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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露香梨”采前落果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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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玉露香梨”采前落果特点及成因,本研究分别对迷向区、生草区、清耕区

3个区的落果特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玉露香梨”采前落果主要由梨小食心虫(Gra-

pholithamolesta)、黄粉蚜(Aphanostigmajakusuiense)、自然落果、鸟啄4种情况造成;

3个区域中以梨小食心虫造成落果占比最高,为63.31%,其次为自然落果,占比34.43%,

两者均显著高于黄粉蚜和鸟啄造成的落果;梨小食心虫是造成落果的主要原因并且边缘位

置发生程度高于中心位置.本研究最后提出防止香梨落果的具体防治措施,可为“玉露香

梨”虫害防治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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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thecharacteristicsandcausesof‘Yulupear’fruitdropbefore
harvest,thestudieswerecarriedoutinthreeareasofsexpheromonedisorientationarea,grass
growingareaandcleartillagearea.Theresultsshowedthatthepre-harvestfruitdropin‘Y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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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wasmainlycausedbyGrapholitamolesta,Aphanostigmajakusuiense,naturalfruitdrop
andbirdpecking.Inthethreeareas,thefruitdropcausedbyG.molesta wasthehighestat
63.31%,followedbynaturalfruitdropat34.43%,bothofwhich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
thosecausedbyA.jakusuienseandbirdpecking.G.molestawasthemaincauseoffruitdrop
andthedegreeofoccurrenceintheedgepositionwashigherthanthatatthecenter.Thisstudy
proposedspecificcontrolmeasurestopreventthepearfruitdrop,whichcouldprovidetheoreti-
calsupportforthepestcontrolof‘Yulupear’.
Keywords:Yulupear;fruitdrop;Grapholitamolesta;Aphanostigmajakusuiense;birdpeck

  梨果香甜多汁,适应性强,广泛分布于我国各个地区,在我国水果种植面积中位居蔷薇科

果树第2名,种植面积位居世界前茅[1].近年来,随着梨树品种不断更新,栽培技术提高,品种

逐渐多样化,梨树老龄化、含糖量低等问题也得到了初步改善[2].“玉露香梨”是山西农业大学

果树研究所以父本“雪花梨”与母本“库尔勒香梨”进行杂交的中晚熟优质品种[3],因其具有果肉

香甜细腻、含糖量高、果核小等特点,在梨品种中表现突出.“玉露香梨”在山西种植面积约

3.33万hm2,主要分布在山西省晋中市、运城市、临汾市、吕梁市、忻州市等地,如太谷区、平

陆县、盐湖区、临猗县、万荣县、隰县、汾西县、永和县、汾阳市等,给当地人民带来了较可观

的经济收益,促进了当地果业发展.除山西省大面积种植外,河北、北京、新疆等省(区、市)也
有种植,同时“玉露香梨”远销国外,并得到国外友人的高度肯定[4].

虽然“玉露香梨”有诸多优点,但实际生产中发现部分地区“玉露香梨”采前落果问题较重,
明显影响到“玉露香梨”的产出和果农收益.研究发现,除梨树有落果外,其他果树也有明显落

果现象.调查发现,受李实蜂(Hoplocampaminutominuto)为害,李幼果期落果明显[5];梨小食

心虫蛀果为害,造成了明显的杏落果[6];沙糖桔在采前落果主要因为生长过程中生长素不足、

干旱、洪灾等环境因素及柑桔花蕾蛆、螨类害虫等病虫害所导致[7].酸枣的落果主要由树体自

身营养、花期气候不宜及绿盲蝽(Apolyguslucorum)、枣尺蠖(Chihuozao)、枣锈病、缩果病

等导致[8];苹果采前如遇连续低温、阴雨天气,会导致霉心病、轮纹病等发病率增高,从而造成

明显落果.梨在休眠、萌芽、开花、座果和膨大生长5个阶段,造成其落果原因诸多,气候原因、
延迟采摘、发生病虫害、栽植疏密度等均可能加剧落果[9].

随着梨树产业规模化、商业化生产模式的运营,以及栽培、管理方式的改变,梨树害虫种

类发生了明显演替,由开始的种类多样化逐渐向刺吸式和钻蛀性害虫发展.对山西省梨树害虫

进行统计发现,梨树害虫约80余种[10],主要有梨小食心虫、中国梨木虱(Cacopsyllachinen-
sis)、黄粉蚜(Aphanostigmajakusuiense)、东方绢金龟(Sericaorientalis)、绿盲蝽、梨二叉蚜

(Schizaphispiricola)等,其中梨小食心虫危害率高达80%以上[11].生产中,为了防止病虫侵

入梨果,普遍进行套袋处理,套袋虽减轻了蛀果害虫的发生且降低了落果,但却促使一些喜阴

类害虫的爆发,如黄粉蚜、中国梨木虱等[12].“玉露香梨”作为新优质梨树品种,生产中为保证

着色和品质,主要采取套膜袋方式.调查表明,危害“玉露香梨”的主要害虫种类有中国梨木虱、
梨小食心虫(Crapholithamolesta)、梨二叉蚜(Schizaphispiricola)等[2,5].在虫害管理中,除

传统化学防治手段外,利用害虫性信息素、改造果园生境、生物防治已成为当前无公害治理的

主要手段[13].在新栽培和管理模式的转化下,虫害的发生特点和为害程度也会相应改变.通过

前期对“玉露香梨”采前落果原因初筛发现,造成“玉露香梨”落果的原因主要有虫害、鸟啄、自

然落果,但对于何种虫害造成、不同因素的主次及不同管理模式对落果是否有影响尚属未知.
基于此,本研究开展了不同管理模式下,“玉露香梨”落果原因及分布特点等的调查,以期为“玉
露香梨”生产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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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梨树品种为“玉露香梨”.
1.2 试验地况

试验地点选在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梨园基地,行株距4m×3m,总种植面积约为

32×667m2,树龄为20年左右成熟果树,树形呈开心型,树势中等偏旺.全年经4次化学防治

处理,用药详情见表1.在化学农药防治的基础上,将园区分为3个区域:①迷向区,试验应用

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迷向散发器;②生草区,地面有植被覆盖,主要由自然生草和人工种植苜

蓿组成;③清耕区,全年清耕处理,无自然生草.

表1 梨园病虫害常规化学防治用药情况

时间 药剂 药物浓度

4月下旬

10%吡虫啉 WP

1.9%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EW

80%多菌灵 WP

1500倍液

4000倍液

1500倍液

6月下旬
5%啶虫脒EC

1.9%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EW

2000倍液

4000倍液

7月下旬
30%桃小灵EC

5%啶虫脒EC

2000倍液

2000倍液

8月中旬
30%桃小灵EC

5%啶虫脒EC

2000倍液

2000倍液

1.3 不同管理区梨落果情况调查

为调查在相同化学防治处理下,迷向区、生草区和清耕区的落果情况,每区随机取4个样

点,每样点调查100个左右落果.
根据落果情况,分为受梨小食心虫为害、黄粉蚜为害、自然落果和鸟啄4种情况.梨小食心

虫为害表现为袋子上有虫蛀的小孔,危害部位为果胴、果肉部位,挖开后可见明显褐色虫洞,
部分果柄部位可见褐色“粪便”涌出.黄粉蚜导致落果主要表现在果柄处变褐,并有黄色点状小

颗粒.鸟啄导致的落果可明显看见鸟啄食部位.自然落果外观完好无损,有个别可见摔落痕迹.
1.4 梨小食心虫空间为害特点调查

由试验统计发现,虫害造成的落果主要以梨小食心虫为主,为判断梨小食心虫造成落果的

空间分布特点,由梨园周边向梨园中心区域调查,每个调查线上共设置8个点记录梨小食心虫

的为害情况,以判断梨小食心虫造成为害在田间的分布特点.
1.5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方法

试验数据用 MicrosoftExcel2019软件进行统计与作图,应用SPSS19.0软件对不同管理

区梨落果情况、梨小食心虫空间为害特点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判断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迷向区“玉露香梨”落果原因分析

对迷向区“玉露香梨”落果原因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迷向区造成“玉露香梨”落果的原因

主要为梨小食心虫和自然落果2种情况.不同因素造成的落果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梨小食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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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落果、黄粉蚜、鸟啄;梨小食心虫造成落果占比为63.31%,明显高于其他3种因素;自然

落果占比24.89%,明显高于黄粉蚜和鸟啄,差异均具有统计意义;而黄粉蚜与鸟啄为害占比分

别为1.8%,2.0%,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1).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迷向区不同因子造成落果占比

2.2 生草区梨树落果原因分析

生草区为害最严重的为梨小食心虫,占比62.97%,其次为自然落果,占比25.49%,黄粉

蚜占比9.73%,明显高于鸟啄的1.80%,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图2).生草区受黄粉

蚜虫害导致落果现象相对于其他2个区更明显,梨小食心虫和其余2区占比相当.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2 生草区不同因子造成落果占比

2.3 清耕区梨树落果原因分析

清耕区梨小食心虫害占比依旧为4种为害方式中最高,为60.53%,与其他3种为害方式

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鸟啄占比1.66%,为3个园中为害最低,黄粉蚜占比为3.38%,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3),具体落果情况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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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3 清耕区不同因子造成落果占比

A为梨小食心虫为害导致落果,为害部位孔口有虫粪和丝网;B为黄粉蚜为害导致落果,

为害部位主要为果柄,为害部位可见明显的黄色颗粒;C为鸟啄导致的落果.

图4 清耕区不同因子造成的落果情况

2.4 不同类型果园梨小食心虫与黄粉蚜造成落果分布情况

在迷向区、生草区、清耕区3个调查区域,梨小食心虫为害占比相当,分别为63.31%,

62.97%和60.5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黄粉蚜在生草区虫害发生较严重,占比

9.73%,与其他2个区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清耕区发生虫害较轻为3.38%(图5).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5 不同处理下梨园虫害占比

2.5 梨小食心虫为害造成落果的空间分布特点

经田间调查发现,梨小食心虫虫害情况总体上北、东面较严重,由4个方向由周围向地中

心调查发现,受梨小食心虫为害情况边缘部位较明显,中间部位相对较少,4个方位边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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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最高48.64%,中间部分受虫害最低24.44%,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图6).

1~8分别表示从周围向中心调查的梨小食心虫为害占比;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6 不同位置上梨小食心虫造成落果占比

3 讨论

“玉露香梨”采前落果是影响其产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管理模式下的落果情况进行调

查,结果表明,虫害导致落果中梨小食心虫占比最高,其次是黄粉蚜,自然原因导致落果位居

第二,鸟害造成的落果占比最低.迷向区、生草区和清耕区梨小食心虫为害占比相当,生草区

黄粉蚜较为严重,明显高于迷向区和清耕区.但在迷向区、生草区、清耕区3个区中,迷向区自

然落果率相比另外2个区落果占比最低,鸟啄落果现象较明显,其原因可能是迷向区在果园的

边缘部位,紧挨平地,因此受鸟侵害相对严重,迷向区梨小食心虫造成落果也以边缘较重,中

间相对较轻.
“玉露香梨”落果现象会大幅降低梨的产量,有研究表明在梨树生长发育过程中会经历2次

生理落果,第一次是在果实发育成幼果的过程中,梨树枝条具有较强的直立性,在生长发育过

程中,梨树新梢与发育过程中的幼果争抢营养,如不进行合理修剪会导致严重落果现象[14],其

次是9月份,为“玉露香梨”成熟期,成熟期果实饱满较沉,成熟后自然落地.在迷向区、生草

区、清耕区落果原因中,梨小食心虫造成落果的占比相差不大.在实际生产中,“玉露香梨”在成

熟前多不采取化学管理措施,进而使梨小食心虫为害增加,另“玉露香梨”多套塑料膜袋,梨小

食心虫幼虫可钻进膜袋而对梨果造成为害.调查发现生草区黄粉蚜导致落果较严重,而在清耕

区占比较少,但李丹[15]的研究表明,温暖干燥的条件更适合其产卵,清耕区应该更有利于黄粉

蚜生长发育.本研究中生草区黄粉蚜造成危害较多原因可能是生草区多数由自然杂草和人工种

植苜蓿组成,温度相对较低,较符合黄粉蚜喜阴冷、怕光照的生存条件,其次是生草区在整个

园中地势较低,地势低洼也为黄粉蚜提供有利的生存条件[16].相对“酥梨”“水晶梨”“黄金梨”等
用纸袋套果,“玉露香梨”为塑料袋,透光的膜袋不利于黄粉蚜生存,故黄粉蚜的为害相对较

轻[16-18],另本梨园树形为高光开心形,透光性较强,也可能是黄粉蚜发生危害较少的原因.清
耕区自然落果现象相对更突出,其原因可能是长期清耕会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土壤肥力、有机

质降低,梨树吸收营养成分相对更少,导致自然落果现象较明显[19].
本次试验未统计梨树上未落果中梨小食心虫的蛀果情况,通过入库后抽查发现,梨小食心

虫蛀果约占比10%,可见因梨小食心虫造成的害果占比比调查数据更高.通过本研究明确了梨

果落果主要由梨小食心虫为害导致,为能实现梨果稳产和健康生产,必须要重视梨小食心虫的

防治.在迷向防治的同时应配合生物防治或者其他防治措施,如采收前1个月左右释放毛虫赤

眼蜂(Trichogrammaspp)配合迷向法可实现控害的目的[13].针对黄粉蚜为害,可在越冬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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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园处理,萌芽前喷洒上石硫合剂、刮树皮,以降低虫口基数等.为减少不良天气及鸟啄等因

素造成的落果,可在“玉露香梨”周围搭建防护林或采用棚架结构,减少风雨天气导致梨果自然

掉落,也可在“玉露香梨”成熟期果园四周安装驱鸟器,或者在园区四周罩防雹网等来防止鸟啄

伤害和冰雹等带来的危害.限于试验条件,本试验所调查的范围区域有限,在实际生产当中,
不同区域、不同种植或管理方式下,落果的原因可能有别,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防治

及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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