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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梨喀木虱在运城酥梨上的种群消长及防控对策①

魏明峰, 常芳娟, 姚 众, 刘 珍

山西农业大学 棉花研究所,山西 运城044000

摘 要:中国梨喀木虱是梨树上一种重要的刺吸式寡食性害虫,本文于2018-2019年对山西省运城市酥梨产区中

国梨喀木虱消长动态进行系统调查,明确其种群消长规律.结果表明,中国梨喀木虱卵量出现3次高峰,分别为3

月上旬、5月上中旬和6月下旬至7月上旬;若虫盛发期出现两次,为4月中下旬和6月上中旬,其中以6月中旬

为害最为严重;越冬代出蛰期在3月上中旬;第一代成虫发生高峰期为5月上中旬.针对中国梨喀木虱的种群消长

动态,本文提出以“两防一控”为核心的防控对策,为山西运城地区中国梨喀木虱的防控治理提供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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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DynamicsandControlStrategyof
CacopsyllachinensisonPyrusbretschneideriinYunchen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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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copsyllachinensisisamonophagoussuckingpestonpeartrees.Theauthorsofthispaper
investigatedthepopulationdynamicsofC.chinensisonPyrusbretschneideriinYuncheng,Shanxifrom
2018to2019.TheresultsshowedthatthenumberofC.chinensiseggshadtwopeaks,appearingfrom
earlytomid-MayandfromlateJunetoearlyJuly.C.chinensisnymphspeakedfrom mid-Apriltolate
Aprilandfromearlytomid-June.Thehibernationperiodoftheoverwinteringadultsendedfromearly
Marchtomid-March,andthefirstgenerationofadultsoccurredfromearlyMaytomid-May.Takingthe
characteristicsofC.chinensisintoconsideration,acontrolstrategyof“twicecontrolandoneprevention”
isproposed,whichprovidesaguidingbasisfortheintegratedinsectmanagementinpearorch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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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梨喀木虱Cacopsyllachinensis(Yang&Li)属半翅目 Hemiptera木虱科Psyllidae喀木虱属Ca-
copsylla,是梨属植物寡食性害虫.其主要以若虫刺吸植株幼嫩组织造成直接为害,受害叶片叶脉扭曲,叶

面皱缩,易早脱落;若虫分泌的大量黏液易滋生杂菌,在高温潮湿条件下可产生煤污,并导致叶片干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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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严重时梨果受污、品质降低,造成间接为害[1-2].喀木虱属的Cacopsyllapyricola(Förster)和Cacops-

yllapyri(L.)还会引发梨衰弱病发生[3],而且还是梨火疫病Erwiniaamylovora(Burr.)病原的重要传播媒

介[4].随着现代农业和种植管理模式的发展,中国梨喀木虱已成为我国各梨产区主要防治对象,直接影响

梨产业的健康发展.
运城地区位于山西省南部,系大陆温带季风气候,适宜各品系梨树栽植,运城市盐湖区曾被列为全国

梨重点区域发展规划范畴,常年梨树种植面积约0.8万hm2,梨果收入占梨农收入的75%以上,成为当地

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个体经营规模的缺陷,加之防治关键期确定不准,

从而导致对中国梨喀木虱防治成本增加效果却不理想,并出现逐年严重的态势.为此,本文调查明确了运

城地区主栽酥梨品种白梨Pyrusbretschneideri(Rehd.)上梨木虱的发生情况,并提出防控对策,以期为控

制中国梨喀木虱发生为害及梨园害虫治理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鸿芝驿镇酥梨基地(N35°08'58.14",E110°53'54.54"),土壤质地属于壤

土,树龄10年,株行距为3m×4m,中国梨喀木虱常年发生,为害严重.

1.2 试验材料

黄色黏板,规格为20cm×30cm,由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3 调查方法

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对中国梨喀木虱种群进行调查.卵和若虫采用五点取样定树法[5-6],每样点

树随机选取4个1年生枝条,每枝条自顶梢截取5个枝节,带回实验室于体式显微镜下观察并记载各芽或

叶片上卵和若虫的数量.落叶后调查各枝条上芽部的若虫数量,萌芽期调查芽部的卵量,落花后调查新展

叶上的若虫数量,每10d调查1次.成虫发生动态利用黄色黏板监测,黄板悬挂高度以底部距地面1.5m
为准,悬挂密度为8板/667m2,每7~10d更换1次,统计黄板上成虫数量,并计算每板单日平均诱集

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梨喀木虱种群消长动态

中国梨喀木虱在山西运城地区一年发生4~5代,以冬型成虫越冬,主要越冬场所为梨园的落叶、枯草

间、树皮缝隙等隐蔽场所.每年2月中下旬越冬代成虫相继出蛰,产卵于待萌发芽周围及枝条凹槽等隐蔽

处.根据中国梨喀木虱发生特点与物候期的关系,将调查结果分为梨树休眠期(图1)和生育期(图2)两个时段.
结果显示,中国梨喀木虱卵量在该地区当年出现3次峰值,分别在3月上中旬、5月上中旬和6月下旬

至7月上旬,其中一代卵最早始现期为2月下旬,从3月上旬芽部卵量骤然增加,单芽卵量最大可达30
头/芽;若虫始现期为3月中下旬,其发生盛期出现两次,分别在4月中下旬和6月上中旬,第二次盛期种

群发生峰值大于第一次,单叶若虫数量在12头以上,在6月中旬为害最为严重;越冬代成虫于2月中下旬

开始出蛰,至3月上中旬达到出蛰盛期,4月上旬初现一代成虫,5月上中旬为一代成虫发生高峰期;由于

受高温影响,7月中旬至9月中旬,中国梨喀木虱种群数量自然降低;自10月上旬末代种群数量逐渐回升,

11月上中旬成虫数量出现1次高峰,随后越冬代成虫逐渐进入越冬期(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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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梨树休眠期中国梨喀木虱种群动态

图2 梨树生育期中国梨喀木虱种群动态

2.2 中国梨喀木虱发生特点

2.2.1 优势种群明显

调查发现山西运城地区发生的梨木虱种类为中国梨喀木虱和杜梨喀木虱Cacopsyllabetulaefoliae
(Yang&Li),其中,中国梨喀木虱为优势种群.
2.2.2 耐寒性强

每年自2月下旬,当气温升至0℃左右,中国梨喀木虱越冬成虫相继出蛰,直至12月下旬,最低气温

降至0℃以下时,仍有少量若虫在枝条取食;次年1月上旬,最低气温低至-5℃时,午间仍可发现有少量

成虫活动,耐寒性强,发生周期长.
2.2.3 隐蔽性高

萌芽前,卵集中在枝条上芽痕周围;萌芽后,卵多分布在花簇基部和未展嫩叶上;展叶后,卵集中分布

在叶脉两侧,叶柄凹槽处及叶缘缺刻处,而叶面上较少.若虫盛发期其常被分泌的黏液所覆盖,落叶前,若

虫则隐藏在叶片基部主脉两侧的霉污下;随着叶片凋落,若虫逐渐转移至1~2年生枝条芽周围,特别是靠

端部的芽痕处或缝隙内较多;落叶后,冬型成虫仍在芽痕处继续取食,花芽处聚集数量多于叶芽.
2.2.4 种群易暴发

越冬代成虫出蛰高峰历期短,自2月下旬监测到越冬代成虫开始出蛰,15d内成虫数量达到最高;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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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卵量在3月中旬达到最大值.由于第一代种群数量不高,5月上旬前为害较轻,而第二代中国梨喀木虱

种群数量骤增,5月下旬至6月上中旬为害极为严重.

2.2.5 世代重叠严重

在梨生长期,以第一代和第二代发生较为整齐,之后中国梨喀木虱各虫态、虫龄复杂,世代重叠严重;

与生长期相比,梨休眠期中国梨喀木虱的世代重叠程度较轻,落叶后至出蛰前,主要为末代若虫和冬型成

虫;次年出蛰后至萌芽前仅有越冬代成虫和第一代卵,虫态相对单一.

3 防控对策

3.1 种群监测

实时监测种群动态,为预防控制提供保障.成虫发生情况可通过悬挂黄板进行监测;卵及若虫种群动

态可按五点定树取样法,随机抽取当年生枝条,调查记录枝条端部幼嫩叶片上卵和若虫的发生情况.

3.2 农业措施

秋末落叶后结合冬剪刮除老翘皮,彻底清园并集中烧毁;越冬前深翻冬灌,以减少越冬成虫越冬;合

理修剪和疏花疏果,调控氮肥用量,避免营养生长过度旺盛,及时去除新生幼嫩直立枝条;选择栽植抗性

品种.

3.3 化学防治

根据中国梨喀木虱种群消长规律,可采取在梨树萌芽前控制冬型成虫产卵量,在第一、二代盛发期前

防治若虫的“两防一控”防治技术.具体措施如下:在梨树落叶期(11月上旬),选用毒死蜱或高效氯氰菊酯

混配新烟碱类杀虫剂(噻虫嗪、吡虫啉、啶虫脒等)整株喷雾,杀灭待越冬虫源;在梨树萌芽前(2月下旬至

3月上旬),为减少或限制越冬代成虫产卵,可对树体表面喷施石硫合剂(3~5°),或采用高岭土微颗粒进行

整株涂布(30~35倍液),如遇大雨需补喷;生育期主要防治第一、二代若虫,注意须在其尚未分泌大量黏

液时及早喷防,以提高防效.各地用药时间根据种群监测情况而定,药剂可选择噻虫嗪、烯啶虫胺等新烟碱

类杀虫剂和阿维菌素、拟除虫菊酯类等混配交替使用.

3.4 物理诱杀

发生较重的年份可于当年11月中旬,在距地面20~30cm高的树干周围用黏虫胶涂抹成5~7cm宽

的黏虫胶圈,向上间隔10cm再涂抹黏虫胶,形成第二个宽为5~7cm的黏虫胶圈,用20~25cm高的瓦

楞纸将涂抹黏虫胶的两个黏虫胶圈包裹,并使用黄色胶带将瓦楞纸固定,于次年1月上旬取下瓦楞纸并集

中焚烧,杀灭藏匿其中的越冬成虫.

3.5 天敌保护和利用

梨园内中国梨喀木虱的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的种类和数量自6月上旬开始逐渐增多,如梨木虱跳小蜂

Psylledontusinsidiosus(Crawford)、木虱跳小蜂 Prionomitusmitratus(Dalman)、异色瓢虫 Harmonia
axyridis(Pallas)和中华草蛉Chrysoperlasinica (Tjeder).为最大限度发挥天敌昆虫的生防潜力,在对梨

树病虫害防治中尽量采用物理措施或使用信息素等生物制剂,避免或减少使用化学农药,特别要限制广谱

性杀虫剂的使用.

4 总结

中国梨喀木虱是制约梨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害虫之一,由于其个体小,行迹隐蔽、种群繁殖速度快、

生育期世代重叠严重等特性极大地增加了其防治难度[7],而在实际生产中,受生物防治和物理措施利用率

低、区域性统防统治不利等诸多因素限制[8],目前其防治仍主要依赖于化学农药,因而明确其发生规律和

特点对科学用药和提高防效至关重要.中国梨喀木虱休眠期适时防控可明显降低越冬虫源和第一代种群数

量,减轻其为害高峰期的防治压力[9],以“两防一控”防治技术为核心的防控策略进一步实现山西运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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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梨喀木虱的科学精准防治,为梨园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和绿色防控奠定基础.
鉴于中国梨喀木虱近年来发生规模大、为害严重和防治难度大的特点,各梨产区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一要抓住防治关键期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降低虫口基数为目标做好提前防控;二是在梨生育期防控要

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选择性杀虫剂,以最大限度发挥生态调控潜力,并确保果品安全;三是为应对若

虫防效低并有较强的抗药性,防治中须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类型杀虫剂;四是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以

种群监测为依据组织实施区域联防统治以提高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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