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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香梨上苹果蠹蛾发生规律及其
性信息素迷向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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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保护站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９ꎻ ２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ꎬ新疆 库尔勒 ８４１０００

摘要: 【目的】苹果蠹蛾是我国进境检疫性有害生物ꎮ 库尔勒香梨是苹果蠹蛾在新疆果树种植区的主要寄主ꎮ 研究苹果蠹蛾

性信息素迷向防控技术在新疆库尔勒香梨产区的应用效果ꎬ可为该害虫的绿色防控提供参考ꎮ 【方法】通过持续监测与调查ꎬ
掌握苹果蠹蛾在库尔勒香梨上的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ꎬ并通过定期调查诱蛾量和蛀果率ꎬ比较微胶囊迷向剂、迷向丝、常规化

学农药对苹果蠹蛾的防治效果ꎮ 【结果】库尔勒香梨产区苹果蠹蛾一年发生 ２~３ 代ꎬ以老熟幼虫越冬ꎬ且死亡率较低ꎮ ４ 月中

旬越冬代羽化出土ꎬ５ 月开始为害ꎻ第 １ 代成虫高峰期为 ７ 月上中旬ꎬ第 ２ 代成虫高峰期为 ８ 月下旬至 ９ 月中旬ꎮ 微胶囊迷向

剂、迷向丝、常规化学农药处理区每周的平均诱蛾量分别为 ２.８５、２.９８、４.９５ 头台－１ꎬ平均蛀果率分别为 ２.２５％、０.８％、０.９９％ꎬ
与空白对照区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ꎮ 【结论】使用性信息迷向剂能够降低苹果蠹蛾第 １ 代、第 ２ 代幼虫及成虫的数量ꎮ
关键词: 库尔勒香梨ꎻ 苹果蠹蛾ꎻ 发生规律ꎻ 迷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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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ꎬ又名苹果小卷

蛾、苹果食心虫ꎬ属鳞翅目小卷蛾科小卷蛾属ꎬ是世

界上最严重的蛀果害虫之一ꎬ被我国列为进境植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全国检疫性有害生物(徐志刚ꎬ
２００８)ꎮ 我国对该虫的初次调查地点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库尔勒、阿克苏、伊犁、塔城、哈密、乌鲁木齐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１): ４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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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ꎬ调查结果显示ꎬ该虫在沙果、苹果、香梨上危

害十分严重(张学祖等ꎬ１９５８)ꎮ 该虫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传入甘肃(秦晓辉等ꎬ２００６)ꎻ目前ꎬ其在我国仅

分布于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等少数省区(张润

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其中ꎬ新疆为全境分布ꎬ其他省区为

局部或零星发生ꎬ主要寄主有苹果、梨、杏、桃、李、
沙果、胡桃等(巴哈提古丽ꎬ２００９)ꎮ

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迷向防控技术与常规化学

农药防治相比ꎬ具有高效、绿色、环境友好的特点

(陈汉杰等ꎬ２０１５)ꎬ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农药的

使用量和降低农药残留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ꎬ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植物保护站在伊犁、阿克苏地区验证了苹

果蠹蛾迷向防控技术的效果ꎬ并进行了示范推广

(张煜等ꎬ２０１４)ꎻ２０１５ 年ꎬ又在巴州香梨种植区开

展了苹果蠹蛾迷向防控技术的试验ꎮ
库尔勒香梨是巴州经济的支柱产业ꎬ产品主要

供应出口ꎬ对果品质量和农药残留有较高要求ꎮ 苹

果蠹蛾在库尔勒香梨上危害十分严重ꎬ推广其性信

息素迷向防控技术ꎬ对保障香梨安全生产和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根据巴州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多年来对苹果蠹蛾的监

测与调查情况(郭俊杰等ꎬ２０１６)ꎬ阐述该虫在库尔

勒香梨主产区的发生规律与危害特点ꎬ并比较分析

微胶囊、迷向丝 ２ 种剂型的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迷向

剂与常规化学农药对苹果蠹蛾的防效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苹果蠹蛾性信息素微胶囊:壁材为辛烯基琥珀

酸淀粉钠、麦芽糊精、β－环糊精等ꎬ厚 ２ ~ ３ μｍꎬ 芯

材为性信息素ꎮ
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迷向丝:载体为 ＰＶＣ 塑料管ꎬ

长度为(２００±５) ｍｍꎬ性信息素净含量为(２７０±２０) ｍｇꎮ
化学农药为 ２５％阿维灭幼脲乳油、２０％杀灭

菊酯乳油、２.５％溴氰菊酯乳油ꎮ
白色三角粘胶式诱捕器:由钙塑瓦楞板制成ꎬ其

横向截面为边长 １８ ｃｍ 的等边三角型ꎬ其纵向长度

为 ２５ ｃｍꎬ内有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芯ꎬ底部放置粘

虫胶板(长 ２５ ｃｍ×宽 １８ ｃｍ)ꎮ

１.２　 发生规律调查方法

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在库尔勒市沙依东园艺场、
轮台县轮台镇香梨园进行调查ꎮ
１.２.１　 卵的调查 　 从诱捕器(每年 ４ 月初开始悬

挂)诱到第 １ 头成虫开始至成虫期结束ꎬ采用棋盘

式取样法ꎬ每 １ ｈｍ２ 选择 １０ 棵香梨树ꎬ调查树冠东、
西、南、北、中 ５ 个方位ꎬ每个方位调查 １０ 个香梨 ２０
个叶片ꎬ每 ３ ｄ 调查、记录一次果实萼洼部和叶片正

反面卵的数量ꎮ
１.２.２　 幼虫调查　 (１)越冬幼虫:每年 １０ 月下旬至

次年 ３ 月中旬ꎬ选择面积大于 ０.３ ｈｍ２ 的香梨园ꎬ按
照每 ０.１ ｈｍ２五点取样法ꎬ每点取 １ 株ꎬ调查树干老

翘皮和树洞中的老熟幼虫ꎻ并以每株树的树干为中

心ꎬ在其半径为 １ ｍ 的范围内ꎬ东、西、南、北 ４ 个方

向各取长 ４０ ｃｍ、宽 ２０ ｃｍ、深 １５ ｃｍ 的土样ꎬ使用筛

土法ꎬ调查、记录泥土中的幼虫数量ꎮ
(２)蛀果幼虫:自 ５ 月上旬开始ꎬ选择面积大于

０.３ ｈｍ２ 的香梨园ꎬ按照每 ０.１ ｈｍ２ 五点取样法ꎬ每
点取 ３ 株ꎬ每株分树冠上、中、下 ３ 个部位ꎬ每个部

位调查 ５０ 个香梨ꎻ并按照东、西、南、北、中 ５ 个方

向ꎬ每个方向选择 ２０ 个香梨ꎬ调查虫果树ꎬ解剖虫

果ꎬ调查、记录苹果蠹蛾幼虫数量ꎮ
１.２.３　 越冬蛹调查 　 每年 ２—４ 月ꎬ以树冠投影为

范围ꎬ在树干、树缝、落叶层、地被物、表土查找苹果

蠹蛾蛹ꎮ
１.２.４　 成虫调查 　 从 ３ 月中旬开始ꎬ选择 １０ ｈｍ２

香梨园ꎬ每 １ ｈｍ２ 设置 １ 台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

器ꎬ每 ３０ ｄ 更换一次诱芯ꎬ及时更换粘虫板ꎮ 每 ３ ｄ
调查、记录一次诱捕器诱集的苹果蠹蛾成虫数量ꎮ

１.３　 迷向技术防治效果测定

试验于 ２０１５ 年进行ꎬ地点位于库尔勒市沙依东园

艺场、轮台县轮台镇ꎮ 香梨园种植品种均为新梨 １ 号ꎬ
树龄 １５~２０ ａꎬ专人负责管理ꎮ
１.３.１　 性信息素迷向试验设置　 试验分为微胶囊、
迷向丝、常规化学农药 ３ 个处理区ꎮ 选择长势良好

且具有一定郁蔽度的香梨园为处理区ꎬ距离其他果

园 ５００ ｍꎬ总面积为 １０ ｈｍ２ꎬ每个处理设置 ３ 个重

复ꎬ每个重复面积为 ３ ｈｍ２ꎮ 空白对照区面积为

１ ｈｍ２ꎬ不采取任何防治措施ꎮ
(１)微胶囊处理区ꎮ 在性诱捕器第 １ 次连续捕

获苹果蠹蛾成虫之后ꎬ第 １ 次用毛刷在树冠中部涂

刷微胶囊迷向剂ꎬ每 １ ｈｍ２ 涂刷 １５００ ｇ 药剂ꎬ涂刷

位置为树冠中部宽 ６ ~ ８ ｃｍ、长 ２０ ~ ２５ ｃｍ 的部分ꎬ
在果树离地面 ２ / ３ 处ꎮ 于 ５ 月下旬、７ 月上旬、８ 月

中旬分别再进行 ３ 次涂刷ꎮ (２)迷向丝处理区ꎮ 在

性诱捕器第 １ 次连续捕获苹果蠹蛾成虫之后ꎬ第 １
次悬挂迷向发散器ꎬ于 ７ 月下旬或 ８ 月上旬开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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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次悬挂处理ꎮ 每 １ ｈｍ２ 悬挂迷向丝 ９００ 个ꎬ悬挂

时兼顾树冠各方向ꎬ悬挂高度不低于 １.５ ｍꎮ (３)常
规化学农药处理区ꎮ 分别于 ５ 月 １５ 日使用 ２５％阿

维灭幼脲 ＥＣ２５００ 倍液喷雾一次ꎬ６ 月 １５ 日使用

２０％杀灭菊酯 ＥＣ２５００ 倍液喷雾一次ꎬ７ 月 １５ 日用

２.５％溴氰菊酯 ＥＣ２５００ 倍液喷雾一次ꎮ
１.３.２　 防效调查　 每周统计一次各处理区的诱蛾

量、蛀果率ꎬ采用 ＤＰＳ ７.５ 软件对不同监测时间和

处理区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ꎮ (１)诱蛾量调查:在
处理区和对照区每 ０.３ ｈｍ２ 悬挂 １ 台性诱捕器ꎬ每
３０ ｄ 更换一次诱芯ꎬ及时更换粘虫板ꎮ (２)蛀果率

调查:从 ５ 月 ６ 日开始ꎬ采用棋盘式取样法ꎬ处理区

选取 ５０ 株果树ꎬ每株调查 ３０ 个果实ꎬ空白对照区

选取 １０ 株果树ꎬ每株调查 ３０ 个果实ꎬ对有为害状

果实进行解剖ꎬ以鉴定苹果蠹蛾蛀果幼虫ꎬ记录蛀

果个数ꎬ并计算蛀果率ꎮ
蛀果率 / ％ ＝(蛀果数 /调查果实总数)×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苹果蠹蛾在库尔勒香梨产区的发生规律

２.１.１　 卵　 库尔勒香梨产区苹果蠹蛾第 １ 代成虫产

卵盛期一般在 ５ 月 １５ 日前后ꎬ当有效积温达 ２３０ 日

度时第 １ 代卵开始孵化(一般在 ５ 月下旬ꎬ花期之

后)ꎬ卵约经 ７ ｄ 孵化为幼虫ꎬ并且孵化整齐ꎬ第 ２
代成虫产卵盛期在 ７ 月中旬ꎬ第 ３ 代在 ８ 月中旬ꎮ
产卵部位:第 １ 代卵多产于树冠上部ꎬ达 ９５％ꎬ中、
下部产卵率仅为 ５％ꎻ第 ２ 代、第 ３ 代卵产于树体各

部位ꎮ 产卵习性:第 １ 代卵喜产于早熟树种(新梨 １
号、红香酥等)的果实表面、叶片正反面及果柄上ꎬ
第 ２ 代、第 ３ 代卵分布于库尔勒香梨产区各树种

(香梨芽变品种、香葫芦梨、酥香梨等)上ꎮ
２.１.２　 幼虫　 库尔勒香梨产区苹果蠹蛾主要以老

熟幼虫在老树翘皮和裂缝、树洞中结茧越冬(一般

在 １０ 月下旬至 １１ 月上旬)ꎬ且越冬代死亡率较低ꎮ
第 ２ 年春季旬均温达 ９ ℃ 时越冬幼虫开始化蛹ꎮ
此外ꎬ苹果蠹蛾主要以幼虫蛀食果实ꎬ并且第 １ 代

在 ５ 月中下旬ꎬ第 ２ 代在 ８ 月中旬危害最严重ꎬ危
害率可达到 １０％ ~ ５０％ꎻ５ 月中下旬被蛀果实主要

在树体上部ꎬ８ 月中旬树体各部位果实均受害ꎮ 幼

虫在果实内为害大约 ２１ ｄ 后ꎬ脱果化蛹(７~８ ｄ)ꎮ
２.１.３　 越冬蛹　 库尔勒香梨产区苹果蠹蛾越冬蛹

期一般为 ２２~３６ ｄꎻ 第 １ 代前蛹期 ９ ｄꎬ蛹期 １３ ｄ 左

右ꎻ第 ２ 代前蛹期约 １１ ｄꎬ蛹期约 １６ ｄꎮ

２.１.４　 成虫　 库尔勒香梨产区苹果蠹蛾越冬代成

虫羽化高峰在 ４ 月底—５ 月中旬ꎬ第 １ 代成虫羽化

高峰期在 ７ 月上中旬ꎬ第 ２ 代成虫羽化高峰在 ８ 月

下旬—９ 月中旬ꎬ少部分第 ３ 代成虫羽化在 ９ 月中

旬ꎮ 成虫产卵前期为 ３ ~ ６ ｄꎮ 日落前后为活动高

峰期ꎬ后逐渐减弱ꎬ至午夜停止活动ꎮ
２.１.５　 生活世代与危害特点　 如表 １ 所示ꎬ苹果蠹

蛾在库尔勒香梨产区一年发生 ２ ~ ３ 代ꎮ 在库尔勒

地区苹果蠹蛾完成一代约需 ５０ ｄ 的时间ꎬ幼虫有滞

育性ꎬ第 １ 代有半数以上的老熟幼虫结茧越夏或越

冬ꎮ 越冬代成虫与第 １ 代世代重叠明显ꎮ
初孵幼虫从香梨的胴部顶部、萼洼、梗洼等处

蛀入果实内部取食果肉ꎬ并向种室方向蛀成不规则

的蛀道ꎬ虫龄增大后进入种室ꎬ取食种子ꎬ造成果实

脱落ꎮ 幼虫发育成熟后向果皮方向蛀虫道脱果ꎬ或
从原虫道脱果ꎮ

２.２　 不同处理对苹果蠹蛾的防治效果

２.２.１　 ３ 种处理区的诱蛾量　 由表 ２ 可知ꎬ４ 月下旬

(苹果蠹蛾越冬代成虫羽化期)至 ５ 月中下旬(越冬

代成虫发生高峰期)２ 种性信息素迷向剂均诱集到较

多成虫ꎬ诱蛾量高于常规化学农药处理区和空白对

照区ꎮ 其中ꎬ５ 月 １９ 日微胶囊、迷向丝处理区每周平

均诱蛾量分别达 １１.９０、１２.３７ 头台－１ꎬ常规化学农

药处理区每周平均诱蛾量为 ８.７３ 头台－１ꎮ ２ 种性

信息素迷向剂在苹果蠹蛾第 １ 代、第 ２ 代成虫高峰期

(７ 月上旬—８ 月上旬)诱集的成虫数量明显少于越

冬代ꎬ其中ꎬ７ 月 ９ 日微胶囊、迷向丝处理区每周平均

诱蛾量分别为 ５.０３、６.４３ 头台－１ꎬ常规化学农药处

理区每周平均诱蛾量为 ８.８７ 头台－１ꎮ 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ꎬ５ 月上旬ꎬ各处理区与空白对照区的诱蛾量

无显著差异ꎮ 自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９ 月 １２ 日ꎬ空白对照区

与 ３ 种处理区的诱蛾量均达极显著差异ꎬ性信息素迷

向处理区与常规化学农药处理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ꎬ
而微胶囊处理区与迷向丝处理区之间无显著差异ꎮ
２.２.２　 ３ 种处理区的蛀果率　 从表 ３ 可知ꎬ性信息

素迷向处理区蛀果率低于常规化学农药处理区ꎬ对
照区的蛀果率远高于 ３ 种处理区ꎮ 常规农药、微胶

囊制剂、迷向丝处理区的平均蛀果率分别为２.２５％、
０.９９％、０.８％ꎮ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ꎬ５ 月上旬各处理

区与空白对照区的蛀果率无显著差异ꎮ ６ 月 １２
日—９ 月 １２ 日空白对照区与 ３ 种处理区之间均达

极显著差异ꎬ６ 月下旬之后性信息素迷向处理区与

常规化学农药处理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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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库尔勒香梨产区苹果蠹蛾生活世代图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ｏｆ Ｃ.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ｎ ｐｅ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Ｋｏｒｌａ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发生代数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２ 月
Ｊａｎ.－Ｆｅｂ.

３ 月 Ｍａｒｃｈ

上旬
Ｅａｒｌｙ

中旬
Ｍｉｄ

下旬
Ｌａｔｅ

４ 月 Ａｐｒｉｌ

上旬
Ｅａｒｌｙ

中旬
Ｍｉｄ

下旬
Ｌａｔｅ

５ 月 Ｍａｙ

上旬
Ｅａｒｌｙ

中旬
Ｍｉｄ

下旬
Ｌａｔｅ

６ 月 Ｊｕｎｅ

上旬
Ｅａｒｌｙ

中旬
Ｍｉｄ

下旬
Ｌａｔｅ

越冬代 － － － － － － － － － －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 × × × × × × × ×

＋ ＋ ＋ ＋ ＋ ＋
第 １ 代 ○ ○ ○ ○ ○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 － － － －

第一代滞育越冬幼虫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ｌａｒｖａ － － － －
× × ×

＋ ＋
第 ２ 代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第 ３ 代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发生代数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７ 月 Ｊｕｌｙ

上旬
Ｅａｒｌｙ

中旬
Ｍｉｄ

下旬
Ｌａｔｅ

８ 月 Ａｕｇｕｓｔ

上旬
Ｅａｒｌｙ

中旬
Ｍｉｄ

下旬
Ｌａｔｅ

９ 月 Ｓｅｐ.

上旬
Ｅａｒｌｙ

中旬
Ｍｉｄ

下旬
Ｌａｔｅ

１０ 月 Ｏｃｔ.

上旬
Ｅａｒｌｙ

中旬
Ｍｉｄ

下旬
Ｌａｔｅ

１１—１２ 月
Ｎｏｖ.－Ｄｅｃ.

越冬代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第 １ 代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２ 代 ○ ○ ○ ○ ○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３ 代 ○ ○ ○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 － － －

　 　 ○:卵ꎻ－:幼虫ꎻ×:蛹ꎻ＋:成虫ꎮ
○: Ｅｇｇꎻ －: Ｌａｒｖａｅꎻ ×: Ｐｕｐａｅꎻ ＋: Ａｄｕｌｔ.

表 ２　 ３ 种处理区每周平均诱蛾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ａ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ｐｅｒ ｗｅｅｋ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日期
Ｄａｔｅ

诱蛾量 / (头台－１)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ｈｅａｄｔｒａｐ－１)

常规农药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微胶囊制剂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

迷向丝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ｗｉｒｅ ＣＫ

日期
Ｄａｔｅ

诱蛾量 / (头台－１)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ｈｅａｄｔｒａｐ－１)

常规农药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微胶囊制剂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

迷向丝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ｗｉｒｅ ＣＫ

０４－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７－１６ ９.１３±０.３１Ｂｂ ２.７７±０.６９Ｃｃ ３.４０±０.８５Ｃｃ ２０.３７±０.９０Ａａ
０４－２８ ０.０３±０.０６Ａａ ０.２５±０.２１Ａａ ０.３０±０.２０Ａａ ０.１０±０.００Ａａ ０７－２３ ６.８７±０.３２Ｂｂ ０.４３±０.１２Ｃｃ ０.７０±０.３６Ｃｃ ２５.７３±１.２７Ａａ
０５－０５ ０.３０±０.１０Ａａ ０.４３±０.０６Ａａ ０.４７±０.２１Ａａ ０.３０±０.１７Ａａ ０７－３０ ８.０３±０.２５Ｂｂ ０.１３±０.１５Ｃｃ ０.４７±０.２５Ｃｃ １８.３７±１.１１Ａａ
０５－１２ ４.００±０.２０Ｂｂ ９.３３±０.４２Ａａ ９.７３±１.２２Ａａ ４.１３±１.０１Ｂｂ ０８－０７ １０.８７±０.７１Ｂｂ ０.１７±０.１５Ｃｃ ０.３７±０.０６Ｃｃ １８.２０±０.９０Ａａ
０５－１９ ８.７３±０.３５Ｂｂ １１.９０±０.６６Ｂａ １２.３７±０.７２Ａａ ８.８０±１.４７Ｂｂ ０８－１４ ９.７０±０.４４Ｂｂ ０.０７±０.０６Ｃｃ ０.２０±０.００Ｃｃ ２０.６７±１.１５Ａａ
０５－２６ ７.１０±０.９５Ｂｂ １８.２３±１.７６Ａａ １６.１３±０.９５Ａａ ５.１７±０.３１Ｂｂ ０８－２１ ７.８３±０.２５Ｂｂ ０.００±０.００Ｃｃ ０.１７±０.１５Ｃｃ １８.２３±１.２７Ａａ
０６－０５ ４.３３±０.８６Ｂｂ ８.３０±１.０１ＡＢａ ８.６７±１.１０Ａａ ８.５３±１.５３Ａａ ０８－２８ １０.０３±０.１５Ｂｂ ０.１０±０.１０Ｃｃ ０.０７±０.０６Ｃｃ １５.７３±０.４０Ａａ
０６－１２ ２.６３±０.３５Ｂｂ ３.８０±０.６１Ｂｂ ３.７３±１.１２Ｂｂ １７.０３±１.２５Ａａ ０９－０５ ２.１３±０.１５Ｂｂ ０.０３±０.０６Ｃｃ ０.０３±０.０６Ｃｃ １０.６７±１.１５Ａａ
０６－１９ ２.００±０.２０Ｂｂ １.０７±０.２５Ｂｂ １.２０±０.１７Ｂｂ １５.０７±１.０１Ａａ ０９－１２ ４.６３±０.３２Ｂｂ ０.０３±０.０６Ｃｃ ０.０７±０.１２Ｃｃ １６.９７±２.３４Ａａ
０６－２６ ４.７３±０.２５Ｂｂ ０.６７±０.２１Ｃｃ ０.８０±０.２０Ｃｃ １５.９７±１.６２Ａａ ０９－１９ １.５０±０.３０Ａ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ｃ ０.２０±０.１０Ｂｃ ２.４７±０.４６Ａａ
０７－０２ ６.９３±０.２５Ｂｂ ５.００±０.２６Ｂｃ ５.４３±０.９３Ｂｂｃ １９.６７±０.９８Ａａ ０９－２６ ０.４０±０.１０Ａａ ０.００±０.００Ｂ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ｂ ０.４０±０.００Ａａ
０７－０９ ８.８７±０.３５Ｂｂ ５.０３±０.５７Ｂｂ ６.４３±０.６１Ｂｂ ２６.７６±３.０２Ａａ １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０Ａａ ０.００±０.００Ａａ ０.００±０.００Ａａ ０.０３±０.０６Ａ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ꎬ同行数据后附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Ｄａｔａ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１ ａｎｄ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 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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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处理区的蛀果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Ｃ.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日期
Ｄａｔｅ

蛀果率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ｒａｔｅ / ％

常规农药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微胶囊制剂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

迷向丝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ｗｉｒｅ ＣＫ

日期
Ｄａｔｅ

蛀果率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ｒａｔｅ / ％

常规农药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微胶囊制剂
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

迷向丝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ｗｉｒｅ ＣＫ

０５－０６ １.０２±０.０７Ａａ １.１１±０.１１Ａａ １.４０±０.３１Ａａ ６.７０±０.２０Ａａ ０７－１６ １.４６±０.２７Ｂｂ ０.９０±０.７１Ｃｃ ０.８３±０.８８Ｃｃ １６.２２±１.８９Ａａ
０５－１３ ２.０９±０.２１Ｂｂ １.０２±０.３１Ａａ １.２８±１.１２Ａａ １０.３５±０.７１Ｂｂ ０７－２３ １.９２±０.２５Ｂｂ ０.６３±０.１１Ｃｃ １.３４±０.３１Ｃｃ １９.１７±１.４５Ａａ
０５－１８ ２.５１±０.３８Ｂｂ １.２４±０.６７Ｂａ １.４７±１.２２Ａａ ２２.８０±１.２６Ｂｂ ０７－３０ ２.４６±０.３１Ｂｂ ０.７１±０.１６Ｃｃ １.１８±０.１８Ｃｃ ２４.５３±１.０９Ａａ
０５－２３ ３.０２±０.９６Ｂｂ １.１３±１.４４Ａａ ２.１０±０.９５Ａａ ２８.２２±０.２６Ｂｂ ０８－０７ ２.７７±０.７７Ｂｂ ０.８２±０.１２Ｃｃ ０.７９±０.０４Ｃｃ ２９.２１±１.１２Ａａ
０６－０１ ２.７２±０.７７Ｂｂ ０.６６±１.０４Ｂｂ ０.７４±０.９９Ａａ １５.２３±１.７３Ａａ ０８－１４ ３.５６±０.５１Ｂｂ ０.９３±０.０７Ｃｃ ０.５４±０.０２Ｃｃ １３.２３±１.２１Ａａ
０６－０７ １.４４±０.４１Ｂｂ １.２８±０.２５Ｂｂ １.１０±１.０９Ａａ ９.１０±１.０３Ａａ ０８－２１ ４.３２±０.２２Ｂｂ １.１４±０.１５Ｃｃ １.０２±０.２５Ｃｃ １４.５６±１.３２Ａａ
０６－１２ １.８１±０.２１Ｂｂ １.１２±０.７３Ｂｂ １.１４±１.１２Ｂｂ １１.３２±１.３３Ａａ ０８－２８ ３.５８±０.１７Ｂｂ ０.７３±０.１３Ｃｃ １.１４±０.１２Ｃｃ １３.１２±１.５２Ａａ
０６－１９ ２.２１±０.３３Ｂｂ ０.６８±０.２５Ｂｂ １.０３±０.１８Ｂｂ １４.５６±１.０１Ａａ ０９－０５ １.４８±０.１５Ｂｂ ０.６３±０.０５Ｃｃ ０.９４±０.０７Ｃｃ １８.７７±２.１５Ａａ
０６－２６ ３.１４±０.２７Ｂｂ ０.５２±０.２１Ｃｃ １.０９±０.２８Ｃｃ ２０.１２±２.７２Ａａ ０９－１２ １.３２±０.３２Ｂｂ ０.５１±０.０１Ｂｃ ０.６３±０.２２Ｃｃ １７.９９±１.１２Ａａ
０７－０２ ３.８３±０.３Ｂｂ ０.６１±０.２１Ｂｃ １.１２±０.９１Ｂｂｃ ２５.７７±２.１２Ａａ ０９－１９ １.２７±０.３３Ａａ ０.６５±０.０１Ｂｃ ０.７１±０.１７Ｃｃ １１.３５±０.４４Ａａ
０７－０９ ２.６４±０.３５Ｂｂ ０.７０±０.５７Ｂｂ ０.５８±０.５９Ｂｂ ２７.９９±３.１２Ａａ ０９－２６ １.２５±０.１２Ａａ ０.６０±０.０１Ｂｃ ０.６５±０.０１Ｃｃ １０.２３±０.１２Ａ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ꎬ同行数据后附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Ｄａｔａ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１ ａｎｄ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 ｔｅｓｔ).

３　 小结与讨论
监测结果表明ꎬ在库尔勒香梨产区苹果蠹蛾一

年发生 ２~３ 代ꎬ以老熟幼虫越冬ꎬ且越冬代死亡率

较低ꎬ次年春季羽化成虫数量多ꎬ５ 月中旬(香梨坐

果期)成虫在香梨幼果上产卵为害ꎮ 幼虫有滞育

性ꎬ第 １ 代大部分老熟幼虫结茧越夏或越冬ꎬ采用

树干束带诱杀ꎬ可取得很好的防治效果ꎮ
本试验结果表明ꎬ性信息素微胶囊制剂、迷向

丝、常规化学农药处理区的平均诱蛾量显著低于对

照区ꎬ２ 种性信息素迷向处理区的平均蛀果率低于

常规化学农药处理区ꎮ 究其原因ꎬ对照区未采取防

控措施ꎬ与处理区相比ꎬ诱蛾量大大增多ꎻ性信息迷

向剂的使用ꎬ干扰了成虫交配ꎬ减少了越冬代成虫

产卵ꎬ从而降低了第 １ 代、第 ２ 代幼虫和成虫的数

量ꎬ所以诱捕器诱集到的成虫数量及蛀果率均较

少ꎻ常规化学农药处理区虽然减少了成虫数量ꎬ但
难以控制卵和幼虫的发生ꎬ因此ꎬ蛀果率高于性信

息素迷向处理区ꎮ 根据材料费用计算ꎬ迷向丝、微
胶囊迷向剂、常规化学农药防治苹果蠹蛾的成本分

别为 ２５５０、２８５０、３０００~４５００ 元ｈｍ－２ꎮ 可见ꎬ性信

息素迷向剂的防治成本比较低ꎻ但性信息素迷向技

术主要控制成虫ꎬ对于幼虫没有直接作用ꎮ 迷向

丝、微胶囊是 ２ 种不同剂型的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载

体ꎬ微胶囊剂型更加利于性信息素的缓释ꎬ释放效

果更为均匀ꎬ与迷向丝相比ꎬ防治苹果蠹蛾的效果

更好ꎮ 结合生产实际ꎬ在香梨园防治害虫过程中ꎬ
不仅需要防治苹果蠹蛾ꎬ也需要防治梨小食心虫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ｈａ ｍｏｌｅｓｔａ (Ｂｕｓｃｋ)等其他病虫害(许建军

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在制定香梨园病虫害防治策略

时ꎬ应根据苹果蠹蛾危害程度优先使用迷向剂ꎬ并
结合生物农药ꎬ达到既有效防治成虫又兼顾幼虫的

目的ꎬ在苹果蠹蛾发生严重的情况下ꎬ可考虑适当

使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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