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收稿日期!!!"!# ###I!!!修订日期!!!"!# #! #I
基金项目!!新疆农业科学院青年科技骨干创新能力培养项目!̂K8NC1!"!#"#J"#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支疆项目!!"#&0"!+$"#新疆农

业科学院稳定支持专项 !̂K8NBL6A?1!"!!""*1"*"#农业农村部西北荒漠绿洲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项目
!-(̀ !̀"!!"#%-(̀ !̀"#&"%"

" 通信作者 012345$王大伟6LL389!4DD?33<@?8#杨森B389<;8̂K!#!$@?72

新疆南部农区鼠害调查与成因分析

阿布都克尤木'卡德尔#!!王大伟!!%!*"!!伊力亚尔'达吾提江+!!宋!英!!
李!宁!!!热依汗古丽'阿不都热合曼+!!张!丽+!!刘晓辉!!!杨!森#"

!#@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亚有害生物综合防控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西北荒漠
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J%""&##!@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杂草鼠害
与草地有害生物防控创新中心%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呼和浩特!"#""#"#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昌吉!J%##""#+@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保护站%乌鲁木齐!J%""*&"

摘要!南疆农区鼠害严重#但基础资料不足!为摸清当地鼠害发生特点#提供有效治理依据#本研究于!"#J年s
!"#&年在南疆+地州%&乡$*村开展实地与问卷调查#并采用夹捕法调查害鼠种群构成!结果表明#南疆+地州农
村普遍遭受鼠害影响#喀什与和田地区农田受害比例达J&R*W#问卷结果表明农户和农田鼠害发生率均大于I+W#
且西部地区重于东部#约一半受访农户估计每年因鼠害损失超过+""元!褐家鼠G#%%/.$'&=(5*)/.是农户主要害
鼠#占比超过I"W$农田则以小家鼠8/.,/.)/"/.和乌拉尔姬鼠E3';(,/./&#"($.*.为主!这些结果表明#南疆农
区鼠害处于重发态势#褐家鼠是主要鼠害来源#并有外来入侵风险!下一步应聚焦于监测主要害鼠种群动态规律#
阐明褐家鼠来源和侵入机制#并探索建立适于当地的害鼠防治模式!
关键词!南疆$!农区$!害鼠$!褐家鼠$!小家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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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部!以下简称,南疆-"地区是以塔里木盆
地为中心的大型封闭盆地%远离海洋而深处大陆中
心(研究表明%南疆地区#&$#年s!"#*年的年均
降水量为&IR!22%而年均蒸发量为##$RI22%使
之成为亚欧大陆最干旱的地区&#!'(近年来%南疆绿
洲农区鼠害呈现重发)多发的趋势(据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南疆地区!"#J年s!"!"年
的鼠害发生始终处于偏重及大发生!*"+级"级
别&%+'%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脱贫致富的
步伐(

然而%新疆地区的鼠害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资料
缺乏(#&$+年%钱燕文等出版了.新疆南部的鸟
兽/%描述了啮齿类动物%$种!含兔形目$种"&#'#

#&I&年%金善科等出版了.新疆北部地区的主要害
鼠及其防治/%描述了啮齿类动物+J种!含兔形目I
种"&$'##&J%年%王思博等出版了.新疆啮齿动物
志/%描述了啮齿类动物$J种!含兔形目J种"&I'#

#&JI年%马勇等出版了.新疆北部地区啮齿动物的
分类和分布/%描述了啮齿类动物+%种$+亚种&J'(
这些研究为之后的新疆地区鼠害防治奠定了基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局部地区的鼠害
也发生着变化(例如%!"世纪$"年代%新疆北部农区
出现小家鼠8/.,/.)/"/.大暴发&J'%而I"年代之后
褐家鼠G#%%/.$'&=(5*)/.逐渐侵入新疆北部地区%并
向全疆扩散&&#!'(但是%对于南疆地区的鼠害发生情
况一直未见相关调查报道(

基于南疆鼠害研究现状%本研究在!"#J年s
!"#&年采取问卷调查法和夹捕法调查了南疆喀什
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
简称巴州"等地的农区鼠害情况%为南疆+地州的农
区鼠害治理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实地与问卷调查

!"#J年&月和!"#&年&月分别对,克州 喀什

和田-一线),喀什 克州 阿克苏 巴州-一线%开展了

!次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共计走访+个地州%&个

乡的$*个村!表#"(

实地调查$开车沿途调查%在绿洲农区!#"N2
左右范围内"随机抽取调查点%选取的田块面积从

#=2!到%"=2!不等%农作物主要为玉米)葵花)小

麦)蔬菜)核桃等%对农田中鼠害为害比例进行估计(
为害比例分为+级%"级$完全无鼠害%#级$为害比

例&+W%!级$为害比例+W"#"W%%级$为害比例

##W"!"W%*级$为害比例$!"W(
问卷调查$采用与实地调查一并进行)遇见当地

居民就随机问询的方式%设置家中和田间有无老鼠)

老鼠体型)为害与损失估计)常用灭鼠措施)近年鼠
害变化)可能原因分析等问题进行询问(共收集有

效问卷I!份%从中对南疆地区的为害鼠种)损失估
算)鼠害发生趋势和防治现状进行分析(

*+,!夹捕调查
为调查南疆农区鼠种组成特点%于!"#J年J月

在喀什地区疏勒县库木希力克乡和阿克陶县郊农

村)!"#&年$月sJ月在库木西力克乡选择鼠密度

高的发生区进行集中夹捕调查(为调查南疆鼠害是

否可能有境外来源%于!"#&年#"月在克州地区乌
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喀

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与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
基斯坦接壤")疏附县国际物流园!塔什库尔干县红

其拉甫口岸进入喀什地区的首个县城"进行夹捕调

查%具体地点布置见表!(

+I#%+



!"!%

表*!南疆/地州0.个调查村信息

1234"*!)A>76=2<$7A7>0.#$442:"&$A>$#"@6">"8<;6"&$A&7;<B"6A\$A_$2A:

地区

SO;:;?P>O;
县

)7>8PB
乡

H7L8

村数*个
b>2M;O

7:T45539;<

农田*农户
)O7D53867O
:3O2=7><;

调查时间*
年 日

Q8T;<P493P478
P42;

喀什地区

-3<=93O
疏勒县 巴仁乡)亚曼牙乡 % 玉米)西瓜 !"#J "&
英吉沙县 色提力乡)乔勒潘乡)艾古斯乡)乌恰乡 J 玉米)葵花

莎车县 恰热克镇)依盖尔其镇)恰尔巴格乡)艾力西湖镇)荒地镇)墩巴格乡 I 玉米)巴旦木)桃

麦盖提县 希依提墩乡 ! 玉米

岳普湖县 巴依阿瓦提乡)岳普湖镇 % 玉米

伽师县 江巴孜乡 ! 玉米

泽普县 赛力乡)依克苏乡 ! 核桃)玉米)大枣

叶城县 伯西热克乡)洛克乡 ! 玉米

和田地区

V;P438
和田市 肖尔巴格乡 # 核桃)玉米)小麦)蔬菜

和田县 巴格其乡)吐沙拉乡)艾日克镇 + 玉米

洛浦县 布亚乡)恰尔巴格乡)山普鲁镇 J 玉米)核桃

墨玉县 芒来乡)扎瓦镇 % 玉米)核桃

皮山县 木奎拉乡 # 玉米

喀什地区

-3<=93O
疏附县 阿瓦提乡 % 农户 !"#& "&
麦盖提县 希依提墩乡 ! 农户

岳普湖县 巴依阿瓦提乡 # 农户

克州地区

-4A45<>
阿图什市 松他克乡 ! 农户

阿克苏地区

FN;<>
阿克苏市 托普鲁克乡)拜什艾日克镇 ! 农户

新和县 依其艾日克镇 ! 农户

沙雅县 红旗乡 # 农户

巴楚县 夏马勒乡 ! 农户

巴州地区

E3B4897548
轮台县 哈巴克乡 ! 农户

合计!H7P35 $*

表,!南疆害鼠夹捕采样点位置信息

1234",!1B"4782<$7A$A>76=2<$7A7><62@82@<;6">76679"A<@"&<&&;6#"?$A&7;<B"6A\$A_$2A:
地区

SO;:;?P>O;
县乡村

)7>8PB%P7L8%386T45539;
经度

.7894P>6;
纬度

.3P4P>6;
克州地区!-4A45<> 阿克陶县镇府路!村 I+R&%+y0 %&R#%Iyb
喀什地区!-3<=93O 疏勒县库木希力克乡#+村 I$R%J!y0 %&R!%+yb

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 I$R!*Jy0 %&R%&"yb
塔什库尔干县 I+R!!+y0 %IRII%yb
疏附县国际物流园 I+R&+$y0 %&R*"*yb
疏勒县库木希力克乡#+村 I$R%J!y0 %&R!%+yb

,!结果与分析

,+*!农田鼠害发生情况

!"#J年%在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调查农田*I
块%无鼠害为害的"级农田有+块%占比#"R$W%
受到鼠害为害的农田合计*!块%占比J&R*W(其
中%#级为害农田有!#块%占比**R$JW#!级为##

块%占 比 !%R*W#% 级 和 * 级 均 为 + 块%占
比#"R$W(

对比喀什与和田地区农田鼠害发生等级%结果
表明喀什地区!&块农田的平均鼠害等级得分为

#RJ$t"R!#%高于和田地区#J块农田的#R%%t
"R!$%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独立样本%检验$%v
#R+$"%;7v*+%!v"R#!$"(在喀什地区%鼠害发生

+J#%+



*&卷第!期 阿布都克尤木+卡德尔等$新疆南部农区鼠害调查与成因分析

级别较高地区在南部的莎车县和泽普县%而和田地
区则主要发生在东部的洛浦县!表%"(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家中与田间鼠害$在调查的I!份问卷中%有+!

份表明家中有鼠%!"份问卷表明家中无鼠%分别占

I!R!W和!IRJW#其中%除巴州地区答复家中有鼠
低于%+W外%其他地州的比例均高于$"W(对于田
间鼠害情况收到回复!&份%其中答复有鼠的!!份%
无鼠的I份%分别占I+R&W和!*R#W#其中喀什地

区和和田地区答复有鼠的比例超过J+W%而阿克苏
地区低于%+W!表*"(

老鼠体型$%J份问卷反映了老鼠的体型(只有
大老鼠的问卷有#$份%只有小老鼠的问卷有#*份%
大小老鼠均有的问卷有J份#有%份问卷表明近年
来老鼠体型发生了从小变大的趋势(其中%喀什和
克州地区更多反映大老鼠多%而阿克苏和巴州地区
则大小老鼠相当%而且*个地区均反映有大小老鼠
同时存在的现象!表+"(

表-!喀什与和田地区农田鼠害实地调查情况

1234"-!!79"A<@"&<92=2:"4"#"47>867@42A9&$AZ2&B:262A9R"<$2A@6">"8<;6"&

地区

SO;:;?P>O;
县

)7>8PB
田块数量*块

b>2M;O7:?O7D5386

平均鼠害等级

FT;O39;5;T;57:D;<P
O76;8P63239;

总体鼠害等级

H7P355;T;57:D;<P
O76;8P63239;

喀什!-3<=93O 疏勒县 % #@%%t"@$I #@J$t"@!#
英吉沙县 J !@""t"@*$
伽师县 ! !@""t"@""
岳普湖县 % "@$It"@%%
麦盖提县 ! !@""t"@""
泽普县 ! !@+"t#@+"
叶城县 ! #@""t"@""
莎车县 I !@*%t"@*%

和田!V;P438 皮山县 # "@""t"@"" #@%%t"@!$
墨玉县 % #@""t"@""
和田县 $ "@J%t"@#I
洛浦县 J !@""t"@*$

表.!南疆农户和农田鼠害问卷调查情况

1234".!];"&<$7AA2$6"7A679"A<@"&<92=2:"$A>26=B7;&"&2A9867@42A9&$A&7;<B"6A\$A_$2A:

地区

SO;:;?P>O;

问卷数量!占比*W"
b>2M;O7:C>;<P478834O;!DO7D7OP478"

家中!(3O2=7><;
有鼠

G76;8P63239;
无鼠

G76;8P:O;;

田间!)O7D5386
有鼠

G76;8P63239;
无鼠

G76;8P:O;;
喀什地区!-3<=93O #$!I+R"" *!!+R"" #!!J+RI" !!#*R%"
和田地区!V;P438 &!#""R"" "!"R"" J!JJR&" #!##R#"
克州地区!-4A45<> %!#""R"" "!"R"" s s
阿克苏地区!FN;<> !#!$IRI" #"!%!R%" !!%%R%" *!$$RI"
巴州地区!E3B4897548 %!%%R%" $!$$RI" s s
合计!H7P35 +!!I!R!" !"!!IRJ" !!!I+R&" I!!*R#"

表/!南疆农村害鼠体型调查

1234"/!];"&<$7AA2$6"7A379?&$W"7>679"A<@"&<&$A&7;<B"6A\$A_$2A:

体型

E76B<4A;

问卷数量!b>2M;O7:C>;<P478834O;
喀什地区

-3<=93O
克州地区

-4A45<>
阿克苏地区

FN;<>
巴州地区

E3B4897548
大老鼠!E49<4A; % ! #" #
小老鼠!,2355<4A; # " ## !
大小均有!E7P=M49386<2355 # # % %

!!为害与损失$*$份问卷提到了老鼠为害对象(
其中排在第#位的是鸽子和鸡%有!$份%占比

+$R+W%尤其是幼雏#排在第!位的是粮食%合计#!
份%占比!$R#W#排在第%位的是伤人%合计*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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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RJW#排在第*位的是衣物%合计%份%占比

$R+W#排在最后的是家畜%占比!R!W(有!$份问
卷估计了损失范围%其中$&+""元的有#%份%占比

+"W#+"""#"""元的有*份%占比#+R*W#$#"""
元的&份%占比%*R$W(

灭鼠措施$%*份问卷提到了灭鼠方法(其中用
鼠笼)鼠铗)粘鼠板等物理防治的有#&份%占比

++R&W#使用杀鼠剂等化学防治的有#"份%占比

!&R+W#养猫养狗等生物防治的有+份%占比#*RIW(
近年鼠害变化$%J份问卷提到了鼠害变化情

况(其中!&份问卷表明鼠害有减少的趋势%占比

I$R%W#而&份问卷提到了鼠害加重(在老鼠的变
化趋势上都是由小老鼠变成了大老鼠(

可能原因$有%$份问卷提到了鼠害变化可能的
原因(关于老鼠变少的原因%有#I份问卷认为是旧
房翻新和农村硬化程度提高造成的%有!#份问卷认

为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和家中储粮减少造成

的%有!份问卷认为褐家鼠大发生是由于随物流人
流扩散造成的(

,+-!夹捕调查
夹捕数据表明%在南疆农区和口岸的I+#次夜

间夹捕中共捕鼠$$只%总体夹捕率为JRJW%其中
褐家鼠占比达到I+RJW%是绝对优势害鼠#小家鼠
略多于乌拉尔姬鼠E3';(,/./&#"($.*.%分别为

#+R#W和&R#W(农村地区和口岸地区的总体夹捕
率)鼠种构成与总体情况比较相似(但可以看出%褐
家鼠主要分布在农户中%而小家鼠和乌拉尔姬鼠在
农田中较多!I+W%&*#!#表$%!"#J年J月%农田"(
另外%在边境口岸地区的乌恰县和塔什库尔干县%并
未捕获褐家鼠%仅有小家鼠和乌拉尔姬鼠分布(但
是%在距离口岸较近的国际物流园中%褐家鼠的夹捕
率高达**RIW!表$"(

表0!南疆农村与口岸夹捕老鼠调查

1234"0!!79"A<$A>76=2<$7A$A6;6242A93769"6@76<26"2&$A&7;<B"6A\$A_$2A:3?<62@Q82@<;6"

时间*年 月

H42;
地区类型

FO;3PBD;
地点

,4P;
环境

V3M4P3P

布夹数*个
HO3D

8>2M;O

捕鼠数*只
G76;8P
8>2M;O

夹捕率*W
)3DP>O;
O3P;

鼠种!G76;8P<D;?4;<
褐家鼠*只

G4$'&=(5*)/.
小家鼠*只
84,/.)/"/.

乌拉尔姬鼠*只
E4/&#"($.*.

!"#J "J
农村地区 疏勒县库木希力克乡)

阿克陶县镇府路!村
农户 #%# + %@J + " "

农田 #!I #! &@* % + *
!"#& "$s
!"#& "J

疏勒县库木希力

克乡#+村
农户 !%! !+ #"@I !+ " "

小计!,>MP7P35 *&" *! J@$ %%!IJ@$W" +!##@&W" *!&@+W"

!"#& #" 口岸地区 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 农户 !"" $ % " * !
塔什库尔干县 农户 !% # *@% " # "

疏附县国际物流园 农户 %J #I **@I #I " "
小计!,>MP7P35 !I# !* J@& #I!I"@JW" +!!"@JW" !!J@%W"
总计!H7P35 I+# $$ J@J +"!I+@JW" #"!#+@#W" $!&@#W"

-!结论与讨论

本调查表明%南疆鼠害处于重发阶段%主要表现
在*个方面$一是为害范围广%在南疆+地州的农户
为害比例达I!R!W%农田为害比例达I+R&W%而在
喀什与和田地区的农田更是高达J&R*W#二是造成
损失重%调查中有一半的农户估计鼠害造成的损失
超过+""元%甚至某些养鸽大户的损失最多可达上
万元%一些人因为鼠害而放弃了家禽饲养#三是威胁
人类身体健康%有*例农户反映老鼠伤人的事件发
生%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四
是农户中的主要害鼠为褐家鼠%而在农田中小家鼠
和乌拉尔姬鼠则是主要害鼠(

本调查表明%目前南疆地区褐家鼠为害严重的
核心地区在南疆西部%如喀什)克州及和田地区%而
从喀什向东则鼠害威胁逐渐减轻(夹捕数据表明%
农户中的主要害鼠为褐家鼠%在喀什地区甚至可达

&"W以上#问卷数据也表明%阿克苏地区和巴州地区
的鼠害情况较西部地区更轻(因此%南疆鼠害呈现
西部重于东部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
面是东部地区的农村居住环境改善力度更大%老旧
的土房)土路改建成了砖房和水泥路面%硬化措施显
著提高%减少了害鼠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问卷调
查表明东部地区普遍反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
家中储粮减少%可能因此限制了褐家鼠的食物来源(
在喀什)克州和和田地区%农村居住环境硬化率低)

+"!%+



*&卷第!期 阿布都克尤木+卡德尔等$新疆南部农区鼠害调查与成因分析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畜禽饲养和庭院种植发达)储
粮较多等因素%可能是造成鼠害更重的原因(另外%
由于市场对杀鼠剂等药物管理措施严格%农民主要
以鼠夹)鼠笼)粘鼠板等物理防治%以及养猫)养狗等
生物防治措施来控制鼠害%控鼠效率较差%也是鼠害
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应探索适合南疆农区
的长效)安全控制鼠害的技术模式与装备(

本调查还明确了褐家鼠)小家鼠和乌拉尔姬鼠
是南疆农区的主要害鼠种类(小家鼠在新疆的分布
早于褐家鼠%!"世纪+"年代对北疆地区&&'和南疆

地区&#'的调查都明确了小家鼠广布于新疆地区(!"
世纪$"年代%小家鼠曾在北疆农区大暴发%夹捕率
超过+"W%造成的粮食损失超过#+万P&$%#%'(#&+J
年之前%新疆地区尚无褐家鼠等大鼠属G#%%/.动物
的分布记录%#&$%年兰州至乌鲁木齐的铁路建成通
车%#&I+年首次在火车上捕获到了褐家鼠&&'%据此
认为褐家鼠是随兰新铁路进入新疆(!"!#年%)=;8
等利用全基因组重测序技术%将,吐鲁番 乌鲁木齐

石河子 克拉玛依-一线北疆地区褐家鼠样品与全国
其他#*个地区的褐家鼠种群进行比较发现%北疆地
区的褐家鼠应来自于西北褐家鼠种群%提出了兰新
铁路可能为褐家鼠从西北地区进入新疆提供了廊

道&#*'(本次调查中%村民反映褐家鼠在南疆地区是
从!"世纪&"年代后期出现%并认为这与!"世纪J"
s&"年代吐鲁番至喀什南疆铁路通车后%物流增
多)采棉务工人员涌入等有关(而且%南疆地区有多
个国际口岸%毗邻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
斯坦)阿富汗等国%繁荣的国际物流贸易也可能将境
外的褐家鼠种群引入南疆地区(本次调查虽暂未发
现褐家鼠在口岸地区定殖%但是在疏附县的国际物
流园中褐家鼠的密度超过*"W%为害相当严重%因
此有随邻国物流进入的风险(下一步%可借助分子
技术对南疆褐家鼠的来源进行深入研究%并监测其
抗药性情况%尤其要警惕抗药性褐家鼠种群输入(

值得注意的是%小家鼠几乎存在于所有的调查
地区%包括各个口岸%适应性要远超褐家鼠(而且%
小家鼠在农户和农田中的数量都比较多%褐家鼠则
更多的生活在农户家中(褐家鼠的体重是小家鼠的

#""!"倍%主要为害家禽%比小家鼠造成的损失更
大(另外%要防范在褐家鼠高发区进行防治后%小家
鼠次生为害的潜在风险(已有研究表明%褐家鼠和
小家鼠相互竞争%褐家鼠对小家鼠有杀戮行为&#+'%

因此一般在有褐家鼠分布的农户中没有小家鼠%或
数量很低(但在农田中小家鼠的数量要超过褐家
鼠(褐家鼠和小家鼠均为家野两栖型害鼠%而且小
家鼠对抗凝血类杀鼠剂的耐药性要高于褐家鼠&#$'(
因此%在使用抗凝血类杀鼠剂防治时%要注意在褐家
鼠防除后小家鼠继续为害的可能(

综上可以看出%南疆+地州农区鼠害处于重发
状态(针对这些特点%本研究提出如下防治建议$#"
褐家鼠是南疆农区鼠害严重的主要害鼠种类%未来
应针对性地进行防治#!"农户家中防治要以褐家鼠
为主%但防治后要警惕农田中小家鼠入户带来的次
生为害(%"杀鼠剂优选毒性较弱且价格便宜的第一
代抗凝血类药物%如杀鼠醚)敌鼠钠盐等%在使用!"%
年后可换用第二代抗凝血类药物%如溴敌隆)大隆等(

*"环境治理是减少鼠害的重要辅助措施%提高农村环
境硬化程度%减少适宜害鼠生存环境%对于农区鼠害
的发生和防治非常重要(从研究角度上%南疆农区鼠
害发生有着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未来应聚焦褐家
鼠来源)害鼠种群发生和杀鼠剂耐药性与抗药性问题
的研究%并应探索适宜当地的科学防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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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期 吴梦楚等$陕西关中梨茎蜂生活史及成虫发生动态

,+-!黄色粘虫板对有益昆虫的影响
黄色粘虫板在诱集梨茎蜂的同时%也诱集到了

蜜蜂)瓢虫)草蛉)食蚜蝇和寄生蜂等有益昆虫%其中
诱集到的蜜蜂和瓢虫数量较多%显著高于草蛉)寄生
蜂和食蚜蝇数量!Q*%#*+v*!R&"%! &"R""#"(诱集
到的蜜蜂!Q!%!Iv!+RI#%! &"R""#"和草蛉!Q!%!I

vIR*I%!v"R""%"在不同年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差
异%而瓢虫!Q!%!Iv"R!"%! v"RJ!")食蚜蝇!Q!%!Iv
"R#J%! v"RJ*"和寄生蜂!Q!%!Iv"R%"%! v"RI*"
年度差异不显著!图%"(

图-!黄色粘虫板对有益昆虫的影响

L$:+-!C>>"8<7>?"447%&<$8X?<62@7A3"A">$8$24$A&"8<&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梨茎蜂在陕西关中一年发生#代%
成虫发生持续时间仅*"$6%但不同年份高峰期存
在差异%!"#&年)!"!"年和!"!#年分别为%月#&
日)#J日和!%日(曹素芳等研究表明%甘肃景泰地
区梨茎蜂出枝高峰期在*月!I日左右%说明成虫发
生时间与当地早春温度密切相关&+'(梨茎蜂在被害
枝条内生活时间长达%""6以上%而成虫发生高峰持

续时间短而集中&I%#"##'(因此%应抓住成虫发生盛
期进行防治(

梨茎蜂成虫对黄色的趋性明显较其他颜色强%
春季悬挂黄板为重要防治措施之一&J&'(本研究发
现%黄色粘虫板在诱杀梨茎蜂同时%也诱杀蜜蜂)瓢
虫)草蛉)寄生蜂和食蚜蝇等有益昆虫(因此%梨茎
蜂数量下降之后%需及时解除粘虫板(

梨茎蜂幼虫呈聚集型分布%其分布与产卵习性
和新梢生态位点密切相关&#!'(春季在黄板监测和
诱杀同时%应及时从断梢下方!"%?2处剪除产卵
为害的萎蔫新梢%并结合冬春季修剪%剪除干枯的被
害枝%集中销毁(梨茎蜂发生严重的梨园%可根据监
测结果%抓住成虫出枝盛期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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