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 ０９０８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５ １１ １７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Ｙ３２２Ｃ５１１０５）
联系方式 Ｅｍａｉｌ：１４６０５２８７３３＠ｑｑ．ｃｏｍ

陕西延川枣镰翅小卷蛾发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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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有效监测和防治枣镰翅小卷蛾，采用性诱剂诱捕的方法，观察了枣镰翅小卷蛾成虫的发生消长动态。结果

表明，枣镰翅小卷蛾在陕西延川１年发生３～４代，其中以１年发生３代为主，个别的发生４代；越冬代成虫在３月

中下旬开始羽化；有世代重叠现象；在枣树高度１．０～２．０ｍ范围内，诱集到的成虫数量有一定差异，２．０ｍ处分布

最多，在运用性诱剂诱杀枣镰翅小卷蛾成虫时，应尽量将诱集器在枣树高度近２．０ｍ处，以达到更好的诱捕效果；成虫

活动时间主要在２０：００－２４：００及４：００－６：００时间段，其中在２０：００－２２：００及４：００－６：００时段活动更频繁、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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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镰翅小卷蛾（犃狀犮狔犾犻狊狊犪狋犻狏犪Ｌｉｕ），又名枣黏

虫，属鳞翅目卷蛾科。曾误定为菜蛾科，沿用的学名

是犆犲狉狅狊狋狅犿犪狊犪狊犪犽犻犻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１９７９年刘友樵发现

该虫为卷蛾科的一个新种，中文按系统命名为枣镰翅

小卷蛾。寄主植物为枣树，主要以幼虫为害枣树的

芽、叶、花和果实，是我国红枣产区的一种主要害虫，

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北方一

年发生３代，江苏、浙江等南方可发生４～５代
［１２］。

陕西、山西黄河沿岸是枣的传统产区，枣是当地

农业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枣树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仅陕西的栽培面积就达１４万ｈｍ２，但是枣的经

济效益比较低。主要原因之一是花期和脆熟采收期

过量降雨，常造成授粉不良和裂果烂果；幼果生长期

降水偏少，气候干旱，造成大量落果而影响枣的产量

和质量［３］；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虫害导致枣

果实产量损失，品质下降［４］。枣镰翅小卷蛾、桃小

食心虫、枣飞象、绿盲蝽等是为害枣果的主要害

虫［４５］。枣镰翅小卷蛾有逐年发生加重的趋势［６］，师

光禄等［７］、杨立军等［８］研究了枣镰翅小卷蛾的生物

学特性及发生规律，林国强等［９］鉴定与合成了枣镰

翅小卷蛾的性信息素，韩桂彪等［１０］、李连昌等［１１］研

究了枣镰翅小卷蛾性行为生态学，王有年等［１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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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枣镰翅小卷蛾的天敌，张晓等［１３］、武三安［１４］研究

了枣镰翅小卷蛾的防治技术。综观枣镰翅小卷蛾的

研究，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对枣镰翅小卷蛾成虫在

枣园的空间分布及活动节律等方面研究很少，基于

此，作者对枣镰翅小卷蛾成虫不同高度的分布、昼夜

活动节律等进行了观察，以期为枣镰翅小卷蛾的测

报和防治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果树：试验果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

延水关镇东村，为枣栽培的传统地区，枣树品种为

‘大木枣’、‘狗头枣’等，树龄１０年左右，树高３ｍ左

右，果园管理较粗放。面积约７０ｈｍ２，其中‘狗头

枣’约２０ｈｍ２，‘大木枣’等５０ｈｍ２。

诱捕器：枣镰翅小卷蛾性诱芯购自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主要成分为Ｚ９Ｃ１２：ＯＡＣ及Ｅ９Ｃ１２：

ＯＡＣ，材质为橡胶管，有效期：密封冷藏１ａ、田间使

用６０ｄ。诱捕器为定制塑料水盆诱捕器，盆口直径

２３ｃｍ，高７ｃｍ，绿色。每个诱捕器放置１个诱芯，

诱芯采用细铁丝固定于水盆诱捕器盆口中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枣镰翅小卷蛾消长动态观察

试验时每６６７ｍ２果园均匀放置５个诱芯，诱捕

器放置高度距地面约１．５ｍ。试验于２０１４年３－１１

月进行，每３～４ｄ在诱捕器内添加１次水（同时加

少量洗衣粉），５、７、９月中旬各换１次诱芯；每５ｄ统

计１次诱集到的枣镰翅小卷蛾雄成虫数量，每次计

数后清除诱集盆中的昆虫。统计分析时采用每月

１０、２０、３０日获得的数据。

１．２．２　枣镰翅小卷蛾不同高度分布诱捕试验

在试验果园内分别选取５棵‘狗头枣’及‘大木

枣’枣树，在每棵树离地面１．０、１．５、２．０ｍ处分别放

置１个诱捕器。试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６月６日１２：００

至６月７日１２：００，７月２２日１２：００至７月２３日１２：

００，统计２４ｈ诱集到的枣镰翅小卷蛾雄成虫数量。

１．２．３　枣镰翅小卷蛾昼夜活动节律观察

在试验苹果园内选取５棵‘大木枣’枣树，在每

棵树离地面１．５ｍ处分别放置１个诱捕器，试验观

察日期分别为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至４月１６日、５月

１１日至５月１２日、６月６日至６月７日、７月２２日

至７月２３日，观察时间分别为当日１２：００至次日

１２：００，每２ｈ统计１次诱集到的枣镰翅小卷蛾雄成

虫数量，每次计数后清除诱集盆中的昆虫。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数据初始统计分析，采用

Ｃａｓｉｏｆｘ３６００ｐｖ计算器进行单向分组资料的方差分

析、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新复极差ＳＳＲ多重比较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枣镰翅小卷蛾年消长动态

２０１４年枣镰翅小卷蛾雄成虫年消长动态结果

显示（图１），２０１４年枣镰翅小卷蛾有４个发生高峰，

发生高峰期为４月１０日、５月３０日、７月２０日、８月

２０日，其中５月３０日的诱集量明显少于其他３个高

峰值，说明枣镰翅小卷蛾在陕西延川１年发生３～４

代，其中以１年发生３代为主，个别的发生４代；枣镰

翅小卷蛾成虫发生量最高峰发生在７月２０日，每个

诱芯２４ｈ的平均诱蛾量高达１３．１头。越冬代雄成虫

始见于３月１５—２０日，４月５—１０日为越冬代成虫羽

化高峰期，年发生４代的第１代成虫高峰期为５月

２５—３０日，第２代（年发生３代的第１代）成虫高峰期

为７月１５—２０日，第３代（年发生３代的第２代）成虫

高峰期为８月１５—２０日，９月中旬开始化蛹越冬，１０

月２０日后未再诱到雄成虫。成虫各世代之间无明显

的间断期，表明枣镰翅小卷蛾有世代重叠现象。

图１　枣镰翅小卷蛾雄成虫年消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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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枣镰翅小卷蛾在枣树上不同高度的分布

枣镰翅小卷蛾在枣树上不同高度分布调查结果

显示（图２～３），在‘大木枣’枣树的不同高度诱捕到

的枣镰翅小卷蛾成虫数量有一定差异，６月份在２．０

ｍ处诱捕的成虫数量最多，每个诱芯２４ｈ的平均诱

蛾量达６头，不同高度处诱捕的枣镰翅小卷蛾雄成

虫数量２．０ｍ＞１．５ｍ＞１．０ｍ，经方差分析，２．０ｍ

处诱捕的虫量与１．０ｍ处诱捕的虫量差异显著；７

月份在２．０ｍ处诱捕的成虫数量最多，每个诱芯２４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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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的平均诱蛾量达４．６头，不同高度处诱捕的枣镰

翅小卷蛾雄成虫虫量２．０ｍ＞１．０ｍ＞１．５ｍ，经方

差分析，不同高度枣镰翅小卷蛾成虫诱捕量差异不

显著。在‘狗头枣’枣树的不同高度诱捕到的枣镰翅

小卷蛾成虫数量也有一定差异，６月份在２．０ｍ处

诱捕的成虫数量最多，每个诱芯２４ｈ的平均诱蛾量

达８．８头，不同高度处诱捕的枣镰翅小卷蛾雄成虫

数量２．０ｍ＞１．５ｍ＞１．０ｍ，经方差分析，不同高

度枣镰翅小卷蛾成虫分布量差异不显著；７月份在

２．０ｍ处诱捕的成虫数量最多，每个诱芯２４ｈ的平

均诱蛾量达１８头，不同高度处诱捕的枣镰翅小卷

蛾雄成虫虫量２．０ｍ＞１．５ｍ＞１．０ｍ，经方差分

析，２．０ｍ及１．５ｍ处诱捕的虫量与１．０ｍ处诱捕

的虫量差异极显著。可见，枣镰翅小卷蛾成虫在枣

树１．０～２．０ｍ处的分布有一定的差异，１．０ｍ处

分布最少，２．０ｍ处分布最多。在运用性诱剂诱杀

枣镰翅小卷蛾成虫时，根据操作方便及最大诱捕效

果的原则，应尽量将诱捕器设置在距地面高度近

２．０ｍ处，可达到更好的诱捕效果。

图２　枣镰翅小卷蛾在‘大木枣’枣树上不同高度分布

犉犻犵．２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犃狀犮狔犾犻狊狊犪狋犻狏犪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犻犵犺狋

犻狀犼狌犼狌犫犲狋狉犲犲‘犇犪犿狌狕犪狅’

图３　枣镰翅小卷蛾在‘狗头枣’枣树上不同高度分布

犉犻犵．３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犃狀犮狔犾犻狊狊犪狋犻狏犪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犻犵犺狋

犻狀犼狌犼狌犫犲狋狉犲犲狊‘犌狅狌狋狅狌狕犪狅’

２．３　枣园枣镰翅小卷蛾昼夜活动节律

枣镰翅小卷蛾在枣园昼夜活动节律试验结果显

示（图４～７），枣镰翅小卷蛾在１ｄ中不同时间段的

活动存在较大的差异。４月份枣镰翅小卷蛾在１２：

００－１４：００、２２：００－２４：００、４：００－６：００等时间段有

成虫活动，其中２２：００－２４：００活动最频繁，每个诱

芯２ｈ平均诱捕虫量达１头，经方差分析，各时间段

的平均诱捕虫量相比较差异不显著；５月份枣镰翅

小卷蛾在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４：００－６：００等时间段有成虫活动，其中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活动最频繁，每个诱芯２ｈ平均诱捕虫量达

１．６头，经方差分析，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２４：００、

４：００－６：００时间段的平均诱捕虫量与其他时间段

相比较差异极显著；６月份枣镰翅小卷蛾在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８：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等时间段有成虫活动，其中４：００－６：００活动最频

繁，每个诱芯２ｈ平均诱捕虫量达５．２头，经方差分

析，４：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０－２２：００时间段的平均诱捕

虫量与其他时间段相比较差异极显著，４：００－６：００

时间段平均诱捕虫量与２０：００－２２：００时间段相比

较差异极显著；７月份枣镰翅小卷蛾在２０：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６：００等时间段有成虫活

动，其中２０：００－２２：００活动最频繁，每个诱芯２ｈ

平均诱捕虫量达９头，经方差分析，２０：００－２２：００

时间段的平均诱捕虫量与其他时间段相比较差异极

显著，其他１１个时间段，虽然部分时间段能诱捕到

成虫，但平均诱捕虫量差异不明显。可见，在陕西延

川的枣园枣镰翅小卷蛾成虫主要在２０：００－２４：００、

４：００－６：００时间段活动，其中在２０：００－２２：００及

４：００－６：００时间段活动更频繁、更活跃；雄成虫活

动的主要目的是求偶、交配等，雌成虫活动的目的主

要是交配、产卵。

图４　４月枣镰翅小卷蛾昼夜活动节律

犉犻犵．４　犜犺犲犮犻狉犮犪犱犻犪狀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狉犺狔狋犺犿狅犳犃狀犮狔犾犻狊狊犪狋犻狏犪犻狀犃狆狉犻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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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５月枣镰翅小卷蛾昼夜活动节律

犉犻犵．５　犜犺犲犮犻狉犮犪犱犻犪狀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狉犺狔狋犺犿狅犳犃狀犮狔犾犻狊狊犪狋犻狏犪犻狀犕犪狔

图６　６月枣镰翅小卷蛾昼夜活动节律

犉犻犵．６　犜犺犲犮犻狉犮犪犱犻犪狀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狉犺狔狋犺犿狅犳犃狀犮狔犾犻狊狊犪狋犻狏犪犻狀犑狌狀犲

图７　７月枣镰翅小卷蛾昼夜活动节律

犉犻犵．７　犜犺犲犮犻狉犮犪犱犻犪狀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狉犺狔狋犺犿狅犳犃狀犮狔犾犻狊狊犪狋犻狏犪犻狀犑狌犾狔

３　讨论

枣镰翅小卷蛾的发生规律及消长动态已有一些报

道。如罗雪［１５］报道该虫在河南地区一年发生４代，越

冬代成虫３月中下旬开始羽化，以后各代成虫期分别为

５月下旬－６月上旬、７月中旬、８月中旬。刘长海等
［６］

报道该虫在陕北１年发生３代，翌年４月上旬为第１代

成虫羽化盛期，４月底－５月初第１代幼虫出现，６月底

－７月初第２代幼虫出现，８月中旬第３代幼虫出现。

与本文报道的枣镰翅小卷蛾在陕西延川１年发生３～４

代结果有一定差异，但在各代发生及发生高峰期等时

间节点上差异不大，这与本地区上一年冬季及本年度

春季温度、降水量、湿度等有直接的关系，也与调查方

法、调查地点等有关系。因此，在害虫的预测预报及防

治时，应综合考虑影响害虫发生的各种重要因素。

利用性诱剂预测预报及防治害虫，既经济、便捷，

又能达到绿色环保、保护天敌的目的，是一项值得推

广的方法。然而，在实际应用时，对于性诱剂放置高

度，普遍采用性诱剂常规放置高度１．５ｍ
［１６１７］。从本

次试验结果看，枣镰翅小卷蛾在枣树１～２ｍ高度的

空间内分布有一定差异，２．０ｍ左右处分布量要多于

１．５ｍ及１．０ｍ处，因此在运用性诱剂诱杀枣镰翅小

卷蛾成虫时，可根据操作方便的原则，尽可能将性诱

剂设置在距地面接近２．０ｍ处，以提高诱捕效果。

有关枣镰翅小卷蛾的昼夜活动节律研究报道较

少，如李连昌等报道［１１］在田间诱蛾高峰时间为７：００

－９：００，占总诱蛾量的９０％以上，其余时间几乎诱不

到雄蛾。与本文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与试

验方法、试验观察地点、气候等有直接的关系。今后

将进一步详细研究枣镰翅小卷蛾的不同季节、不同世

代、不同地点的活动节律，全面准确地了解枣镰翅小

卷蛾的活动规律，为安全、有效防治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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