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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地区桃小食心虫发生规律及药剂防治效果

赵　楠１
，２，　于　毅１，　张安盛１，　门兴元１，　周仙红１，

庄乾营１，　张思聪１，　许永玉２，　李丽莉１

（１．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山东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２．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泰安　２７１０１８）

摘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两年间对莱芜地区桃小食心虫成虫田间消长规律进行系统调查，发现该虫在莱芜地区一年可发

生１～２代，越冬代成虫的发生受５月份降水量的影响，降水量影响成虫羽化高峰期的出现时间以及持续时间。用

３５％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８５００倍液，１２％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水乳剂５０００倍液，２．５％高效氯氟氰菊酯微

乳剂３０００倍液，２０％毒死蜱微囊悬浮剂１０００倍液喷施防治效果均可达到８０％以上，可在果园中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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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小食心虫［犆犪狉狆狅狊犻狀犪狊犪狊犪犽犻犻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又名桃蛀果蛾，属于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蛀果蛾科

（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ｉｄａｅ），在我国果树产区均有发生，可为害

仁果类、核果类等十几种果树的果实［１］。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初期在辽南的苹果产区为害严重，果实被害率

一般达３０％左右，个别果园虫果率达１００％。桃小

食心虫的田间为害具有隐蔽性，而且越冬幼虫出土

持续时间长，Ｌｅｅ等发现田间桃小食心虫越冬幼虫

发生时间跨度相当大［２］，李定旭研究认为越冬幼虫

出土期在７０ｄ以上
［３］，这都增加了田间防治的难

度。近年来，由于高毒农药在果园的禁用，桃小食心

虫在不套袋果园为害逐年加重，因此一直是落叶果

树生产中的重点防治对象。

李爱华［４］、王鹏［５］、凌飞［６］等调查泰安以及济

南等地区的桃小食心虫种群发生情况，发现在不同

地区和年度间成虫发生期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

防治上无统一的关键期，而盲目用药不但防效差，

还污染环境增加害虫抗药性。本研究从苹果园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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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食心虫成虫发生规律以及新型低毒杀虫剂筛选

入手，提出桃小食心虫防治的关键时期并筛选出高

效低毒的化学药剂，为有效防治桃小食心虫提供科

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地选在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

处黄沟村果园内（３６°１２′Ｎ，１１７°４０′Ｅ），海拔２００ｍ左

右，果园面积１ｈｍ２左右，树龄２０年，株行距为３ｍ×

４ｍ，树高４ｍ左右，苹果主要品种为‘金帅’。试验地

为丘陵地，砂壤土，管理粗放，桃小食心虫常年发生。

所用诱芯为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生产，有效期２年，剂

量０．２ｍｇ，载体为蓝色反口橡皮头。化学药剂及用

量如表１。

表１　供试药剂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犲狊狋犲犱

药剂名称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英文通用名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 生产厂家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０．６％苦参碱ＡＳ Ｍａｔｒｉｎｅ 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除虫菊素ＥＷ Ｐｙｒｅｔｈｒｉｎｓ 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高效氯氟氰菊酯ＭＥ 犾犪犿犫犱犪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 红太阳集团南京第一农药厂

１２％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ＥＷ 犫犲狋犪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ｃｈｌｏｒｐｙｒｉｆｏｓ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高效氯氟氰菊酯ＥＷ 犾犪犿犫犱犪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 山西科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毒死蜱ＣＳ Ｃｈｌｏｒｐｙｒｉｆｏｓ 江苏嘉隆化工有限公司

３５％氯虫苯甲酰胺ＷＧ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 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

　　试验设空白对照，即在相同时间喷洒等量的清

水，除此之外不做其他处理。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桃小食心虫成虫消长规律调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两年均在５月１５日开始在田间

悬挂水盆性诱芯诱捕器调查桃小食心虫发生情况，

诱捕器的间距为１５ｍ以上，共计４个。性诱剂诱捕

器参照王鹏２０１０年设置
［５］。每天上午０８：００－

０９：００时检查记录盆内桃小食心虫成虫数量，并及时

清除塑料盆内当天诱集的昆虫，下大雨或连续降雨

无法下地时不调查，为制表方便，将３次调查数据合

并为一次。每月更换一次诱芯。

１．２．２　杀虫剂田间试验方法与设计

施药时间：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９日和７月１４日各喷

药一次。每小区５株树，６０ｍ２左右，小区随机区组

排列，每处理重复４次，小区间设隔离行和保护树。

用药量３０００Ｌ／ｈｍ２。用高压机动喷雾器全株均匀喷

雾，施药量以叶片、果实均匀着药，稍有药滴下淌为

度。在用药３５ｄ以后进行虫果数调查。

１．３　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

桃小食心虫卵粒小且分散，因此查找卵比较困

难，故未作杀卵效果测定，只调查虫果数。方法是：

每小区调查４株树，在每个调查树的树冠四周及内

膛的中上部即东、西、南、北、中５个方位随机检查

８０个果实，共计４００个果实，记录其中虫果数。按

下列公式计算防效。

新增虫果数＝施药后各期虫果数—施药前虫

果数；

防治效果（％）＝

对照区新增虫果数—施药区新增虫果数
对照区新增虫果数 ×１０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分析，进行组间均值数据

的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桃小食心虫成虫田间消长规律

根据田间诱集结果绘制出莱芜地区桃小食心虫

成虫消长动态（图１）。调查发现，桃小食心虫在所

调查果园中一年发生１～２代，越冬代发生高峰期在

每年的６月中下旬。２０１１年，田间成虫发生始末期

为５月底到９月下旬，田间共出现２次比较明显的

高峰，分别是６月中旬和８月下旬。而２０１２年直到

６月上旬才诱到成虫，且８月下旬以后几乎很少诱

到成虫，发生时间明显短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成虫

发生时期较集中，６月下旬出现一个主要高峰后，７

月下旬和８月上旬各出现一个小高峰。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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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气温变化趋势（图２）发现，２０１２年５月份

的平均气温略高于２０１１年，６月份平均气温２年间

差异不大，根据阿帕尔等［７］的研究结果可以计算出

这２个月的５ｃｍ以下平均地温值，都满足杨承建
［８］

研究结论中适合桃小食心虫幼虫出土的地温要求，

因此影响桃小食心虫成虫发生时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不是温度。

图１　山东莱芜地区桃小食心虫成虫消长动态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狆犲犪犮犺犳狉狌犻狋

犿狅狋犺犻狀犔犪犻狑狌，犛犺犪狀犱狅狀犵

图２　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１２年５、６月气温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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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犪狔犪狀犱犑狌狀犲犻狀２０１１犪狀犱２０１２

观察两年的降雨情况发现（表２），２０１１年，整个

５月份降雨６次，超过１０ｍｍ的降雨３次，总降雨量

９４．１ｍｍ，６月份降雨２次，总降水量为６４ｍｍ，５月

份的首次降雨为５月８日。而２０１２年５、６月份降

雨２次，总降水量为５９．２ｍｍ，而且主要集中在５月

中旬之前，５月份的首次降雨为５月１３日。分析认

为这些差异是导致２０１２年越冬代成虫发生始期、发

生高峰期晚于２０１１年的主要原因。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４

日到７月７日之间无有效降雨对桃小食心虫越冬幼

虫的出土、卵的孵化、幼虫生长发育均造成不利影

响，所以在８月２５日之后基本没有桃小食心虫成虫

出现。其成虫出现的高峰时间也基本和杨承建［９］的

研究结果相同，即成虫高峰期出现在５月份首次降

雨后２４日左右，当５月首次降水量大于４０ｍｍ时，

幼虫出土高峰期及成虫发生高峰期向后推迟。即我

们可以在５月首次有效降雨后８ｄ左右防治出土越

冬幼虫，２４ｄ左右喷雾防治第一代幼虫，若降雨超过

４０ｍｍ，则推后２～３ｄ防治。桃小食心虫的越冬幼

虫出土期持续时间较久，因此还需要根据实际降雨

情况增加施药次数。

表２　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１２年４－７月降水量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狋狅犑狌犾狔犻狀２０１１犪狀犱２０１２

年份

Ｙｅａｒ

日期／月日

Ｄａｔｅ

降水量／ｍｍ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日期／月日

Ｄａｔｅ

降水量／ｍｍ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０４２０ ５ ２０１２ ０４２４ １０

２０１１ ０４２１ ９ ２０１２ ０５１３ ５４．２

２０１１ ０４２９ ４ ２０１２ ０５２９ ５

２０１１ ０５０８ ２８ ２０１２ ０７０７ ３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１ ３０ ２０１２ ０７０８ ２０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６ ５．５ ２０１２ ０７０９ ２５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７ ２０．６ ２０１２ ０７１０ ５

２０１１ ０５１８ ８ ２０１２ ０７２９ ２

２０１１ ０５２０ ２ ２０１２ ０７３１ １５

２０１１ ０６２２ ６２

２０１１ ０６２８ ２

２０１１ ０７０３ ６５

２０１１ ０７１３ ２

２０１１ ０７１７ １２

２０１１ ０７１８ ５

２０１１ ０７１９ ２

２０１１ ０７２４ ３７

２０１１ ０７２５ ５２

２０１１ ０７２９ ６

２．２　７种杀虫剂对桃小食心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７种杀虫剂对桃小食心虫的田间防治效果见表

３。结果表明：所选用的７种药剂都对桃小食心虫发

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效果最好的是２．５％高

效氯氟氰菊酯微乳剂３０００倍液，田间防治效果达到

了（８４．９７±０．８９）％，其次是２０％毒死蜱微囊悬浮剂

１０００倍液、３５％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８５００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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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和１２％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水乳剂５０００倍液，田

间防治效果均达到８０％以上，可以有效降低虫果率。

相比之下，０．６％苦参碱水剂２０００倍液和１．５％除虫

菊素水乳剂２０００倍液的田间防治效果相对较差一

些，仅为（６７．３２±３．４６）％和（６３．３０±３．７１）％，与其他

几种药剂有着明显差距（犘＜０．０５）。

表３　７种杀虫剂对桃小食心虫的田间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犲狏犲狀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狆犲犪犮犺犳狉狌犻狋犿狅狋犺犻狀犳犻犲犾犱狊

药剂名称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药剂浓度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调查苹果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ｐｐｌ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新增虫果数／个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ａｐｐｌｅｓ

虫果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ａｐ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ｂｏｒｅｒｓ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２．５％高效氯氟氰菊酯ＭＥ ３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８ （２．３８±０．２４）ｄ （８４．９７±０．８９）ａ

２０％毒死蜱ＣＳ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４６ （２．８８±０．１６）ｃｄ （８１．６２±１．０３）ａｂ

３５％氯虫苯甲酰胺ＷＧ ８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４８ （３．００±０．２０）ｃｄ （８０．６７±１．９８）ａｂ

１２％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ＥＷ ５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５０ （３．１３±０．３３）ｃｄ （８０．２１±１．５０）ａｂ

２．５％高效氯氟氰菊酯ＥＷ ３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５６ （３．５０±０．２０）ｃ （７７．６８±０．９９）ｂ

０．６％苦参碱ＡＳ 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８１ （５．０６±０．３４）ｂ （６７．３２±３．４６）ｃ

１．５％除虫菊素ＥＷ 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９１ （５．６９±０．３４）ｂ （６３．３０±３．７１）ｃ

空白对照ＣＫ － １６００ ２５１ （１５．６９±０．６６）ａ －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３　讨论

３．１　降雨对桃小食心虫成虫田间消长的影响

桃小食心虫的发生量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种

群数量随着温度和降水量的变化而变化，其发生为

害规律在各年间也不尽相同［９］。温度可以满足桃小

食心虫越冬幼虫发育的情况下，其出土及羽化主要取

决于降水量。Ｌｅｅ
［２］等报道降水量少会造成桃小食心

虫延迟出土，杨承建［８］等认为有效降雨（１０～３０ｍｍ）

会促进越冬幼虫的出土，而超过４０ｍｍ的降雨则会延

迟幼虫出土。通过两年对比发现桃小食心虫成虫发

生始期、高峰期、持续时间在年度间差异较大，但均和

５月份首次降雨有关，与杨承建
［８］等的结论相符，成虫

高峰期出现在５月份首次降雨后２４ｄ左右，当５月

首次降水量大于４０ｍｍ时，幼虫出土高峰期及成虫

发生高峰期向后推迟。因此可以在５月首次有效降

雨后８ｄ左右防治出土越冬幼虫，２４ｄ左右喷雾防

治第一代幼虫。若降水量超过４０ｍｍ，则防治时间

推后２～３ｄ。

３．２　桃小食心虫的田间防治

桃小食心虫的为害具有隐蔽性、钻蛀性，一旦蛀

入则很难防治，因此要抓住关键防治期，即第一代幼

虫钻蛀前进行化学防治。２．５％高效氯氟氰菊酯微

乳剂、２０％毒死蜱微囊悬浮剂、３５％氯虫苯甲酰胺水

分散粒剂和１２％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水乳剂对

桃小食心虫防效可以达８０％以上，可以在田间推荐

使用。

对桃小食心虫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应重视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及物理防治措施。随着套袋技术

的推广应用以及高毒农药在果园中禁用，使得果农

对桃小食心虫的防治警惕性和效果越来越差，但据

作者多年调查，桃小食心虫在山楂园、枣园为害仍很

严重，虫果率高达５０％以上，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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