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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苹果蠹蛾的发生与防治
刘延杰１∗ꎬ 林明极２ꎬ 卜海东１ꎬ 刘　 畅１ꎬ 冯章丽１ꎬ 顾广军１

１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牡丹江分院ꎬ黑龙江 牡丹江 １５７０４１ꎻ
２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果蔬管理总站ꎬ黑龙江 东宁 １５７２００

摘要: ２００５ 年在黑龙江省东宁县部分果园中发现苹果蠹蛾的危害ꎬ由于当地果树管理粗放、果农认识不足等ꎬ最初该虫扩

散较快ꎬ至 ２００７ 年东宁县苹果蠹蛾发生面积已超过 ４００ ｈｍ２ꎮ 苹果蠹蛾在黑龙江 １ 年发生 ２ 代ꎬ越冬代成虫发生时间较长ꎬ
不利于化学防治ꎮ 相关部门的调查研究表明ꎬ以刮老翘皮、束物诱杀、挂杀虫灯、用性诱剂与化学防治相结合能取得理想的

防治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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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处于我国的东北部ꎬ气候寒冷ꎬ不适

宜果树的大面积种植ꎮ 在该省的中南部浅山区气

候条件较好的区域ꎬ栽培了少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寒

地水果ꎬ面积 １０ 万 ｈｍ２ 左右ꎬ主要有苹果、梨、李、
葡萄等ꎬ苹果以黄太平、金红、龙丰等 １００ ｇ 以下的

品种为主ꎬ梨以秋香、金香水、苹果梨等秋子梨为

主ꎮ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是重要的果树

害虫ꎬ也是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害虫ꎮ ２００６ 年在生

产中发现其危害ꎬ因而受到重视(于广胜ꎬ２０１１)ꎮ
地方的植保部门、科研单位、果树管理部门对苹果

蠹蛾的发生、危害、防治进行了调查和研究ꎬ并提出

一套适宜生产应用的防治技术ꎮ

１　 危害情况
苹果蠹蛾在黑龙江省北纬 ４５°以南比较温暖的

果区被发现ꎮ ２００５ 年发生于黑龙江省的东宁县

(４４.０７°Ｎ)、五常市(４４.９３°Ｎ)ꎬ最初由于当地果树

管理较粗放、果农认识不足、虫害防治不及时、果实

包装箱重复使用等问题ꎬ苹果蠹蛾呈现向北蔓延的

趋势ꎮ
２００７ 年东宁县苹果蠹蛾发生面积超过 ４００ ｈｍ２ꎬ

果园受害率 ６３％ꎬ平均蛀果率 ６.６％ꎬ受害严重的果

园蛀果率达 １８％ꎬ对果品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ꎮ 在

黑龙江省的虫害发生区ꎬ苹果蠹蛾以幼虫蛀果为

害ꎬ主要从果和果相贴、果和叶片相邻的果实胴体

或花萼处蛀入果内危害ꎻ苹果梨和东宁五号梨有

８０％以上虫果是从花萼及萼洼部被蛀入ꎮ 苹果蠹

蛾为害的果实蛀果孔较大且不规则ꎬ孔外有虫粪堆

积ꎬ幼虫进入果实后直达果心ꎬ且有取食种子的嗜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３４６－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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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ꎬ进而造成幼果发育受阻易脱落ꎮ 一个果实内通

常只有 １ 头幼虫ꎬ幼虫具有转果为害习性ꎬ一头幼

虫蛀食 ３~４ 个果实ꎮ 幼虫发育成熟后从原虫道脱

果或向果皮方向另蛀一虫道脱果(王兆平ꎬ２０１２)ꎮ

２　 发生规律
因黑龙江气候寒冷ꎬ苹果蠹蛾一年只发生 ２

代ꎬ虫害发生期在 ５ 月下旬至 ９ 月下旬ꎮ 苹果蠹蛾

以老熟幼虫(３ 龄以上)在树干的老翘皮内、果树根

际和其他果园废弃物中越冬ꎬ越冬幼虫在根际越冬

量最大ꎮ 树干积雪层内和根际土内存活数量多ꎬ而
树干老翘皮内越冬的部分老熟幼虫有死亡现象ꎬ原
因主要是树干上喷洒的残留农药和白僵菌能直接

杀死幼虫ꎬ同时暖冬能使部分幼虫饥渴死亡ꎮ
第 ２ 年春季越冬幼虫陆续化蛹ꎬ蛹期一般 １５ ｄ

(少数为 ２５ ｄ)左右ꎮ 到 ５ 月下旬(苹果开花盛期)
蛹变为成虫ꎬ在果园里准备产卵ꎬ越冬代成虫形成

后在 ６ ｄ 之内产卵ꎬ卵期 ７ ｄ 或更长ꎬ ６ 月初(坐果

期)是产卵盛期ꎮ 卵主要产在果实、叶片和枝条上ꎬ
一般在果实周围的幼嫩叶片和果实向阳面产卵较

多ꎮ 卵孵化后ꎬ初孵幼虫在果实和叶面上爬行ꎬ寻
找适当部位进入果内ꎬ在此期间如遇到大雨ꎬ会影

响幼虫钻果ꎮ 刚孵化的幼虫会咬破果皮并将其吐

在果实外部不吞食ꎬ这给化学防治带来一定的困

难ꎮ 苹果蠹蛾幼虫在果内生活 ２５ ｄ 左右后脱果ꎬ在
７ 月上旬开始出现脱果幼虫ꎮ 老熟幼虫脱果后爬到

树干上寻找适宜的地方作茧化蛹形成第 １ 代成虫ꎬ
第 １ 代老熟幼虫适应性很强ꎬ只要在遮风、遮雨、遮
光的地方均可以作茧化蛹ꎬ若树干上有合适的作茧

场所即不往树下爬行ꎬ这种特性有利于物理防治

(树干设置诱集带)ꎮ 在 ２０１２ 年的树干束物试验中

发现ꎬ受害严重的果园中ꎬ１ 株树的诱集带上可消灭

２９１ 头老熟幼虫ꎮ 该阶段害虫蛹期较整齐ꎬ大部分

蛹在 ７~１４ ｄ 内羽化ꎬ部分蛹期达到 １６ ｄꎮ 经调查ꎬ
在黑龙江发生区ꎬ诱集带(树干基部绑旧衣物)内

９８％以上的第 １ 代老熟幼虫会继续繁殖下一代ꎬ且
死亡率非常低ꎮ 第 １ 代成虫形成以后继续产卵ꎬ产
卵部位主要为果实ꎬ卵孵化后继续为害果实ꎬ到 ９
月份气温变凉ꎬ幼虫脱果ꎬ在树干及根基部寻找合

适的地方作茧越冬ꎮ

３　 防治技术

３.１　 人工防治

(１)刮老翘皮与清园ꎮ 根据苹果蠹蛾在老翘

皮、土块和化肥袋、纸箱等果园废弃物中越冬的特

点ꎬ在果树萌芽前刮老翘皮ꎬ并把老翘皮和收集的

枯枝落叶及其他果园废弃物集中烧毁ꎬ可消灭越冬

幼虫ꎮ (２)疏果时摘除受害的果实并切开虫果杀死

幼虫ꎮ (３)束物诱杀ꎮ 对于树干上无老翘皮或老翘

皮少的果树ꎬ大部分脱果幼虫是通过树干下树ꎬ在
地面上寻找化蛹和越冬场所ꎮ 因此ꎬ在树干上设置

瓦楞纸、旧衣物等(图 １)ꎬ对苹果蠹蛾脱果老熟幼

虫有很好的引诱作用ꎮ 黑龙江省 ７ ~ ８ 月正是第 １
代老熟幼虫作茧化蛹繁殖下一代的时期ꎬ该时段幼

虫的预蛹与蛹期较短ꎬ所以每隔 ７~８ ｄ 需检查一次

束物ꎬ定期消灭老熟幼虫ꎮ 对栽植品种较多的果

园ꎬ束物重点设在金红、龙冠、龙丰、黄太平、新帅、
奎二等苹果树和早酥梨、苹果梨、金香水等梨树上ꎮ
越冬幼虫对越冬场所的要求较高ꎬ用旧衣物诱集试

验发现ꎬ苹果蠹蛾幼虫在颜色较深、较厚、透风性差

的布料中作茧越冬数量较多(林明极等ꎬ２０１２)ꎮ

图 １　 束物诱杀方法
Ｆｉｇ.１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ｙｉｎｇ 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ｔｒｕｎｋ

３.２　 杀虫灯诱杀

根据害虫的趋光性ꎬ在果园中挂频振式杀虫灯

诱杀成虫ꎮ 通过粘板诱杀成虫只能消灭雄虫ꎬ但利

用杀虫灯可消灭雌雄成虫ꎮ 每天挂灯诱杀时间可

定为 １９:００~２３:００ꎬ在此期间一盏灯最多能捕捉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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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成虫ꎮ 灯与灯之间距离可设为 ３０ ~ ５０ ｍꎮ 落地

式杀虫灯效果不及悬挂式杀虫灯ꎬ杀虫灯的悬挂高

度必须达到树冠的上半部(周进华等ꎬ２０１４)ꎮ

３.３　 粘虫胶粘杀脱果幼虫

苹果蠹蛾老熟幼虫脱果后会在树干上爬行寻

找作茧场所ꎬ如果树干上无老翘皮其会下树寻找合

适的场所ꎮ 根据这种特性ꎬ在树干基部设置粘虫环

能有效控制下一代繁殖蔓延(图 ２)ꎮ 树干涂胶最

佳时间:第 １ 次 ７ 月上旬ꎬ第 ２ 次 ７ 月下旬ꎬ第 ３ 次

８ 月下旬ꎮ 涂胶宽度可在 ８ ｃｍ 以上ꎮ 结合刮治老

翘皮效果更为明显ꎮ

图 ２　 粘虫胶粘杀法
Ｆｉｇ.２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ｙ ｓｔｉｃｋｙ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３.４　 性诱芯防治

利用性信息素测报苹果蠹蛾成虫发生高峰期

并诱杀成虫ꎬ诱杀成虫可利用水盆式诱捕器、三角

形沾虫板等ꎮ 诱捕器间距为 １５ ~ ２０ ｍꎮ 利用水盆

式诱捕器时要注意保持盆中水位ꎬ利用沾板式诱捕

器时注意观察沾板的粘性ꎬ若粘性变差要及时更换

沾板ꎮ

３.５　 药剂防治

根据成虫发生情况和产卵情况使用药剂ꎮ 根

据每年的监测ꎬ苹果蠹蛾成虫在黑龙江省发生有一

定的规律性ꎬ越冬代成虫一般在果树开花时开始活

动ꎬ到幼果期达到活动高峰ꎬ该时期为第 １ 次药剂

防治关键期(王庆波等ꎬ２０１４)ꎻ当卵果率达到 ０.１％
时可以进行喷药防治ꎬ隔 １０ ｄ 喷一次ꎮ 第 ２ 次药剂

防治关键期在 ７ 月中下旬~８ 月上旬ꎮ 防治苹果蠹

蛾必须选择具杀卵和胃毒作用的药剂ꎬ如杜邦奥得

腾、灭幼脲 ３ 号、甲维盐、高效氯氰菊酯、２.５％高效

氯氟氰菊酯等ꎮ

３.６　 迷向法防治

迷向法防治ꎬ即利用苹果蠹蛾信息素缓释剂防

治ꎮ 该防治技术正在试验、示范中ꎮ 在黑龙江、甘
肃、宁夏等地区利用迷向法防治苹果蠹蛾的试验表

明ꎬ在苹果蠹蛾发生密度较小的地区ꎬ 迷向丝 (澳大

利亚 Ｂｉｏｇｌｏｂａｌ 公司进口)采用 ６６０ 根ｈｍ－２的悬挂

密度可以达到良好的防治效果(涂洪涛等ꎬ２０１２)ꎮ

参考文献

林明极ꎬ 焦晓丹ꎬ 隋广义. ２０１２. 苹果蠹蛾老熟幼虫诱杀技

术. 应用昆虫学报ꎬ ４９(１): １０４－１０８.
涂洪涛ꎬ 张金勇ꎬ 罗进仓ꎬ 王春良ꎬ 宝山ꎬ 刘延杰ꎬ 陈汉杰.

２０１２. 苹果蠹蛾性信息素缓释剂的控害效果. 应用昆虫学

报ꎬ ４９(１): １０９－１１３.
王庆波ꎬ 林明极ꎬ 郭金洪ꎬ 周进华. ２０１４. 诱杀苹果蠹蛾老

熟幼虫试验分析. 中国林副特产ꎬ (３): １５－１６.
王兆平. ２０１２. 民勤县苹果蠹蛾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 甘

肃农业科技ꎬ (９): ５３－５４.
于广胜. ２０１１. 牡丹江苹果蠹蛾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 中

国植保导刊ꎬ ３１(７): ４７－４８.
周进华ꎬ 林明极. ２０１４. 东宁苹果蠹蛾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

中国林副特产ꎬ (２): ６３－６４.

(责任编辑:杨郁霞) 　 　

８４３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４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