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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嫁接枣树对枣黏虫越冬场所和虫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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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未仲，　刘朝红，　韩　凤，　李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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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枣树嫁接对枣黏虫越冬场所和虫态的影响，调查了枣树主干、主枝、侧枝嫁接部位、主干绑缚防虫带部

位枣黏虫的越冬情况。结果表明，在１０～１５年生枣树（尚未形成老翘皮）的新嫁接区，枣黏虫已向新越冬场所转移，

在４个调查部位均有越冬蛹，以主干防虫带处越冬蛹数最高，平均达１６头左右，其次为主干和主枝嫁接部位，平均

达６～８头，越冬蛹存活率均在６０％以上。另发现枣黏虫除以蛹越冬外，在新嫁接处还有越冬幼虫存在，这些幼虫

可能会对枣树的新愈伤组织造成危害。本研究表明枣树栽培模式的改变对枣黏虫的越冬场所和越冬虫态均有一定

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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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翅目，小卷叶蛾科，是枣树上一类重要害虫，广泛分

布于我国各大枣产区［１３］。枣黏虫主要以幼虫为害枣

树的叶、花、枣果，为害期长，对枣树生产影响大。在

山西地区，枣黏虫一年发生３代，世代重叠，以老熟幼

虫在老树枝干的粗皮裂缝中吐丝化蛹越冬［１，４６］。

近年来，由于气候环境的改变，降水普遍失衡，

降水强度出现明显的不均匀性［７８］。在山西，年降水

多集中发生在秋季，与枣果成熟期多有重合，造成大

量裂果，损失巨大。为突破这一生产瓶颈，在栽培管

理上，改换抗裂、晚熟品种成为重要的解决途径之

一。尤其是在不适合搭建防雨措施的山西沿黄、山

地枣区，果农已开始更换或嫁接抗裂、晚熟等枣树品

种。在这些新嫁接区，通过实地访查发现，除常见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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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外，枣黏虫发生有加重趋势，已明显影响到新嫁

接枣树的生长。研究表明，在枣树休眠期刮除枣树

老翘皮中的越冬蛹是防治此虫的一项有效措施。但

随枣树栽培和管理措施的改变，枣黏虫的越冬方式，

越冬场所是否发生改变却是未知。因此，本研究主

要调查了新嫁接枣区枣黏虫的越冬场所、越冬方式

等，以期为防治枣黏虫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为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克虎镇延黄沙滩

枣区（北纬３８°０２′０５″，东经１１０°３１′０２″），海拔６８０～

１０００ｍ。试验调查区枣树品种主要为‘木枣’，树龄

１０～１５年。调查区枣树株行距３ｍ×４ｍ，树高２～

２．８ｍ，胸径１５～１８ｃｍ，冠幅１．５～２ｍ。调查区共

有４种模式样地，每块样地面积不少于０．２７ｈｍ２。

样地１：对枣树全部侧枝进行嫁接，每株枣树共有侧

枝１５～２０个不等；样地２：对枣树全部主枝进行嫁

接，主枝共４～６个不等；样地３：对枣树主干进行嫁

接。上述样地改接枣树品种均为‘临黄１号’，嫁接

部位用聚乙烯普通地膜缠绕保护。样地４：枣树未做

嫁接处理，只在枣树主干部位绑缚塑料防虫带，防虫

带材质为聚氯乙烯棚膜，宽度为２０ｃｍ。防虫带设置

方式为：将防虫带紧贴枣树主干部位缠绕一圈并长

出５～６ｃｍ，另在防虫带近地面部位用宽５ｃｍ的普

通透明胶带紧缠防虫带２～３圈以固定，将防虫带上

部未缠绕胶带的部分向下翻折，呈倒扣碗状，防虫带

接缝处用订书针或胶带连接。

１．２　调查方法

于３月上旬，枣黏虫未羽化前，调查第１、２、３块

样地上枣树嫁接部位和第４块样地上枣树防虫带部

位枣黏虫的越冬情况，每块样地上随机选取４０～５０

株枣树进行统计。采集４块样地上的越冬态枣黏

虫，室内培养鉴定后，统计其存活率、幼虫所占比例

等情况。幼虫所占比例＝幼虫数量／越冬态总虫数

（幼虫数＋蛹数）×１００％。对所采集的蛹进行室内

饲养观察，直到不再羽化为成虫，统计蛹存活率。蛹

存活率＝羽化成虫数／蛹数×１００％。

１．３　数据分析

利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和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

进行数据初始统计与分析。枣树各部位枣黏虫越冬

虫口基数、存活情况、幼虫所占比例，差异显著性检

验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氏多重比较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枣树不同嫁接部位和防虫带处枣黏虫越冬情

况分析

　　由于枣树树龄为１０～１５年，尚未形成老翘皮，

因此枣黏虫越冬场所主要集中在嫁接和绑缚防虫带

的部位。通过系统调查，对越冬态枣黏虫虫口数量

统计得出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越冬态枣黏虫主要

分布在绑缚的防虫带处，平均为１６头蛹，最高可达

４５头蛹，其次为主干和主枝部位及侧枝部位，且差

异显著（犉２８，１２８＝１２．５１５，犘＝０）。

图１　枣树不同嫁接部位和防虫带处枣黏虫越冬虫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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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枣树不同嫁接部位越冬蛹的存活情况分析

对所采集的越冬蛹进行室内饲养观察，正常存

活的蛹表现出蛹动，可在１０日内羽化为成虫。已死

亡的蛹体表颜色发黑，无蛹动，不能羽化为成虫，在

培养观察过程中只收集到１头寄生蜂，其他可能为

病原菌所寄生或自然死亡。试验所采集的越冬蛹存

活率均在６０％以上。主干、主枝、侧枝嫁接部位和

主干绑缚防虫带部位越冬蛹的存活率无显著差异

（犉３，２０＝０．３８４，犘＝０．７６６）（图２）。

２．３　枣树不同嫁接部位越冬幼虫所占比例

在调查枣黏虫越冬虫态的过程中，除发现有枣

黏虫蛹外，还有老熟幼虫存在，主要分布在枣树的嫁

接部位，主干防虫带处未发现一例幼虫。幼虫在主

干、主枝、侧枝嫁接部位所占比例如图３，三者无明

显差异，侧枝、主干与防虫带之间越冬幼虫所占比例

差异显著（犉３，２０＝３．７１３，犘＝０．０３２）。另在有幼虫

越冬的嫁接部位，发现有大量虫粪溢出。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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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枣树不同嫁接部位和防虫带处枣黏虫蛹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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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枣树不同嫁接部位和防虫带处枣黏虫越冬幼虫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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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资料报道枣黏虫在我国北方年发生３～４代，以

老熟幼虫在粗皮裂缝、老翘皮处吐丝结茧化蛹越

冬［２，４，６，９１３］。本研究表明，在新嫁接枣区，枣黏虫更

趋向在嫁接部位的塑料绑带和嫁接缝隙处越冬，嫁

接部位直径越大，越冬虫口越多，部分嫁接部位的越

冬虫口数最高可达３０头左右，在绑缚有防虫带的枣

树上，枣黏虫集中于缚防虫带处越冬，最高可达４５

头，而在枣树的其他部位，却很少见枣黏虫，可能是

嫁接和绑缚防虫带部位所提供的微环境较枣树其他

部位隐蔽和稳定，更利于枣黏虫越冬。和以往报道

不同的是，在本研究中发现枣黏虫除主要以蛹越冬

外，在新嫁接部位还可见幼虫越冬，有可能是气候变

暖或嫁接部位绑缚塑料带增温所致。另在部分枣黏

虫越冬的嫁接部位，发现有大量虫粪溢出，推测枣黏

虫幼虫有可能取食嫁接枣树本年所形成的新愈伤组

织，表明枣黏虫除为害枣树的芽、叶、花、果实外，还

可能为害形成的愈伤组织。

近年来，随气候环境、市场需求的变化，枣树生

产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栽培和管理模式上均有所调

整，如改接优良品种，无公害防控等。在这种新模式

下，枣黏虫的越冬部位和越冬虫态也发生改变，与之

相应的是在防治策略上也应有所改变。本研究表

明，在防治枣黏虫的为害当中，除清除老翘皮、裂缝

等枣黏虫常见的越冬场所外［４，１３１４］，还应注意嫁接

部位等新越冬场所。建议在秋末解除嫁接口处的塑

料绑带，检查是否有枣黏虫钻入并及时处理或涂药

保护，以减少越冬枣黏虫的虫口数和防止幼虫为害

愈伤组织，同时也可兼防灰暗斑螟（俗称甲口虫）

犈狌狕狅狆犺犲狉犪犫犪狋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Ｃａｒａｄｊａ等。另在枣树萌芽

前，在枣树主干部位绑缚防虫带，除防治其他害虫

外，还可诱集枣黏虫集中越冬，于冬季或早春解除并

统一销毁，以防治枣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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