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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苹果蠹蛾阻截防控实践与
入侵路径分析

苏小记∗ꎬ 王雅丽ꎬ 杨　 桦ꎬ 杨　 铭ꎬ 郭　 萍ꎬ 魏　 静

陕西省植物保护工作总站ꎬ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０３

摘要: 苹果蠹蛾是威胁果业生产的检疫性有害生物ꎬ已在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 ７ 个省发生分布ꎮ
陕西省是我国主要的苹果优质产区ꎬ阻截苹果蠹蛾向陕西扩散是保护陕西乃至全国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ꎮ 通过对陕西苹

果蠹蛾入侵风险、阻截防控过程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ꎬ明确了入侵路径ꎬ探讨防控策略ꎮ 由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果汁加工

原料果携带幼虫远距离方式传入陕西的风险较大ꎻ由甘肃、宁夏等地经过陕西西部果区自然传播方式进入陕西的风险加

剧ꎮ 提出加强果汁企业监管ꎬ拒绝携带苹果蠹蛾果品进入非疫区ꎬ是防止远距离传播的最有效措施ꎻ做好自然传播的防控

策略与措施研究ꎬ已迫在眉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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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蠢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ａｎｅｌｌａ(Ｌ.) 是全国农业植

物检疫性有害生物ꎬ也是国际关注的苹果害虫之

一ꎬ对苹果、梨等水果的生产威胁极大(王福祥等ꎬ
２０１２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陕西省果区生态环境适

宜苹果蠹蛾定殖为害ꎮ 在全面评价苹果蠹蛾传入

风险基础上ꎬ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为保护苹果产业安

全ꎬ陕西省全面开展苹果蠢蛾阻截防控工作ꎮ

１　 陕西省苹果蠹蛾入侵的风险
陕西省目前没有苹果蠹蛾发生ꎬ属于非疫区ꎮ

苹果蠹蛾自身传播能力较差ꎬ自然传播扩散速度较

慢ꎻ远距离传播主要通过幼虫随果品、包装物由发

生区向外扩散ꎮ

１.１　 苹果蠹蛾在我国发生分布情况

苹果蠹蛾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进入新疆ꎬ ８０ 年

代进入甘肃省ꎬ之后持续向东扩张ꎻ２００６ 年ꎬ又在我

国内蒙古、黑龙江等多地发现ꎮ 当前ꎬ苹果蠹蛾已

在甘肃省酒泉到兰州市的河西走廊地区、平凉市

(郭萍等ꎬ２０１５)ꎬ新疆全境ꎬ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青铜峡市(李锋等ꎬ２０１１)ꎬ内蒙古西部

地区ꎬ黑龙江南部地区ꎬ辽宁葫芦岛ꎬ吉林延边等地

发生分布(徐婧等ꎬ２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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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苹果蠹蛾远距离入侵威胁

果品运输是苹果蠹蛾远距离传播的主要方式ꎮ
陕西是我国ꎬ乃至全球主要果汁加工基地ꎬ有果汁

加工企业 ２７ 家ꎬ年实际加工能力 ３４０ 万 ｔꎬ可生产

浓缩果汁 ８０ 万 ｔ 以上ꎬ受各种因素影响ꎬ年加工果

汁量在 ３０ 万 ~ ６０ 万 ｔ 不等ꎬ原料果需求 １５０ 万 ~
２４０ 万 ｔꎮ 陕西省内原料果供应量 １５０ 万 ｔ 左右ꎬ不
能满足企业生产需求ꎬ致使原料果收购价格一直居

高不下ꎬ新疆、甘肃、宁夏等其他省份原料果进入陕

西欲望强烈ꎮ 当前ꎬ原料果以虫蛀果、病残果、下拣

果为主ꎬ苹果蠹蛾极易通过原料果携带远距离传播

扩散ꎮ

１.３　 苹果蠹蛾自然扩散威胁

苹果蠹蛾近距离传播主要靠自身传播扩散ꎬ每
年扩散速度 ５０ ~ ６０ ｋｍꎮ 目前ꎬ从公布的疫情发生

区看ꎬ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都已发生苹果蠹蛾ꎬ这些

地区距离陕西省果区直线距离 ４００ ｋｍ 左右ꎬ间隔

地带不但没有自然屏障ꎬ而且苹果等寄主作物栽植

面积较大ꎬ具备自然传播条件ꎮ 从监测情况看ꎬ与
陕西省毗邻的一些地区已经多次诱捕到苹果蠹蛾

越冬代成虫ꎬ定殖风险大ꎮ 因此ꎬ苹果蠹蛾通过自

然传播入侵陕西形势不容忽视ꎮ

２　 陕西省苹果蠹蛾阻截防控成效
为防止和控制苹果蠹蛾人为传入ꎬ保护果业安

全ꎬ陕西省从开展公路阻截、强化检疫监管、科学监

测调查等方面入手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阻截防控体

系(杨桦等ꎬ２０１２)ꎬ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全方位开展了

苹果蠹蛾阻截防控工作(吴金亮等ꎬ２０１３)ꎮ

２.１　 监测调查情况

以疫情处置场、果汁加工企业、果品批发市场、
高速公路服务区四周、３１２ 国道沿线及与疫情发生区

交界的县区道路沿线果园为重点ꎬ以性诱剂监测为

手段ꎬ形成严密监测网ꎬ并按监测技术规范要求ꎬ每
年的 ４ 月下旬~９ 月下旬ꎬ开展苹果蠹蛾成虫监测ꎮ
５ 月下旬~１１ 月下旬ꎬ对上述重点区域监测点附近

１ ｋｍ内的果园进行拉网式幼虫调查ꎻ对高速公路服

务区、果汁加工企业、果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周围

的加工、食用弃果ꎬ剖果检查有无疑似幼虫ꎮ 及时发

现疫点和染疫果品ꎬ封锁保护和销毁扑灭ꎮ
自 ２００７ 年开展苹果蠹蛾监测以来ꎬ在不同区

域的果汁加工厂外已 ５ 次诱捕到成虫ꎬ对诱捕到成

虫的区域半径 １ ｋｍ 范围内进行喷药保护ꎻ而后在

相同区域连续 ２ 年没有再次捕到ꎮ 在陕西与甘肃、
宁夏交界ꎬ主要入陕交通干线周边等高风险区也未

诱捕到和发现苹果蠹蛾成虫和幼虫ꎮ

２.２　 检疫监管情况

苹果蠹蛾检疫监管重点区域是果汁加工企业

和果品贮存、销售市场ꎮ 每年在果品加工企业收购

加工期间ꎬ果汁企业所在县向企业派驻农业植物检

疫人员ꎬ协助企业建立检疫检查流程ꎬ加强高风险

区的无害化管理ꎮ 发现疫情ꎬ按程序进行销毁ꎬ并
对企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ꎮ 同时ꎬ各地植物检疫机

构不定期对辖区内果品批发市场及超市的商品果

进行检查ꎬ核查植物检疫证书ꎬ对来自疫区和疫情

发生区的果品ꎬ必要时进行复检ꎮ 对有关企业建立

植物检疫违法行为登记档案ꎬ并与支农惠农政策挂

钩ꎬ促进企业自觉遵守苹果蠹蛾阻截防控的各项法

律法规ꎮ
通过多年的监管ꎬ共截获染疫果品 ２ 批次ꎬ并

进行直接销毁ꎬ５ 家企业受到处罚ꎻ企业自律意识得

到加强ꎬ调整了经营模式和思路ꎬ取消了从疫区、疫
情发生区原料果的收购渠道和合同ꎻ已有 ４ 家集团

在甘肃、宁夏、新疆建立果汁加工厂ꎬ就近收购原料

进行加工ꎬ减轻了陕西省苹果蠹蛾阻截防控压力ꎮ

２.３　 公路阻截情况

经陕西省政府批准ꎬ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陕西在与

甘肃、宁夏等疫情发生区交界主要交通干线设立 １２
个公路检查站ꎬ每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公安、
交通、农业 ３ 个部门抽调人员ꎬ对进入陕西的运输

果品车辆进行检查ꎮ 对运输商品果的车辆登记放

行ꎻ对运输虫落果、残次果的ꎬ检疫人员严查果品产

地ꎬ来自非疫情发生区的ꎬ登记放行ꎻ 来自疫情发

生区或无法立即确认果品产地的ꎬ进入疫情处置场

进行检疫检查ꎬ对违规调运行为依法处理ꎬ染疫果

品深埋销毁ꎮ
８ 年来ꎬ公路检查站共检查运输残次果的车辆

１７５５ 辆ꎬ３０ 万 ｔ 左右ꎮ 截获并销毁染疫果品 ２ 批

次ꎮ 通过阻截和宣传ꎬ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外省原料果

入陕数量急剧减少ꎬ分别仅有 １５ 和 ８ 车ꎮ

３　 传入路径分析

３.１　 远距离传入路径

３.１.１　 随风险果传入风险大ꎬ商品果传入风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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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陕西苹果蠹蛾阻截防控实践结果看ꎬ苹果蠹蛾

幼虫均在果汁加工原料果中截获ꎬ商品果中未发现

苹果蠹蛾幼虫ꎬ说明苹果蠹蛾人为传入的主要携带

者是以落果、病残果、下拣果为主的果汁加工原料

果ꎬ随商品果携带传入风险较小ꎮ
３.１.２　 从新疆、甘肃、宁夏等地传入风险大 　 截获

苹果蠹蛾幼虫的果品均是来自新疆、甘肃等疫情发

生区ꎬ苹果蠹蛾人为远距离传入陕西的主要途径是

新疆、甘肃染疫果品随果品调运进入ꎬ宁夏疫情发

生区果品调运也是重要途径ꎮ
３.１.３　 果汁加工企业及其周边是传入定殖最大风

险区 　 陕西省几次在送往果汁加工企业的原料里

截获到幼虫ꎬ在果汁加工厂附近诱捕到苹果蠹蛾成

虫ꎮ 同时ꎬ果汁加工原料的外购需求ꎬ加大了风险

系数ꎬ说明苹果蠹蛾在果汁加工企业ꎬ特别是周边

果园传入定殖的风险最大ꎮ

３.２　 近距离传播路径

３.２.１　 毗邻甘肃、宁夏果区是自然传播的最大风险

区　 甘肃礼县、秦安、麦积以及平凉市等地已多次

诱捕到苹果蠹蛾成虫ꎬ宁夏中卫已经是苹果蠹蛾发

生区ꎬ这些区域与陕西的凤县、陈仓、陇县、千阳、长
武、旬邑、黄陵、富县等果区之间均是苹果适生区ꎬ
苹果连片种植ꎬ没有自然隔离区ꎬ有利于苹果蠹蛾

自然传播ꎮ
３.２.２　 从内蒙经榆林自然传入风险较小 　 与内蒙

接壤的榆林地区ꎬ是毛乌素沙漠南缘风沙草滩区ꎬ
苹果等仁果类、核果类果树种植面积小ꎬ苹果蠹蛾

寄主缺乏ꎬ不利于自然传播ꎮ

４　 防控策略

４.１　 拒绝携带苹果蠹蛾果品进入非疫区

拒绝携带苹果蠹蛾果品进入非疫区是防止远

距离传播的最有效措施ꎬ但工作难度大ꎮ ２０１２ 年长

武果汁加工企业对果池进行改造ꎬ建立全封闭的风

险果快速加工通道ꎬ对入陕风险果进行快速加工ꎮ
翌年在该果汁厂诱到苹果蠹蛾成虫ꎮ 这说明现有

果汁加工企业设备和加工过程并不能彻底防止苹

果蠹蛾传入和羽化ꎬ阻截防控必须在风险果进入非

疫区以前进行ꎮ

４.２　 加强果汁企业监管

加强果汁企业监管是苹果蠹蛾阻截防控的关

键措施ꎮ 陕西省每一次查获疫点都与果汁企业或

原料果有关ꎬ说明果汁加工企业原料果的外购ꎬ特
别是从疫情发生区调运原料果是苹果蠹蛾传入的

主要原因ꎬ加强果汁企业监管是苹果蠹蛾阻截防控

的关键措施ꎮ

４.３　 研究针对自然传播的防控策略与措施

苹果蠹蛾发生区已十分接近陕西苹果主产区ꎬ
自然传播也成为苹果蠹蛾传入的重要因素ꎬ隔离带

建设的防控策略与可行性研究亟待开展ꎻ研究防控

技术ꎬ制定防控预案ꎬ加强应对措施已成当务之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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