度 １０.６４、１０.６８、９.３３ 和 １０.４１ ℃ꎬ有效

积温 ７５.４６、２９３.５７、１４７.６３ 和 ５０８.８６ 日度ꎮ 这一研

究结果与国外有关报道基本一致(Ａｇｈｄ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ａ)ꎮ Ａｇｈｄ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ｂ)报道ꎬ苹果蠹蛾伊朗

种群在 １０ 和 ３５ ℃下ꎬ不能完成发育ꎻ在 １４ 和３３ ℃
下ꎬ虽然能完成发育ꎬ但成虫不能完成交配或产卵ꎬ
２７ ℃时的内禀增长率( ｒｍ)最高ꎬ但 ２５ ℃时的产卵

量最大ꎮ 可见ꎬ苹果蠹蛾甘肃种群与伊朗种群在温

度的适应性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ꎬ当温度低于

１５ ℃或高于 ３３ ℃时ꎬ不利于其生长发育ꎬ种群发育

的起点温度在 １０ ℃左右ꎮ
３.１.２　 湿度　 作者曾研究过苹果蠹蛾的卵和蛹对

湿度条件的适应能力ꎬ发现在相对湿度为 １０％的极

端干燥条件下ꎬ卵和蛹的存活率分别达到 ８９.７％和

７２.２％ꎬ而在饱和湿度(１００％)条件下ꎬ两者的存活

率仍保持在 ７７.１％和 ８９.６％ꎻ相比较而言ꎬ卵具有较

强的耐干燥能力ꎬ而蛹具有较高的耐湿能力ꎬ卵和

蛹存活的适宜相对湿度分别为 ３０％ ~７０％(存活率

９５.７％ ~ ９９. １％) 和 ９０％ ~ １００％ (存活率 ８９. ６％ ~
９３.８％)ꎮ 林伟等(１９９６)认为ꎬ当大气相对湿度降

至 ３５％ ~ ４９％ꎬ对成虫产卵无影响ꎻ相反ꎬ当相对湿

度大于 ７４％时ꎬ成虫飞行能力受阻ꎬ也间接地影响

了成虫的交配和产卵ꎬ成虫只有在相对湿度小于

７４％的条件下才能产卵ꎮ 由此可见ꎬ湿度对苹果蠹

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成虫的影响ꎮ
３.１.３　 降雨　 金瑞华等(１９９６)通过室内模拟降雨

研究了降雨对苹果蠹蛾的影响ꎬ结果表明:浸水时

间越长及降雨强度愈大ꎬ幼虫和蛹的死亡率愈高ꎬ
而化蛹率和羽化率则愈低ꎻ经模拟不同降雨、降雨

强度和降雨次数组合试验表明ꎬ降雨量愈大、降雨

强度愈高及降雨次数愈多ꎬ幼虫和蛹的死亡率愈

高ꎬ化蛹率和羽化率愈低ꎮ

３.２　 滞育

张耀荣和蒋银荃(２００１)报道ꎬ在甘肃酒泉苹果

蠹蛾的自然滞育率达 ２８％ꎮ 刘月英等(２０１５)研究

了光周期和温度对苹果蠹蛾滞育诱导的影响ꎬ结果

表明:苹果蠹蛾张掖种群属于典型的兼性滞育ꎬ其
滞育率随光照时数的缩短而显著增高ꎬ尤其是当光

照时数缩短至 １２ ｈ 时ꎬ滞育急剧增加ꎬ２０、２５ 和 ３０ ℃
下的滞育率由 Ｌ１４ ∶ Ｄ１０ 时的 ４４. ７％、３８. ６％ 和

３６.９％增至 Ｌ１２ ∶ Ｄ１２ 时的 １００％、８１.２％和 ７６.７％ꎻ
光周期、温度及其交互作用均对其滞育诱导具有重

要影响ꎬ其中光周期起主导作用ꎬ温度伴随着光周

期起作用ꎬ低温对滞育诱导有很好的促进作用ꎻ在
２０、２５ 和 ３０ ℃条件下ꎬ幼虫滞育的临界日长分别为

１４.２１、１３.６８ 和 １３.７３ ｈꎻ苹果蠹蛾对光照反应的 ２
个最敏感虫期是初孵幼虫阶段和预蛹期阶段ꎬ卵期

对光照反应不敏感ꎮ 苹果蠹蛾张掖种群的临界光

周期与美国密歇根州种群基本相同(Ｇａｒｃｉａ￣Ｓａｌａｚ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８)ꎮ

３.３　 寄主

杨富银等(２００９)研究了红玉苹果、红元帅苹果、
张掖 ２ 号苹果、沙果、苹果梨、早酥梨、杏对苹果蠹蛾

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ꎬ结果表明:不同寄主对苹果

蠹蛾幼虫和蛹的发育历期、存活率、蛹重、雌成虫寿

命、产卵量等均有显著影响ꎻ幼虫取食沙果、早酥梨、
红玉苹果最有利于其生长发育和繁殖ꎻ取食红元帅

苹果和张掖 ２ 号苹果的影响居中ꎻ而取食杏和苹果

梨ꎬ对其生长发育和繁殖表现出明显的不利性ꎬ主要

表现为幼虫死亡率增加ꎬ幼虫期延长ꎬ蛹期延长ꎬ蛹
重减轻ꎬ雌成虫寿命缩短ꎬ单雌产卵量降低ꎮ

４　 监测与防治

４.１　 监测技术研究

自苹果蠹蛾传入敦煌后ꎬ甘肃省就开始了利用

性诱剂监测苹果蠹蛾的工作 (宋东宏等ꎬ１９９３)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不少学者在甘肃对不同诱捕器的监测效

果进行了研究ꎮ 杜磊等(２００７)认为三角胶粘式诱

捕器的诱捕量不仅是水盆式诱捕器的 ２.８４ 倍ꎬ而且

最早监测到成虫的时间早于水盆式诱捕器 ３ ~ ４ ｄꎮ
石磊等(２００９)认为三角胶粘式、水盆式和水瓶式 ３
种诱捕器中ꎬ以三角胶粘式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最

好ꎬ其诱捕量分别是水盆式诱捕器和水瓶式诱捕器

的 ３.７ 和 ４.６ 倍ꎮ 王安勇等(２００９)报道ꎬ三角式和

飞翼式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显著优于水盆式和圆筒

式ꎬ诱捕器的悬挂高度以 ４ ｍ 处的诱蛾量最高ꎬ绿
色诱捕器的诱捕效果优于粉红色和黑色诱捕器ꎮ

作者于 ２０１３ 年通过标记回收技术研究了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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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式诱捕器的有效诱捕距离ꎬ结果表明:在距释

放点 １００ ｍ 的范围内均可诱捕到苹果蠹蛾雄虫ꎬ但
以 ２０ ｍ 范围内的诱捕量最多ꎬ５０ ｍ 后诱捕量急剧

下降ꎬ因此建议在苹果蠹蛾监测中诱捕器的悬挂密

度最低为 ３ 个ｈｍ－２ꎮ

４.２　 防治技术研究

４.２.１　 性信息素迷向技术　 魏玉红等(２０１０)利用

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迷向丝开展了迷向技术防治苹

果蠹蛾的试验ꎬ结果表明:对照区连续 ３ 年全年每

个诱捕器的诱蛾量分别为 １６.６７、３４.０ 和 １９.２５ 头ꎬ
而迷向区只有 ０.１７、０.３３ 和 ０ 头ꎻ９ 月上中旬调查ꎬ
对照区的蛀果率分别为 １.８７％、０.５５％和 ０.１９％ꎬ而
迷向区均未发现蛀果ꎮ 多数研究表明ꎬ迷向技术不

仅有效控制苹果蠹蛾的危害ꎬ而且降低了化学农药

的使用量和使用次数(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０ꎻ 涂洪涛等ꎬ
２０１２ꎻ 朱虹昱等ꎬ２０１２)ꎮ
４.２.２　 老熟幼虫诱杀技术　 作者在甘肃省金塔县

金塔镇上杰村进行了瓦楞纸诱捕老熟幼虫试验ꎬ试
验结果表明:瓦楞纸诱虫带对苹果蠹蛾老熟幼虫具

有较好的诱捕效果ꎬ平均每条诱虫带的诱捕量为

１８.８ 头(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２)ꎮ 林明极等(２０１２)在黑

龙江东宁县比较了编织袋、旧衣物和瓦楞纸 ３ 种材

料对老熟幼虫的诱捕效果ꎬ发现旧衣物对老熟幼虫

的诱捕效果最好ꎬ其诱捕量占总诱捕量的 ６８.４２％ꎬ
而瓦楞纸的诱捕量仅占总诱捕量的 ５.２％ꎮ 可见ꎬ
不同诱虫带的褶皱对老熟幼虫的诱捕效果有明显

影响ꎮ
４.２.３　 药剂防治　 苹果蠹蛾发生后ꎬ各地普遍采用

高效氯氰菊酯、阿维菌素、吡虫啉等药剂进行防治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ꎻ 王兆平ꎬ２０１２ꎻ 杨晓萍和王文平ꎬ
２００８)ꎮ 杨建强等(２０１１)比较了甲氰菊酯、联苯菊

酯、溴氰菊酯、丙溴磷、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苏云金芽孢杆菌(Ｂｔ)及灭幼脲等 ７ 种药剂对苹果

蠹蛾的田间防治效果ꎬ结果表明:各药剂在药后 １ ｄ
的卵果和蛀果率防效就达到 ７９.４％ ~ ９１.８％ꎬ药后

３０ ｄ 的防效仍保持在 ７４.０％ ~ ８０.８％ꎻ各药剂中以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和 Ｂｔ 效果最好ꎬ药后 ３ ｄ
防效达到 ９５％以上ꎬ药后 ３０ ｄ 防效达到 ８０％ꎮ 张

润志等(２０１２)分别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和酒泉

市金塔县进行了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和 Ｂｔ 防治

第 ２ 代苹果蠹蛾试验ꎬ试验表明:４.５％高效氯氰菊

酯乳油 １０００ 倍液防治苹果蠹蛾的效果最好ꎬ其药

后 ５、１０、１５ ｄ 的蛀果率防效分别达到 ８８.１％、８２.４％
和 ８３.６％ꎻ其次为 Ｂｔꎬ其 ３００ ~ ５００ 倍液药后 ５、１０、
１５ ｄ 的蛀果率防效分别达到 ７２.４％ ~８３.７％、７０.６％
~７１.７％和 ７０.２％~７１.０％ꎻ而 ４８％毒死蜱乳油 １０００
倍液对苹果蠹蛾几乎没有效果ꎬ其最高防效只有

３５.２％ꎮ

５　 结束语
自 ２００５ 年苹果蠹蛾在甘肃严重发生后ꎬ引起

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ꎬ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ꎬ开展了苹果蠹蛾疫情的监测、防控与阻截工

作ꎬ甘肃省先后颁布实施了«苹果蠹蛾疫情监测技

术规范»(ＤＢ ６２ / Ｔ ２１４５—２０１１)和«苹果蠹蛾综合

防控技术规范»(ＤＢ ６２ / Ｔ ２１４５—２０１１)２ 个地方标

准ꎬ建立健全了疫情监测体系和防控工作机制ꎬ并
连续多年开展了以农业措施、物理诱杀、迷向防治

及药剂防治为内容的苹果蠹蛾“百日防控行动”ꎬ虽
然苹果蠹蛾的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ꎬ疫情扩散蔓延

的势头得以遏制ꎬ但仍不能放松警惕ꎮ 纵观苹果蠹

蛾在甘肃发生危害的过程可以看出ꎬ苹果蠹蛾之所

以迅速扩散蔓延、危害加剧ꎬ其原因在于没有长期

坚持苹果蠹蛾的防控工作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苹果蠹

蛾在甘肃酒泉局部区域发生危害后ꎬ当地有关部门

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ꎬ使苹果蠹蛾的危害得到控

制ꎬ但此后逐步放松了对苹果蠹蛾的防控ꎬ造成虫

源逐年积累ꎬ危害程度加重ꎬ加之果品流通领域的

飞速发展和检疫不力ꎬ最终导致苹果蠹蛾迅速扩散

蔓延ꎮ 因此ꎬ今后除继续做好发生区苹果蠹蛾的防

控工作之外ꎬ应加大果品调用过程中的检疫力度ꎬ
以防止其进一步扩散蔓延ꎬ并加强防治技术及抗药

性方面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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