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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徐兵强等&新疆南部地区杏园蛀果害虫群落结构及防治药剂筛选

!!

新疆是世界杏属植物起源中心之一'不仅有大

量的野生杏树'还有大面积的栽培杏'种植面积为全

国之首'为
#&>!

万
81

!

'是全国乃至中亚重要的杏

产区$

#!

%

*近年来南疆杏受到蛀果害虫的严重为害*

据
!"#-

年作者对南疆杏主栽区英吉沙县等
,

县
#,

个杏园的调查结果'受害严重的杏园蛀果率为

$'a$"O

'平均蛀果率
-&>''O

*杏园因虫害出现大

量落果)蛀果'杏果商品率严重下降*据
!"#"

年之

前的报道'新疆南部地区杏园主要蛀果害虫为苹果

蠹蛾
,

<

=*#

5

'3'$(""#

和梨小食心虫
;&#

5

1'"*%1#

3'"(4%#

$

&-

%

'之后很少有关于新疆杏树蛀果害虫的

研究和报道*随着新疆杏树蛀果害虫的普遍大量发

生和蛀果率逐渐增高'对新疆南部杏园蛀果害虫种

类及其药剂防治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因此'作

者进行了室内饲养)田间诱捕以及防治药剂筛选等

研究'旨在明确杏树蛀果害虫主要类群以及适用于

生产的防控药剂'为杏树蛀果害虫的绿色高效防控

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杏蛀果害虫饲养

!"#'

年
,

月中旬)

-

月中旬和
'

月上旬'于杏树

蛀果害虫发生期'在喀什英吉沙县杏主栽区萨罕乡)

托普鲁克乡和艾古斯乡分别选取
#

个杏园!面积均

在
#"81

!以上"采取
,

点取样法取样'每点采集
#""

个被害杏果带回室内'置于养虫盒内饲养'直至羽

化'鉴定并统计蛀果害虫种类及数量'分析杏园蛀果

害虫群落构成*

$%&

!

田间诱捕

!"#'

年经室内饲养鉴定到的蛀果害虫种类有

李小食心虫
;&#

5

1'"*%1#

:

2$(9&#$#

)苹果蠹蛾
,6

5

'3'$(""#

)梨小食心虫
;63'"(4%#

和桃条麦蛾

+$#&4*#"*$(#%(""#%

种*

!"#+

年购买性诱剂诱芯和

三角形诱捕器!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进行诱捕试验*李小食心虫)苹果蠹蛾)梨

小食心虫和桃条麦蛾诱芯性诱剂含量分别为
">,

)

">-

)

">,

)

#>"1

5

*

!"#+

年
,

月上旬至
'

月上旬分

别在喀什英吉沙县
!"#'

年采集杏果的
&

个杏园以

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
&

个杏

园!面积均在
&81

!以上"共
-

个杏园悬挂诱捕器'

每杏园每种诱芯悬挂
%

个诱捕器'诱捕器间隔
&"1

以上'随机排列'每
!K

统计各诱捕器内蛀果害虫种

类及数量*分析验证杏园蛀果害虫群落构成*

$%'

!

室内药剂筛选

$>'>$

!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信息见表
#

*

表
$

!

供试药剂

+,-./$

!

NM

<

/807/26,.

<

/160:0*/1

药剂

R9LJ373K9

稀释倍数,倍

*34<J3=:J319L

生产厂家

C=<?79

,O

杀铃脲悬浮剂

J?3M4<1<?=:,OC\

!"""

吉林省通化农药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O

顺式氯氰菊酯乳油

)*487

6N

9?19J8?3:,O0\

!"""

河北神华药业有限公司

#>!O

烟碱+苦参碱乳油

:37=J3:9/12J?3:9#>!O0\

#,""

内蒙古帅旗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

药剂防治

从田间采集未使用过农药)没有蛀孔的杏果'带

回室内*设置
,O

杀铃脲悬浮剂
!"""

倍液!菊酯

类")

,O

顺式氯氰菊酯乳油
!"""

倍液!蜕皮激素

类"和
#>!O

烟碱+苦参碱乳油
#,""

倍液!植物源

类"

&

个处理'以清水为对照*使用手动喷雾器将配

制的药液喷在果实表面'以喷湿果实表面无药液滴

下为准'晾干后保鲜备用*药后
#K

和
,K

'每果分

别接种虫体大小一致)健康活泼的
&

龄左右的幼虫

#

头'每处理杏果
&"

个'重复
&

次*接虫后
#K

检查

幼虫死亡情况及蛀食情况'并统计防治效果*

防治效果
Z

!处理虫口死亡率
.

对照虫口死亡

率",!

#.

对照虫口死亡率"

D#""O

*

&

!

结果与分析

&%$

!

杏园蛀果害虫群落结构

!"#'

年采集的蛀果经室内饲养共羽化出成虫

#&#!

头#

!"#+

年在英吉沙县和阿克陶县杏园分别

诱集到
'##%

头和
!%!"

头成虫'共鉴定出
%

种害

虫'分别是李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苹果蠹蛾和桃

条麦蛾!表
!

"'其中李小食心虫数量占总量的
+'>

%#O

'显著大于梨小食心虫)苹果蠹蛾和桃条麦蛾的

种群数量#而梨小食心虫)苹果蠹蛾和桃条麦蛾的种

群数量无显著差异'分别占总量的
&>+#O

)

!>,#O

和
-a!'O

*由此可知李小食心虫为新疆南部地区

杏园主要蛀果害虫#梨小食心虫)苹果蠹蛾和桃条麦

蛾为次要蛀果害虫*在杏园蛀果害虫防治中应以李

小食心虫为重点防治对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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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新疆南部地区杏园蛀果害虫群落结构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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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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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种类

.

N

5D85A

种群数量百分比)
P

!

3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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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5>D56G=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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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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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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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0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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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食心虫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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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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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

=

%

))&"#n*&$-

&

=

%

)*&!$n#&$!

&

=

梨小食心虫
8",

9

$%7+.$,0%75-.,

%

#&,)n'&,$

&

S

%

!&%!n#&#!

&

S

%

!&$#n$&#!

&

S

%

%&)$n'&!#

&

S

苹果蠹蛾
A

;

4+,

9

%0%&577,

%

$&#)n'&%#

&

S

%

#&#%n$&#)

&

S

%

!&'$n%&#'

&

S

%

#&-$n'&)'

&

S

桃条麦蛾
G&,"-+,7+&5,.577,

%

$#&!-n-&-%

&

S

%

%&$$n$&"*

&

S

%

%&#-n%&#-

&

S

%

"&#*n%&')

&

S

!

$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n.\&

同列数据标有相同字母表示经
0]bJ0

分析为无显著差异%

7.Q

*

( '̀&'-

&$下同$

Q=G==>5+5=6An.\&2R5A=+5<5GG5>86GR5A=+5DT<C+686:8D=G56TA8

4

68;8D=6G:8;;5>56D5S=A5:T60]bJ0

%

7.Q

*

( '̀&'-

&

&2R5A=+5

S5<TK&

"9"

!

药剂防治

室内药剂试验结果表明*药剂处理后
$:

接虫的

处理中*

-P

顺式氯氰菊酯乳油和
$&#P

烟碱-苦参碱

乳油的防治效果较好%

,-&'#P

和
*)&',P

&*蛀果率较

低*分别为
'&''P

和
#&-"P

*显著低于
-P

杀铃脲悬

浮剂和对照处理的蛀果率,药剂处理后
-:

接虫的处

理中*

-P

顺式氯氰菊酯乳油和
$&#P

烟碱-苦参碱乳

油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P

+

)'X%'P

*二者无显著

差异*其蛀果率分别为
'&''P

和
#&*)P

*显著低于对

照处理蛀果率,

-P

杀铃脲悬浮剂的防治效果较差*药

后
$:

接虫的防治效果和蛀果率分别为
#'&$-P

和

*'&))P

*其蛀果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表
%

&$

表
:

!

杏园李小食心虫室内药剂防治效果!

!

#$%&':

!

F)06,)&'55'*6/)5

2

'/63*31'/$

8

$30/6&%'

(

)*+,#)'

5

10.7%'0'30&$%),$6),

L

处理

2>5=G+56G

防治效果)
P

!

/T6G>T<5;;8D=D

M

药后
$:

$:=

M

=;G5>G>5=G+56G

药后
-:

-:=

M

A=;G5>G>5=G+56G

蛀果率)
P

!

1=G5T;KT>+

M

;>C8G

药后
$:

$:=

M

=;G5>G>5=G+56G

药后
-:

-:=

M

A=;G5>G>5=G+56G

-P

顺式氯氰菊酯
\/#'''

倍

*+-@D

MN

5>+5GR>86-P\/#'''g

%

,-&'#n#&-%

&

=

%

),&*$n$&"!

&

=

%

'&''n'&''

&

=

%

'&''n'&''

&

=

$&#P

烟碱-苦参碱
\/$-''

倍

68DTG865@+=G>865$&#P\/$-''g

%

*)&',n!&-,

&

S

%

)'&%'n*&$"

&

=

%

#&-"n#&-"

&

=

%

#&*)n#&*)

&

=

-P

杀铃脲
./#'''

倍

G>8;<C+C>T6-P./#'''g

%

#'&$-n#&,%

&

D (

%

*'&))n$'&*!

&

S (

对照
/O ( (

%

"'&$"n,&'!

&

S

%

),&%#n-&%-

&

S

!

$

&.

(

/表示没有防治效果或未测定蛀果率$

.

(

/

6TDT6G>T<5;;5DGT>6T:=G=;T>>=G5T;KT>+

M

;>C8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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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室内饲养和田间诱捕发现*李小食

心虫为新疆南部地区杏园主要蛀果害虫*梨小食心

虫+苹果蠹蛾和桃条麦蛾为次要蛀果害虫$杏园蛀

果害虫防治应以李小食心虫为重点$据报道
#'$'

年之前新疆南部地区杏园蛀果害虫有梨小食心虫+

苹果蠹蛾和桃条麦蛾*其中梨小食心虫和苹果蠹蛾

为主要害虫"

%*

#

$在新疆*苹果蠹蛾早在
$,-%

年就

有严重为害的报道"

)

#

*而有关梨小食心虫和桃条麦

蛾的首次报道分别在
$,*%

年和
$,)'

年$李小食心

虫国内首次于
$,-)

年在辽宁兴城发现"

,

#

*随后该虫

在我国东北+华北及西北地区的李树+杏树上普遍发

生*成为李+杏主要蛀果害虫"

$'$#

#

$李小食心虫

$,,"

年才在新疆乌鲁木齐首次被报道"

$%

#

*因此作者

分析新疆杏树主要食心虫种群可能是由梨小食心

虫+苹果蠹蛾逐渐演替变化为李小食心虫$而这种

种群演替的原因有待研究*也许是李小食心虫的食

性与其他蛀果害虫不一样*相比更喜欢取食杏+李这

类较为酸的果实*或杏+李更有利于李小食心虫

繁殖$

室内药剂试验表明*

-P

顺式氯氰菊酯乳油对李

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最好*药后
-:

接虫的防治效

果为
),&*$P

*药后
$:

和药后
-:

接虫*杏果实均

未被钻蛀*绝大部分幼虫在处理果实表面爬行之后

中毒死亡,而
$&#P

的烟碱-苦参碱乳油的防治效

果次之*药后
-:

接虫的防治效果为
)'&%'P

*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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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量幼虫钻入果实内$大部分幼虫

在处理果实表面爬行之后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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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铃脲悬浮

剂防治效果差$幼虫在处理果实表面爬行之后几乎

无中毒现象$大部分幼虫钻入果实内继续为害%清

水处理接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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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幼虫即钻入果实内为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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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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