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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不同寄主植物苹果蠹蛾成虫动态调查
李贤超１ꎬ 吕昭智２∗ꎬ 李　 涛３ꎬ 李　 子４ꎬ 罗树凯５ꎬ 张祥林６ꎬ 罗朝辉２

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ꎻ ２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ꎬ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ꎻ 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农科所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８８ꎻ 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 １４ 团ꎬ新疆 阿拉尔市 ８３３００ꎻ 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农科所ꎬ新疆 阿拉尔市 ８３３００ꎻ
６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６３

摘要: 【背景】苹果蠹蛾是世界性重大检疫害虫ꎬ新疆是我国最早发现该虫的地区ꎮ 监测苹果蠹蛾的种群动态能提高控制效

率并阻止其在非疫区蔓延ꎮ 【方法】利用性诱剂于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期间监测苹果蠹蛾成虫在苹果园、梨园、李子园、桃园等生境

下种群动态ꎮ 【结果】苹果蠹蛾在北疆有 ２ 个明显高峰期ꎬ越冬代成虫高峰期为 ５ 月中旬至 ６ 月上旬ꎬ第 １ 代成虫高峰期为 ７
月中旬至 ８ 月中旬ꎻ在南疆有 ３ 个明显高峰期ꎬ分别为 ６ 月底至 ７ 月上旬、７ 月下旬至 ８ 月上旬和 ８ 月底至 ９ 月中旬ꎮ 南疆和

北疆的种群数量差异不是很大ꎬ单个性诱剂高峰期的种群数量小于 １０ 头ꎬ平均 ０.５~ ２.０ 头ꎻ同一区域苹果蠹蛾在不同作物之

间存在一定的差异ꎬ但集中在苹果园和桃园ꎮ 【结论与意义】新疆北疆苹果蠹蛾成虫一年一般发生 ２ 代ꎬ南疆 ３ 代ꎮ 苹果蠹蛾

以苹果园为主要发生区域ꎬ同一区域的苹果蠹蛾在相邻果园的苹果、葡萄、梨树上的种群动态具有密切相关性ꎮ 苹果蠹蛾的种

群动态为准确判定防治关键期提供依据ꎬ其在不同作物之间的相关性ꎬ为区域重点监测对象的判定提供基础依据ꎮ
关键词: 苹果蠹蛾ꎻ 种群动态ꎻ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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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Ｌ.)是严重危害苹

果的重要入侵害虫ꎬ原产于欧亚大陆中南部地区ꎬ
１９５３ 年在我国新疆首次发现该虫(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末该虫传入甘肃省河西走廊ꎬ随后加

速向东扩散ꎻ至 ２０１０ 年ꎬ苹果蠹蛾已扩散至甘肃、
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 ５ 省区ꎬ对我国的苹

果、梨等水果的生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金瑞华ꎬ
１９９７ꎻ 林伟ꎬ１９９６ꎻ 杨瑞ꎬ２００８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新疆作为苹果蠹蛾在我国的最早发生地ꎬ不仅是我

国境内苹果蠹蛾发生的重灾区ꎬ也是其传出源地ꎬ
评估该地区苹果蠹蛾的种群动态ꎬ不仅对新疆的苹

果蠹蛾防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ꎬ同时对全国苹果、
梨等相关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重要战略价值(努
尔古丽马坎等ꎬ２０１４)ꎮ

从发现到全国大范围的传播ꎬ苹果蠹蛾的监测

和研究工作在中国处于断续状态ꎮ 张学祖(１９５７)
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该害虫的生活史、生活习性、危
害及一些相应的防治技术ꎮ 自 ２０００ 年至今ꎬ我国

研究者对苹果蠹蛾在各地苹果园中的动态分布进

行了调查和研究ꎬ结果显示ꎬ其在不同区域存在较

大差别ꎬ成虫始见期从新疆南疆的 ４ 月中旬(谭博

等ꎬ２０１１)到黑龙江的 ５ 月中旬(赵星民ꎬ２０１１)ꎬ年
发生世代数 ２ ~ ４ 代不等 (阿地力沙塔尔等ꎬ
２０１１ꎻ 何树文等ꎬ２０１４ꎻ 林伟丽等ꎬ２００７ꎻ 谭博等ꎬ
２０１１ꎻ 徐婧等ꎬ２０１２ꎻ 张春海和苏红霞ꎬ２０１２ꎻ 周昭

旭等ꎬ２００８)ꎮ 于江南等(２００４)对乌鲁木齐市区苹

果蠹蛾越冬代成虫羽化始期进行了研究ꎬ并对早期

成虫动态进行了初步分析ꎬ但未对全年度世代进行

详细划分ꎮ 当前ꎬ利用性诱剂监测苹果蠹蛾已成为

重要的监测手段ꎬ多位研究者对各种性诱剂效果进

行比较分析ꎬ探讨适宜的性诱工具和性诱芯(阿地

力沙塔尔等ꎬ２０１１ꎻ 李晶等ꎬ２０１１ꎻ 罗晓亮和刘

刚ꎬ２０１３ꎻ 王成祥等ꎬ２０１４ꎻ 张新平等ꎬ２０１１)ꎻ石磊

等(２００９)以诱捕器捕获量反映的苹果蠹蛾时空动

态ꎬ可用来进行苹果蠹蛾生活史及发生世代数的研

究ꎬ从而为有效控制该虫提供基础信息ꎮ
我国对新疆南北疆苹果蠹蛾种群发生动态的

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南疆阿克苏(林伟丽等ꎬ２００７ꎻ
王兰等ꎬ２０１１ꎻ 王同仁等ꎬ２０１４ꎻ 魏乐樵ꎬ１９８５ꎻ 徐婧

等ꎬ２０１２ꎻ 张新平等ꎬ２０１１)ꎬ此外在伊犁地区(张煜

等ꎬ２０１４)、奎屯(戴德成ꎬ２００９)、乌鲁木齐(阿地力

沙塔尔等ꎬ２０１１ꎻ 于江南等ꎬ２００４)、库尔勒市(谭

博等ꎬ２０１１ꎻ 张春海和苏红霞ꎬ２０１２) 和喀什地区

(王成祥等ꎬ２０１４)也有一些监测工作ꎮ 以上研究主

要集中在单一苹果寄主作物上ꎬ而对苹果园以外的

作物没有进行系统性评估ꎮ 随着新疆林果业耕作

模式和主要经济作物构成发生的变化ꎬ可能对苹果

蠹蛾的动态造成影响ꎬ因此加强新疆地区苹果蠹蛾

的种群动态监测对区域性的防控有指导意义ꎮ
本研究以性诱剂为主要监测工具ꎬ研究不同作

物上苹果蠹蛾种群动态发生规律及其相关性ꎬ为精

确预报和区域化防控指导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田间布局

北疆:乌鲁木齐五一农场(北纬 ４３°５５′５５ꎬ东经

８７°２７′)和头屯河农场(北纬 ４３°５０′４６″ꎬ东经 ８７°２８′
４９″)ꎬ该区域年平均气温 ６.５ ℃ꎬ≥１０ ℃积温 ３４００ ℃ꎬ
年平均降水 ２２８.８ ｍｍꎬ年蒸发量 ２６４７ ｍｍꎬ年日照

２８００ ｈꎬ无霜期 １５０~１６０ ｄꎮ
南疆:阿拉尔市(北纬 ４０°３０′１５″ꎬ东经 ８１°１８′

１５″)ꎬ该区域年均气温１０.７ ℃ꎬ均气温℃积温４１１３ ℃ꎬ
年均降水量 ５２ ｍｍꎬ年日照 ２９００ 余 ｈꎬ４~１０ 月平均

日照 ９.５ ｈꎬ无霜期 ２２０ ｄꎮ

１.２　 试验材料

供试作物:乌鲁木齐五一农场的试验作物为苹

果及邻近李子、葡萄和玉米ꎬ其中苹果园种植年限

１０ 年以上ꎬ葡萄园和李子园为 ７ 年以上成龄果园ꎬ
玉米为当年种植ꎻ头屯河农场的试验作物为桃树及

啤酒花和葡萄ꎬ桃园、葡萄园和啤酒花地均种植 ３ ~
５ 年ꎻ阿拉尔市农一师农科所的试验作物为苹果、梨
和临近苹果园的果园ꎬ园龄 １５ 年以上ꎮ 果园防治

措施基本一致ꎬ主要防治对象为梨小食心虫ꎮ
供试诱芯:苹果蠹蛾性诱芯(宁波纽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ꎮ

１.３　 试验方法

在果园和地块周边用细铁丝将诱捕器悬挂在

地面 １.５ ｍ 处外围树枝或空旷的主干上ꎬ大田人工

设置立架ꎬ高度与树枝上齐ꎬ每个诱捕器相距 ５０ ｍꎬ
诱芯每 ２ 个月更换 １ 次ꎬ换下的诱芯及时回收ꎬ统
一销毁ꎮ 按照不同区域不同生境作物的布局情况

布置诱捕器ꎬ每种作物的监测诱捕器不少于 ５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北疆乌鲁木齐的五一农场和头屯河农

场试验于 ７ 月 ３０ 日 ~ ９ 月 ２７ 日进行ꎬ阿拉尔市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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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于 ８ 月 ６ 日~９ 月 ２７ 日进行ꎻ各试验区按照每 ５
日调查 １ 次的方法ꎮ ２００９ 年度ꎬ北疆乌鲁木齐试验

时间为 ４ 月 ２６ 日~９ 月下旬ꎬ南疆阿拉尔为 ６ 月中

旬~９ 月下旬ꎻ北疆每个试验点按照 ５ ~ ７ ｄ 调查 １
次ꎬ南疆按照每 ３ ｄ 调查 １ 次ꎬ分别记载每个诱捕器

所诱到的苹果蠹蛾雄成虫数量ꎬ分析成虫动态ꎮ 同

一年度在同一区域的调查方法保持一致ꎮ

１.４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ꎬ按照监测时间、

区域比较各监测点平均值ꎬ分析相关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苹果蠹蛾成虫种群动态

２００９ 年北疆苹果蠹蛾出现 ２ 个明显的羽化过

程(图 １)ꎬ越冬代出现在 ５ 月上旬 ~６ 月底ꎬ第二发

生阶段为 ７ 月初 ~ １０ 月初ꎮ 其中越冬代成虫高峰

期为 ５ 月中旬 ~ ６ 月上旬ꎻ第 １ 代成虫发生高峰期

在 ７ 月中旬 ~ ８ 月中旬ꎬ第 ２ 代在 ９ 月上中旬有一

个小的高峰期ꎮ

图 １　 新疆苹果蠹蛾种群动态(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Ｆｉｇ.１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乌鲁木齐头屯河农场和五一农场的成虫整体

种群动态在 ２００９ 年表现存在一定差异:五一农场

越冬代成虫羽化高峰期在 ５ 月中旬至 ６ 月上旬ꎬ头
屯河农场在 ６ 月上旬ꎻ１ 代成虫高峰期五一农场出

现在 ７ 月中旬至 ８ 月上旬ꎬ头屯河农场出现在 ７ 月

下旬至 ８ 月上旬ꎻ五一农场成虫种群发生期较头屯

河偏早 ５~ ７ ｄꎮ 五一农场和头屯河农场的苹果蠹

蛾发生期出现较大差异ꎬ初步分析与两地监测区域

作物布局存在差异有关ꎬ五一农场苹果园较多ꎬ头

屯河农场监测区没有苹果ꎬ作为苹果蠹蛾的最主要

寄主ꎬ苹果园的存在对苹果蠹蛾的发生具有较强的

影响作用ꎬ苹果园诱集数量均多于其他作物ꎬ且发

生期偏早ꎮ
南疆阿拉尔市苹果蠹蛾成虫监测结果表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同期监测的成虫发生趋势具有一

致性ꎬ２００８ 年成虫数量远高于 ２００９ 年ꎬ这一监测结

果差异较大的原因有可能和气候以及防治措施存

在较大关系(Ｈｕｓｓａ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２００９ 年监测期

９３３　 第 ４ 期 李贤超等:新疆不同寄主植物苹果蠹蛾成虫动态调查



间ꎬ成虫高峰期出现在 ６ 月下旬至 ７ 月上旬、７ 月中

旬至 ７ 月下旬、８ 月上旬至 ８ 月中旬和 ９ 月上旬至 ９
月中旬ꎮ

２.２　 不同作物上苹果蠹蛾种群动态

２.２.１　 不同作物种群动态分析　 同一年度、同一区

域的苹果蠹蛾在不同作物上发蛾高峰表现较为一

致ꎬ但发生量有一定差别(图 ２)ꎮ

图 ２　 不同作物上的苹果蠹蛾成虫动态
Ｆｉｇ.２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Ａ:五一农场 ２００８ 年ꎻＢ:五一农场 ２００９ 年ꎻＣ:头屯河农场 ２００８ 年ꎻＤ:头屯河农场 ２００９ 年ꎻＥ:阿拉尔市ꎮ
Ａ: Ｗｕｙｉ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８ꎻ Ｂ: Ｗｕｙｉ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９ꎻ Ｃ: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８ꎻ Ｄ: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９ꎻ Ｅ: Ａｌａｅｒ ｃｉｔｙ.

　 　 在北疆的五一农场ꎬ２００８ 年苹果园内单个性诱

芯平均累计诱集成虫 １３.５０ 头ꎬ大于同期李子园、玉
米田、葡萄园的 ５.８０、５.１０、２.２０ 头ꎻ２００９ 年啤酒花 １
连苹果园和 ３ 连苹果园平均累计诱集成虫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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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００ 和 ３６. ５５ 头ꎬ均大于同期李子园、葡萄园的

２１.５０、６.８６ 头ꎮ ２ 年监测结果表明ꎬ五一农场的苹

果园为该区域苹果蠹蛾的主要发生源ꎬ其次为李子

园ꎮ 在头屯河农场ꎬ２００８ 年度葡萄园内平均累计诱

集成虫 ２.００ 头ꎬ大于同期桃园、啤酒花园的 ０.９５、
０.１５头ꎻ２００９ 年葡萄园诱集６.００头ꎬ大于桃园、啤酒

花园的 ５.９２、３.３０ 头ꎮ 总体监测数量较少ꎬ表明该

区域作物种植结构和布局不利于苹果蠹蛾的发生ꎮ
南疆阿拉尔市苹果蠹蛾发生量在 ２００８ 和 ２００９

年有较大差异ꎮ ２００８ 年苹果园和梨园中的苹果蠹

蛾平均累计数量比较接近ꎬ分别为 １３１.４０ 和 １２３.９０
头ꎻ２００９ 年仅对苹果园进行监测ꎬ年度单个性诱点

平均诱集数量仅为 ９.０７ 头ꎮ
２.２.２　 不同作物苹果蠹蛾种群动态相关性分析 　
对监测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２００８ 年五一农场苹果

园成虫数量与玉米地和葡萄园的虫数相关ꎬ但与李

子园不相关ꎻ玉米地成虫仅与葡萄园相关ꎻ葡萄园

蛾量与李子园不相关(表 １)ꎻ头屯河农场桃园成虫

数量与葡萄园无显著相关( ｒ ＝ ０.５７１)ꎻ阿拉尔市苹

果园和梨园成虫极显著相关( ｒ＝ ０.９４５)ꎮ

表 １　 ２００８ 年五一农场苹果蠹蛾诱集数量平均值
相关性检验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ｂｙ ｓｅｘ ｔｒａ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Ｗｕｙｉ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８

苹果园
Ａｐｐｌｅ

玉米地
Ｃｏｒｎ

葡萄园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李子园
Ｐｌｕｍ

苹果园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１

玉米地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

０.６８７∗ １

葡萄园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０.７１２∗ ０.８２８∗∗ １

李子园
Ｐｌｕｍ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０.４５３ ０.４６８ ０.４６２ １

　 　 ∗皮尔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ꎬ相关性在 ０.０５ 层上显著(双尾)ꎮ
∗∗相关性在 ０.０１ 层上显著(双尾)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５.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１.

２００９ 年五一农场啤酒花 １ 连苹果园和 ３ 连苹

果园苹果蠹蛾成虫显著相关(表 ２)ꎬ表明同一生境

下的寄主上ꎬ苹果蠹蛾的发生动态具有显著相关

性ꎻ啤酒花 １ 连苹果园和 ３ 连葡萄园、李子园的成

虫动态之间无显著相关性ꎬ３ 连苹果园、葡萄园以及

李子园中成虫动态极显著相关ꎬ表明不同区域的苹

果园和其他寄主作物之间的苹果蠹蛾成虫发生动

态没有明显相关性ꎻ在同一区域内ꎬ各监测作物间

苹果蠹蛾种群动态显著相关ꎬ表明近邻区域苹果蠹

蛾成虫种群具有高度一致性ꎮ
２００９ 年头屯河农场葡萄园和桃园的苹果蠹蛾成

虫动态存在显著相关性(ｒ ＝ ０.６２８)ꎬ但两者和啤酒花

园的苹果蠹蛾成虫动态无显著相关性(ｒ＝０.１３９)ꎮ

表 ２　 ２００９ 年头屯河农场苹果蠹蛾诱集数量
平均值相关性检验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ｂｙ ｓｅｘ ｔｒａ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９

Ａ１ Ａ３ Ｖ３ Ｐ３

Ａ１ １
Ａ３ ０.５０２∗ １
Ｖ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６∗∗ １
Ｐ３ ０.４０３ ０.８２６∗∗ ０.４９８∗ １

　 　 Ａ１:啤酒花 １ 连苹果园ꎻＡ３:３ 连苹果园ꎻＶ３:３ 连葡萄园ꎻＰ３:３
连李子园ꎮ∗皮尔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ꎬ相关性在 ０.０５ 层上显著(双
尾)ꎮ ∗∗相关性在 ０.０１ 层上显著(双尾)ꎮ

Ａ１: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ｓｔ ｈｏ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ꎻ Ａ３: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３ｒ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ꎻ Ｖ３: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３ｒ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ꎻ Ｐ３: Ｐｌｕｍ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３ｒ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
０.０５.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北疆苹果蠹蛾主要有 ２ 个高峰期ꎬ越冬成虫高

峰期在 ５ 月中旬至 ６ 月上旬ꎬ第 １ 代成虫高峰期在

７ 月中旬至 ８ 月中旬ꎬ这和阿地力沙塔尔同期研

究结果有一定差别ꎬ可能和局部的生态气候或者作

物布局有一定关系ꎮ 在苹果园的诱捕数量和阿地

力沙塔尔研究结果接近ꎬ平均单日单个性诱剂诱

集量 ０.０５~０.５０ 头ꎮ
苹果蠹蛾 ２００９ 年在南疆阿拉尔市苹果园发生

趋势和徐婧等(２０１２)、王同仁等(２０１４)在阿克苏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但与林伟丽等(２００６)在阿拉尔的

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ꎬ２００９ 年阿拉尔市单个性诱

剂平均单日诱集量 ０.１０ ~ ０.５０ 头ꎬ远低于同期徐婧

和王同仁在其他区域和 ２００８ 年的诱集数量ꎬ可能

与气候条件和防治措施有较大的关系ꎮ
本研究在非果园环境中能监测到一定数量的

苹果蠹蛾ꎬ表明了苹果蠹蛾在不同生境下存在一定

的迁移ꎬ这对果园的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价值ꎬ但最

大的迁移距离没有得到确认ꎮ
我国对苹果蠹蛾成虫种群动态处于监测水平

上ꎬ对种群动态预测未见报道ꎮ 国外在种群模拟和

预测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ꎮ Ｓｈａｆｆｅｒ ＆ Ｇｏｌｄ
(１９８５)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结合生物气候学的相

关原理对整个生育期的苹果蠹蛾进行了模拟预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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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精确指导苹果蠹蛾发生量的预测ꎻＴｒａ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研究建立了苹果蠹蛾最适防治时间预测

模型ꎬ用于指导有机果园的苹果蠹蛾综合防治ꎻ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认为气候是影响苹果蠹蛾种群

变化的重要因素ꎮ 国外研究结果对于国内苹果蠹

蛾种群的预测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ꎻ国内苹果蠹蛾

的种群动态与趋势预测研究需要依托地区做好长

期系统性监测ꎬ在苹果蠹蛾的田间自然种群生命表

基础上ꎬ结合区域的气候和管理措施建立适宜本区

域的预测预报模型ꎬ为今后苹果蠹蛾的区域化预测

和控制提供技术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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