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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侵害虫葡萄花翅小卷蛾的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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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掌握新入侵我国的进境植物检疫性害虫葡萄花翅小卷蛾在吐鲁番市的生物学特性及种群

周年发生规律ꎬ为其综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在田间以性引诱剂定点监测、野外网室笼罩饲养以

及室内人工饲养相结合的方法ꎬ观察葡萄花翅小卷蛾生活习性及其种群发生规律ꎮ 【结果】该虫在我国

新疆吐鲁番市 １ ａ 发生 ５ 代ꎬ以蛹在葡萄藤皮下越冬ꎮ 越冬蛹翌年 ３ 月底—４ 月初(葡萄开墩)开始羽化ꎬ
４ 月上旬为羽化高峰期(清明节前后)ꎬ中旬为羽化末期ꎮ 越冬代成虫将卵产于花芽上ꎬ４ 月中旬第 １ 代

幼虫开始孵化ꎻ第 １ 代成虫于 ５ 月中旬开始羽化ꎬ５ 月下旬羽化结束ꎻ第 ２ 代成虫于 ６ 月下旬开始出现ꎬ７
月上旬为羽化高峰期ꎻ第 ３ 代成虫于 ７ 月底开始羽化ꎬ８ 月上旬为羽化高峰期ꎻ第 ４ 代成虫于 ８ 月底开始羽化ꎬ９ 月上旬为羽

化高峰期ꎻ越冬代幼虫 １０ 月上旬开始化蛹越冬ꎬ大部分幼虫更趋向于在老树的藤皮下化蛹ꎮ 成虫的飞行、取食、交配、产卵

等行为多发生在黄昏ꎮ 越冬代成虫将卵产于葡萄花序萼片以及花蕾上ꎻ第 １~３ 代成虫将卵产于葡萄果实表面ꎬ第 ４ 代成虫

将卵产于葡萄二次开的花絮上ꎬ卵单产ꎬ单雌产卵量为 ２０~４０ 粒左右ꎮ 第 １ 代幼虫取食葡萄花絮ꎬ第 ２~ ４ 代幼虫危害葡萄

果实ꎬ并有自相残杀的习性ꎬ糖醋液(红糖 ∶ 醋 ∶ 酒 ∶ 水＝ ６ ∶ ３ ∶ １ ∶ １０)对成虫有一定的诱杀效果ꎮ 【结论】该虫在吐鲁番

１ ａ 发生 ５ 代ꎬ各世代划分明显ꎬ越冬代发生数量最大ꎬ无世代重叠现象ꎬ随温度升高各世代和虫态的发育历期缩短ꎬ幼虫在

葡萄整个生长季节均造成危害ꎬ第 ３、４ 代幼虫危害成熟果实ꎬ引起果实大量腐烂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ꎮ
关键词: 世界性害虫ꎻ 葡萄花翅小卷蛾ꎻ 生活史ꎻ 习性ꎻ 发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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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ｂｅｓｉａ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Ｄｅｎｉｓ ｅｔ 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ｕｌｌｅｒ)ꎬ ａ ｎｅｗ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Ｌ.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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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ｔｓꎬ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ｏ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ｇｒａｐ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ｃａｎｎｉｂａｌｉｓ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ａ ｓｗｅ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ｒｏｗｎ ｓｕｇａｒꎬ ｖｉｎｅｇａｒꎬ ｗｉｎｅꎬ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６ ∶ ３ ∶ １ ∶ １０)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ｖｅｎ
ｔｏ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ｒｐａ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ｉｖ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ｎ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ａｓ ｔｈｅ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ｐｏｓｅ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ｐｅｓ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ｄ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ｒｉｐｅｎｅｄ ｆｒｕｉｔｓꎬ ｒｅ￣
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ｒｕｉｔ ｄｅｃａ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ｐｅｓｔｓꎻ Ｌｏｂｅｓｉａ ｂｏｔｒａｎａꎻ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ꎻ ｈａｂｉｔｓꎻ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葡萄花翅小卷蛾 Ｌｏｂｅｓｉａ ｂｏｔｒａｎａ ( Ｄｅｎｉｓ ｅｔ
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ｕｌｌｅｒ)ꎬ属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
ｃｉｄａｅ 花翅小卷蛾属 Ｌｏｂｅｓｉａ (Ｆｉｄｅｌｉｂｕｓ ＆ Ｍａｔｔｈｅｗꎬ
２０１５)ꎬ是严重危害多种经济植物花和果实的世界

性害虫ꎬ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被列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ꎬ２００７)ꎮ 葡萄花翅小卷蛾原产于意大

利ꎬ目前已传至欧洲绝大部分地区、亚洲的伊朗等

部分地区、非洲的北部及西部、美国部分地区以及

南美洲的智利等国家 (白姣洋ꎬ ２０２１ꎻ 陈乃中ꎬ
２００９ꎻ Ｆｉｄｅｌｉｂｕｓ ＆ Ｍａｔｔｈｅｗꎬ ２０１５ꎻ Ｇｉｌｌｉｇ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该虫主要危害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大戟瑞

香 Ｄａｐｈｎｅ ｇｎｉｄｉｕｍ Ｌ.、多种醋栗 Ｒｉｂｅｓ ｓｐｐ.、橄榄 Ｏ￣
ｌｅ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Ｌ.、欧洲李 Ｐｒｕｎ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Ｌ.、 甜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ａｖｉｕｍ Ｌ.、黑莓 Ｒｕｂｕｓ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ｕｓ Ｐｏｌｌｉｃｈ、猕猴

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ｃｈ、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ｕｓ ｋａｋｉｓ Ｌ.、石
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Ｌ.、迷迭香 Ｒｏｓｍａｒｉｎ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等 ２７ 科 ４０ 余种植物(Ｉｏｒｉａｔｔ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葡萄

花翅小卷蛾的发生代数与当地气候因素有密切关

联ꎬ如光照、温度等(Ｂｒｉｅｒｅ ＆ Ｐｒａｃｒｏｓꎬ１９９８)ꎮ 据报

道ꎬ该虫在意大利 １ ａ 仅发生 ３ 代ꎬ而在西班牙、希
腊、土耳其等温暖地区地则发生 ３ ~ ４ 代( Ｔｈｉéｒｙꎬ
２００８ꎻ Ｔｈｉéｒ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葡萄花翅小卷蛾是欧

洲、北非、西亚等地葡萄上的主要害虫之一ꎬ成虫交

尾卵产于葡萄花序或果实上ꎬ幼虫以啃食花芽或果

实造成危害ꎮ 在无管理的果园ꎬ危害率高达 ４５％ ~
９２％ (Ｒｏｄｉｔａｋｉｓꎬ１９８６)ꎬ给当地的葡萄产业造成巨

大的经济损失ꎮ
萄花翅小卷蛾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在新疆吐鲁番市

高昌区葡萄园中首次被发现ꎬ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标本送至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由武春生研究员鉴定ꎮ
２０１６ 年该害虫开始在吐鲁番市大面积发生ꎬ据当地

林业和草原局数据显示ꎬ仅 ２０１６ 年ꎬ葡萄花翅小卷

蛾对吐鲁番市的葡萄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４４８０
万元ꎬ该虫发生区域葡萄产量损失 ２０％~５０％ꎬ严重

区域甚至绝收ꎮ 葡萄花翅小卷蛾的发生严重影响

着吐鲁番市葡萄产业的发展ꎬ若不加以严格防控ꎬ
任由其继续扩散蔓延ꎬ将对全疆乃至全国的葡萄产

业造成严重威胁(李俊峰等ꎬ２０１７)ꎮ 目前ꎬ国内对

该虫的相关研究暂未见报道ꎬ本研究在吐鲁番市高

昌区对该害虫进行调查研究ꎬ以掌握其生活史、习
性、田间发生规律等生物学特性ꎬ为有效控制其危

害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与仪器

试验主要使用的仪器与设备:ＲＴＯＰ 系列智能

人工气候培养箱(浙江托普仪器有限公司)、ＧＸＺ
智能光照培养箱(宁波江南仪器厂)、体式显微镜

ＳＺＸ７ (舜宇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 ＢＳ３２３Ｓ (赛
多利斯有限公司)、三角形诱捕器(中捷四方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性引诱剂诱芯(剂量为 ０.８ ｍｇꎬ
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木质养虫箱(４０
ｃｍ×２０ ｃｍ×２０ ｃｍ)、培养皿(Φ ＝ １０ ｃｍ)、玻璃烧杯

(５００ ｍＬ)、无菌纱布、镊子、毛笔、养虫笼(１５ ｃｍ×
１０ ｃｍ×８ ｃｍ)等ꎮ
１.２　 试验地概况

气候条件:试验地设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

戈壁村葡萄园中(危害率≥３０％)(４２°９６′３４″Ｎꎬ８９°
１９′８４″Ｅ)ꎬ属典型的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ꎬ冬季寒

冷ꎬ夏季高温炎热ꎮ 吐鲁番市年积温 ５９５６ ℃ꎬ大于

１０ ℃积温 ５３７２.５ ℃ꎬ无霜期 ２２４ ｄꎬ全年温度以 １
月最冷ꎬ７ 月最热ꎬ温度年较差 ４０ ~ ４７.５ ℃ꎮ 冬季

最低温度－２５.２ ℃、夏季最高温度可达 ４７.７ ℃ꎬ平
均炎热日数(最高温度≥３５ ℃日数)为 ９８ ｄꎻ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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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数(最高温度≥４０ ℃日数)为 ３４ ｄ 左右ꎬ昼夜温

差可达 ２０ ℃ꎬ平均年降水 １６.６ ｍｍꎬ平均年蒸发量

２８４４.９ ｍｍꎬＲＨ 为 ３０％左右ꎻ全年总日照时数平均

为 ３０５６.４ ｈꎬ年总日照时数最多达 ３３４９.６ ｈꎬ最少

２８２９.７ ｈꎬ年日照百分率 ６９％ꎮ ６ 级以上大风(风速

≥１７.０ ｍｍｉｎ－１)日数ꎬ年平均 ８０.３ ｈꎮ
栽培模式和主要葡萄品种:栽植方式以棚架式

(“厂”字形)为主ꎬ行距为 ３.５ ~ ５.０ ｍꎬ树龄为 １０ ~
２０ ａ 生ꎮ 主要葡萄品种有无核白、无核白鸡心、淑
女红、火焰无核、吐鲁番红葡萄、马奶子、波尔莱特

等 ７ 大品种ꎬ以无核白品种为主ꎮ
１.３　 生活史及习性观察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连续 ２ ａ 从 ３ 月中旬开始从

野外采集受害的带虫葡萄花序ꎬ以每块样地为单

位ꎬ置于 １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８ ｃｍ 养虫笼内ꎬ在室内恒温

条件[(２６±１) ℃ꎬ６０％±５％ ＲＨꎬ１６Ｌ ∶ ８Ｄ]下饲养ꎬ
观察葡萄花翅小卷蛾各虫态的发育历期、习性、交
尾及产卵等特点ꎮ

２０１６ 年 ３—１０ 月ꎬ在葡萄花翅小卷蛾发生较严

重的高昌区亚尔镇戈壁社区葡萄园中ꎬ选取 １０ ~ １５
ａ 生无核白葡萄园ꎬ葡萄架高度在 １.８５ ｍ 左右ꎬ建
设一座网室(３.５ ｍ×２.５ ｍ×２.０ ｍ)ꎬ四周用钢条支

撑ꎬ铁丝网罩于葡萄树(品种为无核白)上ꎬ网室底

部埋入土中ꎮ 定点、定时观察记录葡萄花翅小卷蛾

在室外条件下的生长发育、各虫态习性、数量变化

等生物学特性及危害情况ꎮ
１.４　 田间发生动态监测

在高昌区亚尔镇戈壁村隔壁葡萄庄园附近ꎬ选
取一块 ２７ ｈｍ２ 样地ꎬ每 １ ｈｍ２ 地悬挂一只装有葡萄

花翅小卷蛾性引诱剂的三角形诱捕器ꎬ共计 ２７ 套ꎻ
三角型诱捕器悬挂在葡萄架 ２ / ３ 处ꎬ悬挂高度距地

面 １.５ ｍꎮ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９ 月 ３０ 日ꎬ每日

８:００ 准时监测记录每个诱捕器诱捕到的成虫数量ꎬ
及时清理粘虫板上的死虫、杂物ꎮ
１.５　 葡萄花翅小卷蛾对糖醋液的趋性

配置不同比例的糖醋液:配方 Ａ (糖 ∶ 醋 ∶ 酒

∶ 水＝ ５ ∶ ２０ ∶ ５ ∶ ８０)、配方 Ｂ (糖 ∶ 醋 ∶ 酒 ∶ 水 ＝
５ ∶ １０ ∶ ２ ∶ ５０)、配方 Ｃ (糖 ∶ 醋 ∶ 酒 ∶ 水＝ ６ ∶ ３ ∶
１ ∶ １０)、配方 Ｄ (糖 ∶ 醋 ∶ 酒 ∶ 水＝ １ ∶ ４ ∶ ０ ∶ １０)、
配方 Ｅ (糖 ∶ 醋 ∶ 酒 ∶ 水 ＝ ７ ∶ ３ ∶ ６ ∶ １０)、配方 Ｆ
(糖 ∶ 醋 ∶ 酒 ∶ 水 ＝ １ ∶ １０ ∶ ０ ∶ ７０)ꎮ 将诱捕器放

置在亚尔镇试验地内ꎬ每个诱捕器中装入 ２５０ ｍＬ

的药液ꎬ诱捕器高度距离地面 １.５ ｍꎬ不同类型糖醋

液 ５ 个为一组ꎬ确定 ３０ 个诱捕器的放置点ꎮ 不同

类型的诱捕器做好标记ꎬ随机排列ꎬ定点观测ꎮ 每

天观察一次ꎬ３ ｄ 更换一次药液ꎬ记录试验数据ꎮ
１.６　 数据统计与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ＳＰＳＳ ２１ 分析数据并作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年生活史

葡萄花翅小卷蛾在吐鲁番市高昌区 １ ａ 发生 ５
代ꎬ以蛹在枯枝落叶中、果实内、藤皮下或土壤缝隙

中结茧化蛹越冬ꎮ 越冬蛹第二年的 ３ 月底—４ 月初

(葡萄开墩)开始羽化ꎬ４ 月上旬为羽化高峰期(清
明节前后)ꎬ４ 月中旬为羽化末期ꎮ 越冬代成虫产

卵于花芽上ꎬ在 ４ 月 ８ 日首次发现ꎬ在温度 ２４ ~ ３２
℃内ꎬ平均卵期为 ５ ~ ６ ｄꎻ４ 月中旬幼虫开始孵化ꎬ
低龄幼虫在取食花芽串后ꎬ在其上吐丝结网ꎬ幼虫

１０~１５ ｄ 后在花芽上或卷叶边内化蛹ꎻ蛹期为 ８ ~
１２ ｄꎻ第 １ 代成虫 ５ 月中旬开始羽化ꎬ５ 月下旬结

束ꎬ高峰期为 ５ 月 ２０ 日—２５ 日ꎮ 第 ２ 代成虫 ６ 月

下旬开始出现ꎬ羽化高峰期为 ７ 月上旬ꎻ第 ３ 代成

虫从 ７ 月底开始羽化ꎬ８ 月 ５ 日—１０ 日为羽化高峰

期ꎻ第 ４ 代成虫从 ８ 月底—９ 月初开始羽化ꎬ９ 月 ５
日—１０ 日为羽化高峰期ꎬ越冬代幼虫 １０ 月上中旬

开始化蛹越冬ꎮ 该虫各世代划分明显ꎬ越冬代发生

数量最大ꎬ无世代重叠现象(表 １)ꎮ
２.２　 习性

２.２.１　 成虫习性　 该虫的飞行、取食、交配、产卵等

活动多发生在黄昏(北京时间 ８:００ 左右)ꎬ阴雨、刮
风天成虫不活动或活动量少ꎮ 室内饲养条件下成

虫寿命约为 ７ ｄꎮ 成虫羽化时间多在黄昏至夜间进

行ꎬ少有白天羽化ꎻ刚羽化的成虫ꎬ并不能立即起

飞ꎬ停留在蛹壳附近ꎬ行动迟缓ꎬ展翅需 １５~３０ ｍｉｎꎬ
翅膀完全展开后即可起飞ꎬ湿度较低情况下部分成

虫羽化后出现畸形而不能展翅ꎮ
成虫多在夜间活动ꎬ羽化当日并不立即交配ꎬ１

ｄ 后以对尾方式进行交配ꎬ日落黄昏前后(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尤为活跃ꎮ 多数雌虫一生只交配一次ꎬ但雄

虫可多次交配ꎬ每次交尾时间为 ２０~３０ ｍｉｎꎮ
越冬代成虫卵产于葡萄花絮萼片以及花蕾上ꎻ

第 １、２、３ 和 ４ 代成虫产卵于果实上ꎬ秋季世代将卵

产在二次开花的花絮上ꎮ 卵单产ꎬ单雌产卵量 ２０ ~
４０ 粒ꎮ 卵期 ６~９ ｄꎬ孵化率可达 ９０％以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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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幼虫危害习性　 第 １ 代幼虫取食葡萄花序ꎬ
初孵幼虫食量较小ꎬ在花蕾周围吐丝结网ꎬ致使相

邻周边花序簇拥ꎬ呈“球形”ꎬ受害的花序萎蔫干枯

脱落ꎬ严重影响座果率ꎬ幼虫不仅危害钻蛀花蕾ꎬ部
分甚至会钻蛀到花轴中取食ꎬ老熟幼虫在花絮上吐

丝结网化蛹ꎮ 第 ２ 代幼虫危害葡萄幼果ꎬ具有转果

危害习性ꎬ受害果实腐烂ꎬ一头幼虫可危害 ２ ~ ３ 粒

果实ꎬ最多达到 ４ 粒ꎬ且喜选择阴面果实危害ꎬ虫道

不规则ꎬ受害果实果肉被蛀空并有大量虫粪ꎬ蛀孔

周围易变黑腐烂ꎬ大量提早萎缩而脱落ꎬ老熟幼虫

多在干瘪的果实内化蛹ꎮ 第 ３ 代幼虫发生期为 ７
月ꎬ危害成熟果实ꎬ其危害最大ꎬ受害果实大量腐

烂ꎮ 第 ４ 代幼虫主要危害成熟果实ꎬ幼虫的危害为

灰霉和黑曲霉等真菌的侵入提供有利条件ꎬ导致受

害果实大量变黑腐烂ꎮ 第 ５ 代幼虫危害二次开花

的花絮或田间遗留的果实ꎬ每枚病果中仅有一头幼

虫ꎮ 室内饲养条件下幼虫发育历期为 ８ ~ １０ ｄꎬ并
且幼虫对外界刺激反应尤为强烈ꎬ受惊后ꎬ身体剧

烈摆动ꎬ活动敏捷ꎬ爬行速度快ꎮ 幼虫具自相残杀

的习性ꎮ
２.２.３　 化蛹习性　 老熟幼虫在化蛹前的 １ ~ ２ ｄ 停

止取食ꎬ并吐丝结茧ꎬ整个过程大约持续 １０ ｈꎮ 化

蛹结茧多选择隐蔽场所ꎬ室内饲养条件下蛹期为 ８
ｄ 左右ꎮ 第 １ 代幼虫多在花絮中化蛹ꎻ第 ２ 代~第 ４
代老熟幼虫主要在葡萄果串深处果梗缝隙以及干

瘪果实中化蛹ꎮ 越冬代幼虫一般转移至葡萄藤皮

或枯枝落叶中化蛹越冬ꎮ
在田间对越冬场所进行调查ꎬ采集越冬蛹数共

计 ３０５ 头ꎬ其中在葡萄枝干藤皮上越冬蛹占所调查

成虫数的 ９４.７５％ꎬ其中在树干基部以上区(０.５ ~
２.０ ｍ)所采集蛹数占总数 ８９.１８％ꎬ树干基部(０.５ ｍ
以下)仅占 ５.５７％ꎮ 在树下枯枝落叶、土缝中的越

冬蛹仅占所调查总数的 ２.３０％和 ３.００％ꎮ 在调查过

程中ꎬ树龄 １０ ａ 以上所发现越冬蛹数量明显多于树

龄在 ５ ａ 以下的ꎮ
２.２.４　 成虫对糖醋液的趋性　 通过试验发现ꎬ葡萄

花翅小卷蛾对糖醋液具有一定的趋性ꎬ不同的配方

也造成了不同的引诱效果(表 ２)ꎮ 其中ꎬ配方 Ｃ 的

引诱效果略强于其他配方ꎬ引诱葡萄花翅小卷蛾成

虫数较多ꎬ５ 个诱捕器总共诱集 ６４ 头ꎻ配方 Ｄ 与配

方 Ｅ 差别不大ꎬ但也具有一定的引诱效果ꎬ诱集总

数分别是 ２０、２６ 头ꎻ配方 Ａ 诱集数较少ꎬ仅 ３ 头ꎮ
所以引诱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 Ｃ>Ｅ>Ｄ>Ｆ>Ｂ>Ａꎮ

表 ２　 葡萄花翅小卷蛾糖醋趋性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ｖｉｎｅｇａｒ ｉｎ Ｌ. ｂｏｔｒａｎａ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总平均数±标准误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单日最高诱捕量 / 头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ａｐ

Ａ ０.６±０.５４８ｄ １
Ｂ １.０±０.７０７ｄ １
Ｃ １２.８±１.９２４ａ ４
Ｄ ４.０±１.２２５ｃ ２
Ｅ ５.２±０.８３７ｂｃ １
Ｆ １.２±０.８３７ｂ １

　 　 不同小字母表示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２.３　 田间发生规律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至 ９ 月 ２６ 日ꎬ通过不间断地

以葡萄花翅小蛾性信息素诱捕器监测其在高昌区

的发生动态(图 １):３ 月 ３０ 日越冬代成虫开始羽

化ꎬ当日单个诱捕器最高诱捕量为 １７ 头ꎬ成虫羽化

出现 ２ 个亚高峰期ꎬ分别为 ４ 月 ５ 日和 ４ 月 ８ 日ꎬ这
与清明节前后温度变化及大风天气有关ꎮ 高峰期

单个诱捕器诱捕量最高达 １８６ 头ꎬ该世代也是诱集

成虫数量最多ꎻ第 １ 代成虫的发生期为 ５ 月 １３
日—５ 月 ３１ 日ꎬ羽化高峰为 ５ 月 ２５ 日ꎬ单个诱捕数

最高为 １０ 头ꎬ与越冬代成虫数量相比ꎬ第 １ 代成虫

发生数量较低ꎬ并且在田间完成第 １ 代的历期约为

４０ ｄ 右ꎻ第 ２ 代成虫发生期为 ６ 月 ２７ 日—７ 月 １８
日ꎬ６ 月 ２９ 日为成虫羽化高峰ꎬ单个诱捕数最高达

２８ 头ꎬ完成第 ２ 代的历期约为 ３５ ｄꎻ第 ３ 代成虫发

生期为 ７ 月 ２８ 日—８ 月 ２５ 日ꎬ８ 月 １ 日为第 ３ 代羽

化高峰ꎬ单个诱捕数最高达 ５３ 头ꎬ完成第 ３ 代的历

期为 ３０ ｄ 左右ꎻ９ 月 １ 日—９ 月 １６ 日为第 ４ 代成虫

发生期ꎬ９ 月 ４ 日为羽化高峰ꎬ单个诱捕数最高达

８８ 头ꎬ相比前几代成虫发生期ꎬ该世代成虫发生期

最短ꎬ完成第 ４ 代的历期为 ２５~３０ ｄꎮ 可见ꎬ该虫越

冬代成虫发生数量最大ꎬ随温度升高各世代和虫态

的发育历期缩短ꎬ而无世代重叠现象ꎮ

３　 讨论
国外文献报道葡萄花翅小卷蛾主要危害等 ２７

科 ４０ 余种寄主植物ꎬ其中以葡萄为主 ( Ｉｏｒｉａｔｔ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目前ꎬ在新疆吐鲁番市ꎬ葡萄花翅小卷

蛾只危害葡萄ꎬ尚未在其他寄主上发现该虫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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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葡萄花翅小卷蛾成虫在的消长动态(吐鲁番高昌区ꎬ２０１６)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Ｌ.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ａｄｕｌｔ (ＩＤＩＫＵＴꎬ ２０１６)

　 　 葡萄花翅小卷蛾 １ ａ 可发生一至多代ꎬ在北欧

部分地区 １ ａ 发生 ２ 代ꎬ南欧部分地区 １ ａ 发生 ３
代ꎬ而西班牙(Ｏｚｌｅｍꎬ２０１４)、希腊(Ｒｅｚｗａｎｉꎬ１９８１)、
土耳其(陈乃中ꎬ２００９)、约旦、埃及等地区 １ ａ 则可

发生 ３~４ 代ꎻＶａｓｓｉｌｉｏｕ (２００９)报道该虫在西班牙当

地年发生 ３~４ 代ꎬ第 ４ 代为不完整世代(Ｖａｓｓｉｌｉｏｕꎬ
２０９)ꎻ而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 １ ａ 发生 ５ 代ꎮ 葡

萄花翅小卷蛾在意大利北部地区 ４ 月底 ５ 月初越

冬蛹羽化为成虫ꎬ于 ７ 月葡萄果实收获后在枯枝落

叶、杂草、葡萄藤皮及土壤缝隙中结茧化蛹越冬

(Ｚａｎｇｈｅｒｉ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２)ꎮ 我国吐鲁番的葡萄花翅小

卷蛾于 ３ 月下旬—４ 月上旬越冬蛹羽化为成虫ꎬ由
于吐鲁番的葡萄有二次开花的习性ꎬ所以在 ９ 月初

吐鲁番地区的葡萄全部采收完之后ꎬ葡萄花翅小卷

蛾最后一代幼虫继续危害第二次的花穗ꎮ 由此可

见ꎬ在不同地区ꎬ由于温度、光照、湿度的不同ꎬ葡萄

花翅小卷蛾的发生代数存在差异ꎮ
本文观察发现ꎬ葡萄花翅小卷蛾成虫产卵一般

为单产ꎬ但个别出现 ２ ~ ３ 粒堆产的现象ꎬ室内饲养

卵量为 ２０~ ４０ 粒左右ꎬ与牛春敬等(２０１３)所报道

成虫卵单产ꎬ产卵量为 ８０ ~ １４０ 粒有出入ꎮ 而在吐

鲁番ꎬ春季第 １ 代幼虫在越冬代成虫产卵 ６ ｄ 后便

出现ꎬ夏季卵期最多可缩短至 ３ ｄ 左右ꎬ蛹期为 ８ ~
１２ ｄꎻ同时ꎬ越冬代的蛹期时间也相对较短ꎬ在吐鲁

番为 １６０ ｄ 左右ꎻ与牛春敬等(２０１３)报道的 １２ ~ １５
ｄ 和 Ｚａｎｇｈｅｒ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报道在意大利北部越冬

蛹期为 １８０ ｄ 左右皆有不同ꎮ
室内饲养观察发现ꎬ幼虫有相互残杀的现象ꎬ

这与 Ｔｏｒｒｅｓ￣Ｖｉ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介绍的幼虫具有强烈

种间竞争有一定的关联性ꎮ Ｍｏｓｃｈ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将红酒、醋、糖按照 ９４ ∶ ４ ∶ ２ 的比例引诱葡萄花翅

小卷蛾ꎬ雌虫怀卵率达 ９０％以上ꎮ Ｒｏｄｉｔａｋｉｓ (１９８６)
在葡萄表面涂抹苏云金芽孢杆菌和糖醋液(水 １ ∶
醋 ６％ ∶ 糖 ０.９４ ｇ)分别喂养幼虫ꎬ涂抹苏云金芽孢

杆菌的葡萄喂养幼虫后ꎬ幼虫死亡率达到 ９２％ꎮ
Ｔｏｒｒｅｓ￣Ｖｉ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将糖醋液配方进行了改良

(红酒 ６００ ｍＬꎬ醋 １５０ ｍＬꎬ蔗糖 ４００ ｇ)ꎮ 本研究发

现ꎬ糖醋液配方为红糖 ∶ 醋 ∶ 酒 ∶ 水 ＝ ６ ∶ ３ ∶ １ ∶
１０ 时有一定的诱杀效果ꎮ 可见ꎬ糖醋液可以利用葡

萄花翅小卷蛾雌虫产卵行为引诱其雌成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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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１０４(３): ２７７－２８７.

ＴＯＲＲＥＳ￣ＶＩＬＡ Ｌꎬ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ＭＯＬＩＮＡ Ｍ Ｃꎬ ＭＣ ＭＩＮＮ
Ｍꎬ ２００５. Ｌａｒｖ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ｙｃｌｉｃ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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