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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地区苹果园和桃园主要害虫及

天敌昆虫发生动态

杨雪琳，　乔折艳，　朱高锋，　贾煜婕，　孙圣杰，　刘小侠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要　山东烟台地区是我国苹果和桃的重要产区。本研究利用性诱剂诱捕器和黄色粘虫板调查烟台地区果园中主要

害虫和其他常见害虫及天敌昆虫的发生动态。结果表明：山东烟台地区苹果园和桃园中主要害虫—梨小食心虫、桃小

食心虫、小绿叶蝉在两个果园中的年发生总量存在一定差异，苹果园桃小食心虫年诱捕量为５４５．８头／诱捕器，显著高

于桃园年诱捕量２９１．４头／诱捕器；苹果园小绿叶蝉年诱捕量为９４头／黄板，显著低于桃园年诱捕量２２０头／黄板；两

种果园中梨小食心虫年发生总量无显著差异。苹小卷叶蛾整体发生量不大。两个果园中主要天敌昆虫发生量差异较大，

桃园中黑带食蚜蝇和中华通草蛉年诱捕量分别为３６．４头／黄板和４１．２头／黄板，均显著高于苹果园年诱捕量２头／黄板和

４头／黄板。通过调查两种果园主要害虫与天敌昆虫的发生动态，为果园害虫的可持续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苹果园；　桃园；　害虫；　天敌昆虫；　发生动态

中图分类号：　Ｓ４３６．６　　文献标识码：　Ａ　　犇犗犐：　１０．１６６８８／ｊ．ｚｗｂｈ．２０２０６４７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狋狔狅犳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狊犪狀犱狀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犻犲狊犻狀犪狆狆犾犲狅狉犮犺犪狉犱

犪狀犱狆犲犪犮犺狅狉犮犺犪狉犱狅犳犢犪狀狋犪犻，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犢犃犖犌犡狌犲犾犻狀，　犙犐犃犗犣犺犲狔犪狀，　犣犎犝犌犪狅犳犲狀犵，　犑犐犃犢狌犼犻犲，　犛犝犖犛犺犲狀犵犼犻犲，　犔犐犝犡犻犪狅狓犻犪


（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犆犺犻狀犪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犅犲犻犼犻狀犵　１００１９３，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犢犪狀狋犪犻狅犳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狊犪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狆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犪狉犲犪狅犳犪狆狆犾犲狊犪狀犱狆犲犪犮犺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犐狀狋犺犻狊

狊狋狌犱狔，狋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犿犪犼狅狉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狊，狅狋犺犲狉犮狅犿犿狅狀狆犲狊狋狊犪狀犱狀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犻狀狊犲犮狋狊犻狀狅狉犮犺犪狉犱狊

狑犲狉犲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狌狊犻狀犵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狋狉犪狆狊犪狀犱狔犲犾犾狅狑狊犺犲犲狋狊．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狊犺狅狑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犿犪犻狀狆犲狊狋狊狑犲狉犲

犌狉犪狆犺狅犾犻狋犪犿狅犾犲狊狋犪，犆犪狉狆狅狊犻狀犪狊犪狊犪犽犻犻犪狀犱犈犿狆狅犪狊犮犪犳犾犪狏犲狊犮犲狀狊犻狀犪狆狆犾犲狅狉犮犺犪狉犱犪狀犱狆犲犪犮犺狅狉犮犺犪狉犱，犪狀犱狋犺犲狉犲

狑犪狊犪犮犲狉狋犪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狋狅狋犪犾犪狀狀狌犪犾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犿犪犻狀狆犲狊狋狊．犜犺犲犪狀狀狌犪犾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犆．

狊犪狊犪犽犻犻犻狀犪狆狆犾犲狅狉犮犺犪狉犱狑犪狊５４５．８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狆犲狉狋狉犪狆，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犾狔犺犻犵犺犲狉狋犺犪狀狋犺犪狋犻狀狆犲犪犮犺狅狉犮犺犪狉犱（２９１．４

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狆犲狉狋狉犪狆）．犜犺犲犪狀狀狌犪犾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犈．犳犾犪狏犲狊犮犲狀狊犻狀犪狆狆犾犲狅狉犮犺犪狉犱狑犪狊９４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狆犲狉狔犲犾犾狅狑

狊犺犲犲狋，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犾狔犾狅狑犲狉狋犺犪狀狋犺犪狋狅犳２２０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狆犲狉狔犲犾犾狅狑狊犺犲犲狋犻狀狆犲犪犮犺狅狉犮犺犪狉犱，狑犺犻犾犲狋犺犲狉犲狑犪狊狀狅

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狋狅狋犪犾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犌．犿狅犾犲狊狋犪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狋狑狅狅狉犮犺犪狉犱狊．犃犾犻狋狋犾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

犃犱狅狓狅狆犺狔犲狊狅狉犪狀犪狑犪狊犳狅狌狀犱．犜犺犲狉犲狑犪狊犪犾犪狉犵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犿犪犼狅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犻狀狊犲犮狋狊

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狋狑狅狅狉犮犺犪狉犱狊．犜犺犲犪狀狀狌犪犾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犪犿狅狌狀狋狊狅犳犈狆犻狊狔狉狆犺狌狊犫犪犾狋犲犪狋狌狊犪狀犱犆犺狉狔狊狅狆犲狉犾犪狊犻狀犻犮犪犻狀狆犲犪犮犺

狅狉犮犺犪狉犱狊狑犲狉犲３６．４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狆犲狉狔犲犾犾狅狑狊犺犲犲狋犪狀犱４１．２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狆犲狉狔犲犾犾狅狑狊犺犲犲狋，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犾狔

犺犻犵犺犲狉狋犺犪狀狋犺狅狊犲犻狀犪狆狆犾犲狅狉犮犺犪狉犱狊，狋狑狅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狆犲狉狔犲犾犾狅狑狊犺犲犲狋犪狀犱犳狅狌狉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狔犲犾犾狅狑狊犺犲犲狋．犜犺犲

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犿犪犻狀狆犲狊狋狊犪狀犱狀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犻狀狊犲犮狋狊犻狀狋狑狅狅狉犮犺犪狉犱狊狆狉狅狏犻犱犲犱

狊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犫犪狊犻狊犳狅狉狋犺犲狊狌狊狋犪犻狀犪犫犾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狅狉犮犺犪狉犱狆犲狊狋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犪狆狆犾犲狅狉犮犺犪狉犱；　狆犲犪犮犺狅狉犮犺犪狉犱；　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　狀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犻狀狊犲犮狋；　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

　　烟台市地处山东半岛东部，濒临黄海和渤海，气

候宜人，年平均气温１２℃，年平均降雨量约６５０ｍｍ，

年光照时间２６８０ｈ，具有生产优质农产品的气候资

源优势［１］，盛产苹果、桃、梨、樱桃、杏、草莓等１０多

种水果，有“水果之乡”的美名。其中，烟台苹果以栽

培历史悠久、品种多样、产量高、品质好而驰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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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２］；桃作为山东省的第二大栽培水果，近年来在烟

台地区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３］。但是，由于果树生

长周期长、生态系统稳定，病虫害发生重，严重影响

着果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４］。

据报道，在山东烟台地区苹果园常发灾害性害

虫主要有梨小食心虫犌狉犪狆犺狅犾犻狋犪犿狅犾犲狊狋犪、桃小食心

虫犆犪狉狆狅狊犻狀犪狊犪狊犪犽犻犻、小绿叶蝉犈犿狆狅犪狊犮犪犳犾犪狏犲狊

犮犲狀狊、苹小卷叶蛾犃犱狅狓狅狆犺狔犲狊狅狉犪狀犪狀等，其他常见

害虫有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金纹细蛾犔犻狋犺狅

犮狅犾犾犲狋犻狊狉犻狀犵狅狀犻犲犾犾犪、小长蝽犖狔狊犻狌狊犲狉犻犮犪犲等
［５］。这

些害虫的发生对果树生产造成较大的威胁。梨小食

心虫、桃小食心虫是重要的果树害虫，主要通过钻蛀

果实为害，梨小食心虫在山东烟台地区一年发生４

代，桃小食心虫通常一年发生２～３代，小绿叶蝉主

要通过刺吸为害，在山东地区一年发生３代
［６８］。

近年来，烟台地区果树种植模式进行了调整，部

分地区由单一种植苹果树转变为苹果树和桃树混

栽，加之不同年份气候条件差异、不同地区的海拔和

地势差异等因素，这些都会对当地害虫的发生造成

影响。本研究通过调查山东烟台地区苹果园和桃园

中主要害虫———梨小食心虫、桃小食心虫、小绿叶蝉

和其他常见害虫或天敌的发生动态，旨在为果园精

准用药，达到科学防控的目的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调查地点为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夏甸镇巨岩村

（３７°１０′５５″Ｎ，１２０°１８′２１″Ｅ）。苹果园面积为３５００ｍ２，

主栽品种为‘红富士’，株行距３ｍ×４ｍ，树龄１０

年。桃园面积为３５００ｍ２，主栽品种为‘金秋红蜜’，

株行距３ｍ×３ｍ，树龄８年，苹果园和桃园管理方

式及用药情况均参照当地标准。

１．２　试验材料

梨小食心虫性诱芯、桃小食心虫性诱芯、苹小卷

叶蛾性诱芯、屋式诱捕器，白色粘虫板，购买自北京

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黄色粘虫板，购买自河

南农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调查方法

１．３．１　梨小食心虫、桃小食心虫、苹小卷叶蛾发生

动态监测

　　在苹果园和桃园中分别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法

选择５个点，每个点悬挂３个屋式诱捕器（内放置白

色粘虫板，白色粘虫板上放置性诱芯），每个诱捕器

中各放置１枚性诱芯，分别为梨小食心虫诱芯、桃小

食心虫诱芯、苹小卷叶蛾诱芯，不同诱捕器间距大于

５ｍ，同种诱捕器间距大于１５ｍ，诱捕器悬挂高度约

为距地面１．５ｍ，诱芯每月更换一次，白色粘虫板每

周更换一次，并记录粘虫板中诱集到的害虫数量。

调查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

日，每７ｄ调查一次。

１．３．２　苹果园和桃园其他害虫及天敌昆虫发生动

态监测

　　在两个果园中分别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法选择

５个点，每个点悬挂１个黄色粘虫板，不同粘虫板间

距大于１５ｍ，悬挂高度约为距地面１．５ｍ，黄色粘虫

板每周更换一次，并记录黄色粘虫板中诱集到的其

他害虫及天敌昆虫数量。调查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

２９日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每７ｄ调查一次。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不同果园害虫及天敌昆虫

年诱集总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

行数据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苹果园和桃园害虫发生情况

２．１．１　苹果园和桃园主要害虫发生动态

由图１可以看出，梨小食心虫在苹果园和桃园

的发生动态基本一致。在２０２０年４月至８月总共

出现３次高峰，其中越冬代高峰出现于５月上旬，发

生量较大，单个诱捕器最高诱捕量为４９．８头／诱捕

器，第一代成虫发生高峰出现于６月上旬，这一时期

桃园的诱蛾量显著高于苹果园的诱蛾量（犘＜

０．０５），第二代成虫高峰期发生于８月上旬，相较于

越冬代和第一代，该虫发生量有所降低，这一时期苹

果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量显著高于桃园（犘＜

０．０５）。苹果园年诱蛾量为２８１头／诱捕器，桃园年

诱蛾量为３５６头／诱捕器，苹果园和桃园的梨小食心

虫发生总量并无显著差异。

由图２可知，山东烟台地区桃小食心虫出蛰日

期较晚，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首次在苹果园和桃园监

测到桃小食心虫，越冬代高峰发生于６月下旬，单个

诱捕器最高诱捕量为２８．２头／诱捕器，第一代成虫

发生高峰期为７月中下旬，单个诱捕器最高诱捕量

为１２８．２头／诱捕器。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之后，苹果园

桃小食心虫的发生量激增，７月２２日到达高峰期后

发生量有所降低，但始终高于同时期桃园桃小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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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的发生量。对比两个果园年诱蛾量可知，苹果园

年诱蛾量为５４５．８头／诱捕器，桃园年诱蛾量为

２９１．４头／诱捕器，苹果园桃小食心虫的发生总量显

著高于桃园（犘＜０．０５）。

图１　２０２０年山东烟台地区果园梨小食心虫发生动态及总量

犉犻犵．１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犌狉犪狆犺狅犾犻狋犪犿狅犾犲狊狋犪犻狀犢犪狀狋犪犻狅狉犮犺犪狉犱犻狀２０２０

　

图２　２０２０年山东烟台地区果园桃小食心虫发生动态及总量

犉犻犵．２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犆犪狉狆狅狊犻狀犪狊犪狊犪犽犻犻犻狀犢犪狀狋犪犻狅狉犮犺犪狉犱犻狀２０２０

　
　　通过分析比较苹果园和桃园中小绿叶蝉发生动

态（图３）可知，在调查期间小绿叶蝉总共出现２个发

生高峰，分别为５月初和８月中上旬。５月中旬到６

月中旬苹果园和桃园小绿叶蝉发生量均很低。通过

对比苹果园和桃园小绿叶蝉年平均诱集总量可知，

桃园小绿叶蝉年诱集总量为２２０头／黄板，显著高于

苹果园诱集总量９４头／黄板（犘＜０．０５）。

２．１．２　苹果园和桃园其他害虫发生总量

在山东烟台的苹果园和桃园中，运用性诱剂诱

捕器诱集到了一定数量的苹小卷叶蛾，运用黄板监

测方法诱集到了金纹细蛾、小长蝽和绿盲蝽。通过

图４分析比较这４种害虫的年诱集总量发现，在

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月调查期间，这几种害虫发生总量

均较低。相较于其他３种害虫，苹小卷叶蛾发生量相

对较高，但最高年诱捕量也仅为３６．２头／诱捕器。因

此推断这４种害虫不是烟台地区果园的主要害虫。

２．２　苹果园和桃园天敌昆虫发生情况

山东烟台地区苹果园和桃园通过黄板方法诱集

到的天敌昆虫种类主要有中华通草蛉犆犺狉狔狊狅狆犲狉犾犪

狊犻狀犻犮犪、黑带食蚜蝇犈狆犻狊狔狉狆犺狌狊犫犪犾狋犲犪狋狌狊、龟纹瓢虫

犘狉狅狆狔犾犪犲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异色瓢虫 犎犪狉犿狅狀犻犪犪狓狔狉犻

犱犻狊。优势种是黑带食蚜蝇和中华通草蛉。黑带食

蚜蝇在桃园的年诱集总量为３６．４头／黄板，显著高

于苹果园的年诱集总量２头／黄板（犘＜０．０５），桃园

中华通草蛉年诱集总量４１．２头／黄板，显著高于苹

果园年诱集总量４头／黄板（犘＜０．０５）。黑带食蚜

蝇在山东烟台地区有一个明显的发生高峰（图５），

高峰期为６月初，并且苹果园和桃园发生量差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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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犘＜０．０５），桃园最高诱捕量为２３．２５头／黄板，

苹果园诱捕量仅为１．４头／黄板。６月中旬，黑带食

蚜蝇发生量持续下降，６月１７日以后种群完全

消退。

图３　２０２０年山东烟台地区果园小绿叶蝉发生动态及总量

犉犻犵．３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犈犿狆狅犪狊犮犪犳犾犪狏犲狊犮犲狀狊犻狀犢犪狀狋犪犻狅狉犮犺犪狉犱犻狀２０２０

　

图４　２０２０年山东烟台地区果园其他害虫发生总量

犉犻犵．４　犜犺犲狋狅狋犪犾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狅狋犺犲狉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狊犻狀犢犪狀狋犪犻狅狉犮犺犪狉犱犻狀２０２０

　

图５　２０２０年山东烟台地区果园黑带食蚜蝇发生动态及总量

犉犻犵．５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犈狆犻狊狔狉狆犺狌狊犫犪犾狋犲犪狋狌狊犻狀犢犪狀狋犪犻狅狉犮犺犪狉犱犻狀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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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通草蛉在山东烟台地区于５月下旬出蛰，

随之发生量持续增加，于６月中上旬和７月中上旬

达到第１个高峰期和第２个高峰期，７月下旬发生

量持续降低，８月下旬种群完全消退（图６）。在高峰

期，苹果园和桃园发生量差异大，桃园两个高峰期发

生量分别为１０．４头／黄板和８．２头／黄板，显著高于

苹果园发生量０．８头／黄板和０．２头／黄板（犘＜

０．０５）。

图６　２０２０年山东烟台地区果园中华通草蛉发生动态及总量

犉犻犵．６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犆犺狉狔狊狅狆犲狉犾犪狊犻狀犻犮犪犻狀犢犪狀狋犪犻狅狉犮犺犪狉犱犻狀２０２０

　

３　结论与讨论

本调查通过性诱芯对梨小食心虫、桃小食心虫、

苹小卷叶蛾进行监测，并结合黄板对其他害虫或天

敌昆虫进行监测的方法，明确了山东烟台地区苹果

园和桃园发生的主要害虫是梨小食心虫、桃小食心

虫和小绿叶蝉，苹小卷叶蛾、金纹细蛾、绿盲蝽、小长

蝽也有零星发生。杜浩等［９］和王辉等［１０］的研究表

明，黄色粘虫板对小绿叶蝉和绿盲蝽有很好的诱集

效果，因而利用黄色粘虫板可以对这两种害虫的发

生情况动态进行合理监测。我们在黄板上也诱集到

了金纹细蛾，由于目前已有商品化的金纹细蛾性诱

芯，在日后的监测中，建议使用性诱芯对金纹细蛾进

行监测。

３种主要害虫梨小食心虫、桃小食心虫、小绿叶

蝉在山东烟台苹果园和桃园的发生动态基本一致。

梨小食心虫在第一个高峰期和第二个高峰期发生量

大，应进行重点防治，相较于刘玉光等［６］的调查结

果，本研究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代数有所降低，分析

原因可能是不同地区的气候、地形、海拔等存在差

异，影响了梨小食心虫的发育历期，进而导致梨小食

心虫发生代数存在差异。桃小食心虫越冬代发生量

低，７月上旬发生量持续增加，并于７月中下旬达到

成虫发生高峰，这与凌飞等［１１］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但是相较于历年调查结果，２０２０年桃小食心虫

的出蛰日期推迟了将近一个月，分析原因可能由于

２０２０年春季的寒潮天气使得温度降低，无法在特定

时期内达到桃小食心虫出土所需的有效积温，从而

导致桃小食心虫出蛰日期推迟。小绿叶蝉在７月上

旬发生量持续增加，并于８月中上旬达到全年最高

峰，这与肖云丽等［１４］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因此，

在害虫的防治过程中，建议在害虫发生高峰期进行

科学合理用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防治效果。由于

调查时期为４月－８月，因而调查结果只能表明这

一时期的害虫发生情况，为这一时期的害虫防治提

供指导。

黄板具有广谱的诱杀效果，除诱集害虫外，对草

蛉、异色瓢虫等天敌昆虫也存在较强的诱集作

用［１２］。张国浩等［１３］的研究表明，黄板对捕食性天敌

昆虫具有较高的诱杀率，异色瓢虫、草蛉、蛇蛉、食蚜

蝇等捕食性天敌对黄色有显著的趋性。因而在使用

黄板监测与防控害虫的过程中，可以对天敌的发生

情况进行有效监测，但这种方法同时也对天敌昆虫

造成了伤害。天敌昆虫是农业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控

害因素，在农业害虫防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肖云

丽等［１４］的研究表明，山东烟台果园发生的主要天敌

昆虫是异色瓢虫、草蛉、三突花蛛犕犻狊狌犿犲狀狅狆狊狋狉犻

犮狌狊狆犻犱犪狋狌狊和食蚜蝇，这与本文的调查结果基本一

致。通过调查不同果园天敌昆虫的发生情况，桃园

中天敌昆虫发生量显著高于苹果园，尤其是食蚜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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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蛉，两个果园中龟纹瓢虫和异色瓢虫均仅有零

星发生。分析两个果园中天敌昆虫发生量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山东地区桃园中有桃蚜犕狔狕狌狊狆犲狉

狊犻犮犪犲、桃粉蚜犎狔犪犾狅狆狋犲狉狌狊犪狉狌狀犱犻犿犻狊、桃瘤蚜犜狌

犫犲狉狅犮犲狆犺犪犾狌狊犿狅犿狅狀犻狊的发生
［１５］，而食蚜蝇、草蛉是

蚜虫的重要捕食性天敌，由于天敌的追随效应，蚜虫

的发生导致其天敌发生量的增加，从而使桃园中天

敌昆虫发生量增加。

近年来，在果树害虫管理过程中，由于化学农药

的大量使用，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也使得一些

果园害虫的抗药性增强，种群扩大，影响了昆虫群落

的多样性及种群平衡。通过对山东烟台地区果园害

虫发生情况的调查，便于我们掌握该地区苹果园和桃

园害虫发生规律，从而指导当地果农依据害虫发生规

律进行科学合理用药，从而达到科学防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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