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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苹 果 小 吉 丁 虫 的 研 究

西北农学院植保系 孙益知 西北农学院园艺系 梁英英

凤县林业局园艺组 孙 弘

苹果小吉丁 虫是国内检疫害虫
, 1 9 74年前陕西未曾发现

,

为防止传入的危险害虫
。

国内外对苹果小吉丁虫的研究不太多
, 1 9 2 4年村松茂在朝鲜对苹果小吉丁 虫的生活

史习性作过观察
; 1 9 5 6年杨宗琦等在河北等地作过生活史研究

,

并提出把苹果小吉丁虫

列为国内检疫害虫
; 1 9 5 7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列为国内检疫对象

; 1 9 6 1年张学敏
、

1 9 6 5年

袁甫金等先后作过防治技术的研究
。

关于苹果小吉丁 虫的来源和其传播则研究更少
。

1 9 7 4年我们首次在陕西凤县的许多苹果园发现了苹果小吉丁虫
。

为了从根本上作好

防治和检疫工作
,

几年来我们在观 察其生活史习性开展防治试验的同时
,

重点研究了陕西

苹果小吉丁 虫的来源
、

传播途 径和分布区问题
,

澄清了过去分布区中的一些错误
,

对苹

果小吉丁虫是否继续列为国内检疫对象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看法
。

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

下
。

一
、

分布区调查

通过近几年的全省普查和我们的重点调查
,

初步查明苹果小吉丁虫在陕西的分布区

有
:

凤县
、

留坝县
、

太 白县 (靖口 等 )
、

宝鸡市渭滨区 (青石崖
、 ’

观音山等 ) 和铜川市

(金锁公社西部 )
。

其中以凤县分布最普遍为害最严重
。

据 1 9 7 4年和 19 7 5年两次全县普

查 (调查结果见表 l ) 全县 13 个公社的80 余个生产大队都有分布
,

为害面积 13
, 1 62 亩

,

占全县苹果面积的50 % 以上
,

平均受害株率 34 %
,

巳有 2 30 余株死亡
,

个别果园已造成

毁园
。

参加过这项研究工作的还有凤县张家尧大队林场的晃长顺同志
、

魏家湾大队的

魏 宝胜等同志
,

以及西北农学院园艺系果树专业 74 级
、

拓级和 78级部分同学
。

工作

中得到西北农学院周尧教授
、

孙华教授和路进生老师
、

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

赵养昌先生的帮助指导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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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苹果小吉丁虫分布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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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坝县苹果小吉丁虫分布也比较普遍
, 1 9了5年 9 月调查

,

十个公社的32 个果园中有

1 1个果园受害
,

受害株率达 29 %
。

铜川市仅在金锁公社西北部的焦坪林场
、

前烈桥
、

贺家沟大队发现有苹果小吉丁 虫
,

受害株率 3 一 12 %
,

引起12 株死亡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苹果小吉丁 虫在陕西集中分布在二个山区
,

一是秦岭西部山区
,

以凤县为中心的附近县市
,

二是北部乔山西南部的稍林山区
。

两个分布区的共同特点

是
,

海拨约在 1 0 0 0一1 5 0 0公尺
,

天然林木比较多
,

19 韶年前建立少数苹果园
,

大面积栽

培在 1 9 6 6 年以后
。

在关中平原和秦岭北麓的广大苹果产区
,

没有发现苹果小吉丁虫为

害
。

二
、

苗木
、

接穗传播可能性的调查

陕西苹果小吉丁虫是否由苗木接穗传入 ? 为此
,

我们作了调查
。

( 一 ) 苗木接抽来派的调查

1 9 了5年1 ]月在凤县调查了苹果苗木接穗的来源 ( 见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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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凤县苹果苗木接穗来源调查

( 1 9 7 5年 )

原 产 地 是否疫区 生产队数
受害苹果面积

(亩 ) 爵裤石蔽令 (年 )

辽 宁

河 南

眉 县

宝鸡县 (市 )

凤 县

6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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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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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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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1 0

7一

7一

区区区区

疫疫疫

疫非非非

5一 1 5

J任孟往JI1
.

0刁1

1土J.月任

调查表明
,

苗木接穗来自疫区和非疫区都有苹果小吉丁虫为害
,

没有明显差异
。

其

中唐藏公社位于凤县西部高寒山区
, 6 个生产大队苗木全来自非疫区的宝鸡县

、

眉县和

河南省西华黄泛区农场
,

苹果小吉丁 虫
一

也普遍发生
。

铜川市焦坪林场
, 1 9 6 5年从非疫区彬县引进接穗

, 1 9 6 7年发现苹果上有苹果小吉丁

虫为害
。

可见苹果小吉丁虫不是由疫区苗木接穗传入
。

(二 ) 苗木是否带虫的调查

1 9 7 5年 10 月中旬
,

我们选择了苹果小吉丁 虫为害严重的两个苹果园
,

树令 15 年左

右
,

大树行间育有三年生嫁接苹果苗
,

在魏家湾四队调查1 0 0 0株苹果苗
,

在张家尧大队

林场调查 5 00 株
,

均未发现苹果小吉丁虫为害
。

初步分析
,

凤县苹果三年出圃苗 6一 7 月

份时根颈还比较细
,

直径很少达到 8 毫米
,

加之枝叶茂密
,

光照条件差
,

不利于苹果小

吉丁 虫成虫活动产卵
。

. _

( 三 ) 接稼是否 带虫的调奎

近几年来我 们在进行苹果小吉丁虫调查时
,

很少见到苹果小吉丁 虫为害一 年 生 新

梢
,

只有在苹果小吉丁虫为害十分严重的情况下
,

新梢才受害
。

如 1 9了4生 8 月初调查
,

在一个放任不管 的七年生苹果园里
,

苹果小吉丁虫为害率株率达 10 0 %
,

平均每株有 虫

疤12 个
,

有30 %树受害致死
。

同时调查了 1 , 0 89 个当年生新梢
,

有10 个新梢基部受害
,

受害率为 0
.

9 %
。

受害新梢发育很弱
,

直径一般 4 一 6 毫米
,

新梢长一般不到20 厘米
,

到 10 一n 月后将会陆续枯死
。

由此可以看出
,
苹果小吉丁虫在发生十分严重的果园里也

可为害一年生新梢
,

但受害率很低
,

受害梢发育弱
,

大部分将枯死
。

因此
,

接穗传播的

可能性极小
。

综上所述
,

可 以肯定陕西苹果小吉丁虫不可能由苗木接穗从外省传入
。

三
、

虫凉树的调查

为了查清陕西苹果小吉丁虫的来源
,

我们在凤县
、

铜川市进行了野生寄全 虫源树及

传播途径单调查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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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舒生寄主的调查

我们在苹果园调 查的同时
,

发现当地野生的揪子M a ln , 衅un ifo 1i a Bol’k n ( 俗称

海红 )
,

滇池海棠M
.

,

Yun 二
n o i、 Sch nc 沮 (俗称花叶海棠 ) 普遍有苹果小吉丁虫为

害
。

滇池海棠主要分布云南
、

四川和陕西
,

揪子分布在西北
、

华北地区
,

是苹果的重要

砧木
。

这两种树种均为我国原产
,

在苹果未上山以前
,

揪子曾是山区的水果之一
,

凤县

揪子栽培很普遍
,

滇池海棠多生长在山沟水旁
。

为了搞清野生寄主上的苹果小吉丁虫来源
,

我们选择了一些距苹果园 3 一20 里远的

地方
,

一般隔 l 一 3 个山梁的深山林区
,

这就完全排除了由后栽的苹果树上的苹果小吉

丁 虫传入野生寄主的可能性
,

调查结果见表 3
、

4
。

调查结果表明
,

揪子
、

滇池海棠上的苹果小吉丁 虫不可能由后栽的苹果树传入
,

确

是当地苹果树上小吉丁虫的虫源
。

在岳家沟一户社员房前一株 20 年生的揪子树挖出20 头

苹果小吉丁 虫幼 虫
,

而附近15 米以内的 4 一 5 年生苹果10 株还 没有发现苹果小吉丁 虫为

害
。

在铜川市金锁公社腰险大队 4 一 5 年生苹果园没有苹果小吉丁 虫为害
,

而在苹果园

旁边一株10 多年生的滇池海棠树上发现 3 个虫疤
,

并挖出苹果小吉丁虫预蛹 l头
。

(二 ) 传播途径的调查

野生寄主上的苹果小吉丁虫是如何传播到栽培的苹果树
_

_

仁的呢 ? 我们对成虫的活动

习性作了观察
。

成虫喜阳光
,

厌暗冷
。

成虫一般在晴天的 9 一 17 时活动
,

爬在叶片边缘

取食或绕树冠
’

飞翔
,

一次可飞迁 l 一 5 米远
,

不能作远距离的飞翔
。

在一个果园内
,

受

害树多呈核心分布
,

受害树常连年受害
,

直到死亡
。

成虫由虫源树逐渐向附近树飞迁

( 见表 5 )
。

表 5 苹果小吉丁虫扩散调查表
4年( 1 9 7 4年 )

名 1 树令 (年 )
距虫源树距离 {调查 {有虫 ‘ 虫株率

(米 )
,

株数 { 株数 %
每株平均虫疤

国安寺 1 8

7一 9

7一 9

虫源树

1 0一 3 0

6 0一1 0 0

1 0 0

,d,自�UnUttQd

口匕nUnU

件‘no

肠dQdn
一
�八“八”

�洲丹b
张家尧 虫源树

2 0一 5 0

1 0 0月乏以外

2 0 1 1 7

3 0 } 1 8

2 0 0

魏家湾四队是凤县苹果小吉丁虫发生早
、

为害严重的的一个生产队
。

1 9 5 6年冬该队

由宝鸡市北崖园林站购 10 株苹果苗
,

栽植到村旁庙沟口 (曾是黄牛铺公社最早的苹果园 )
。

当时距苹果园 5 米
、

10 米
、

50 米处分别有 3 株百年生的揪子树 ( 至今还存活一株 ) ,

苹

果小吉丁虫虫疤密布
,

枯枝甚多
。

这 10 株苹果树在 1 9 6 5年发现枯枝
,

并从中剥出苹果小吉

丁虫
,

1 9 6 7年开始死树
,

一般每株可挖出20 一50 头小吉丁虫
,

最多一株近 100 头
,

1 9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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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已将 袭部苹果树毁掉
。

由此可见
,

近距离成虫飞迁是传播扩散的主要途径
。

.

(三 ) 野生寄主的受害特点

滇 池海棠多生长在林区沟旁
,

密度大
,

光照条件差
,

苹果小吉丁 虫多发生在向阳林

区边缘处
,

受害率低
。

揪子为半野生半栽培
,

主要分布在村庄附近
,

光照条件好
,

受害

率高
。

这两种寄主受苹果小吉丁虫为害后枯死树少
,

因为它们的根系深
、

萌孽力强
、

抗

腐烂病
。

而苹果树受苹果小吉丁虫为害后
,

削弱了树势为腐烂病发生创造了条件
。

腐烂

病的为害
,

枯枝增多光照条件好
,

又为苹果小吉丁虫创造了适宜的生态环境
。

苹果树的

枯枝夕阶步百分之
一

七十是由两者联合为害的结果
,

一

也是造成毁园的原因
。

四
、

生活史观察

为了搞清楚苹果小吉丁虫在当地的生活史
,

我们在凤县采用定期剖检虫疤分析虫态

变化
、

田间罩笼饲养成虫观察产卵
、

虫疤变化直至下一 代成 虫羽化的方法
。

结果如图 1

所示
。

通过上述观察
,

证 明苹果小吉丁 虫在凤县一年发生一代
,

以幼虫和部分蛹过冬
,

越

冬后一少部分幼虫继续为害
,

大部分化蛹
,

到 4 月上旬即有穴居成虫
, 5 月中旬开始出

穴
, 6 月中

、

下旬为羽化盛期
,

可延续到 9 月上中旬
。

成虫羽化出穴较河北
、

辽宁早
,

越冬幼虫次年春天为害轻
,

这是两个特点
。

五
、

防治试验

过去防治苹果小吉丁 虫的成虫多用有机氯杀虫剂
,

已不适用
,

我们在成虫期
、

幼虫

初孵化期进行了有机磷杀虫剂药效试验
。

( 一 ) 防治成虫试验

1 9 7 4年 6 月 30 日成 虫发生期
,

进行了防治成虫喷药试验
,

于 8 月 30 日检查新虫疤

数
,

防治效果如表 6
。

表 6 药剂防治成虫试验效果

(凤县 )

剂 喷药沐朱数 老虫株数
老虫疤
总 数

检查侏数
新虫疤
株 数

新虫疤数
校正虫口

减退率%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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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防治初拐化幼虫试验

1 9 7 4年 7 月初
,

对初孵化蛀入表皮的幼虫
,

用手执喷雾器喷洒不同药剂
,

防治结果

如表 7 。 ⋯

表 7 药剂防治初孵化幼 虫试验效果
( 凤县 )

稀释浓度 喷药日期
死亡率

%

敌敌畏 8 0 %乳剂 1 3 / 7

乐果 4 0 % 乳剂

乐果 4 0 % 乳剂

敌敌畏 8 0 %乳剂

对照

1 0

5

2 0

2 0 0 0

2 0 0 0

3 1 / 7

⋯
检“日期

{

罗嘟扩匀

⋯
1 5 / 7

!
8

⋯
8

⋯
⋯

“ } ” { ”

{
⋯

”
」

“5
⋯

“5

)
。 ”/ 8 “o

{
“o

}
:

”

J “7
⋯
”4

{
· 1 / 8

⋯
4 0

{
”

{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8 9

0

试验结果证明
,

上述几种药剂和所用浓度
,

对初孵幼虫效果都很好
。

为了降低成本

兼治其它害虫
,

宜采用乐果
、

敌敌畏常用喷雾浓度
。

( 三 ) 天敌的控制作用

在苹果小吉丁虫的老幼虫或蛹期
,

发现有一种啮小蜂 T c tr o
sti ch us SP

.

寄生
,

从一

头吉丁 虫体可羽化出 13 一27 头啮小蜂
。

羽化期较它的寄主羽化稍迟
。

在一般不喷药果

树上寄生率高达 53
.

8一 36
。

8 %
,

在常喷药果园里寄生率下降到 2
.

1%
。

啄木鸟是啄食苹果小吉丁虫的重要益 鸟
。

啄食率高达27 %
,

可设法招引利用
。

六
、

商讨间题

( 一 ) 关于分布区
:

根据现有研究材料表明
,

我们认为苹果小吉丁虫只分布在我国和

朝鲜
,

并为原产地
,

其他国家尚未分布
。

日本村松茂1 9 2 4年发表了第一篇研究报告
,

而

后汤浅启温 ( 1 9 3 3 )
、

织田富士夫 ( 1 9 40
、

1 9 4 2 ) 等先后在有关文章和著作中引用过
。

1 9 4 5年至今
,

日文图鉴书刊再未发现 日本本上分布记载
。

苏联农业部植物检疫局 1 9 4 8年出版的
“
苏联对外检疫病虫图篇

” ,

其中关于苹果小

吉丁虫的分布
: “

欧州一苏联 ( 沿海地 区 )
,

亚洲一中国
、

朝鲜
、

日本 ”
。

但到了 1 9 5 3

年和1 9 5 5年
,

苏联在有关文章中叙述到苹果小吉丁虫的分布时
,

只有中国和朝鲜
。

解放

以来
,

直到 1 9 7 6年
,

国内出版的绝大部分书刊
,

几乎都把 日本
、

苏联列为分布国家
,

是

不妥 当的
。

国内分布区
,

只限于我国的北方
,

在五十年代调查分布在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

河

北和山西的88 个县市
,

后来在北京
、

天津
、

内蒙
、

山东
、

河南
、

陕西
、

甘肃
、

宁夏的一

些地区也相继发现
。

许多书刊把广西也列入分布区
,
但无据可查

。

我们询问了广西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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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站
,

他们函称
: “1 9 7 6年我们进行全区性植物检疫对象的普查

,

尚未发现有该 虫

(苹果小吉丁虫
’

)分布
” ,

过去可能是误传
,

今后应予更正
。

二
、

是否继续把苹 果小吉丁虫列为国内俭疫对象
。

1 9 5 6年前华北农科所根据当时对

苹果小吉丁虫的研究
,

认为分布地区局限
,

为害严重
,

可 人为传播
,

提出列为国内检疫

对象
, 1 9 5 7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列为国内检疫对象

,

毫无疑 问
,

这对防止该虫传播起了一

定作用
。

根据现有研究结果证明
,

该 虫为我国北方和朝鲜地区揪子、 滇池海棠等原有害

虫
,

现已查明在我国北方许多苹果产区有分布
,

苹果要向山区发展
,

光靠苗木接穗检疫

不能阻止该 虫传播
,

彻底查清和防 治 山区野生寄主上的苹果 小吉丁 虫是难以作到 的事

情
。

因此不宜继续把伐国原产的且分布较普遍的苹果小吉丁虫继续列为国内检疫对象
。

当然
,

苹果小吉丁虫仍为苹果重要害虫
,

必须加强防治工作
。

七
、

摘要

1 9 7 4年 4 月在陕西省凤县首先发现了苹果小吉丁虫
。

现 巳初步查明在陕西的分布区

有 3 县 2 市
,

即凤县
、

留坝
、

太白
、

宝鸡市 ( 渭滨区 ) 和铜川市
,

为害面积约一万五千

亩
。

苹果小吉丁虫在凤县一年发生一代
,

主要以老熟幼虫越冬
,

成虫集中羽化期为 6 月

冲旬
。

成虫喜光
,

飞迁力不强
,

在一个果园多呈核心分布
,

幼 虫引起枯枝死树除和幼虫

密度和分布形式有关外
,

诱致腐烂病发生则加速了死亡
。

苹果小吉丁虫只分布在我国和朝鲜
,

是 当地揪子
、

滇池海棠等原有害虫
,

苹果栽植

后
,

逐渐飞迁到苹果树为害
。

不宜继续列为国内检疫对象
。

防治苹果小吉丁虫
,

要采取综 合措施
,

建园时要选择附近没有野生寄主的地方
,

加

强成虫期和幼虫期的防治
,

保护寄生蜂
,

招引啄木鸟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杨宗琦等
,

1 9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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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3 7 1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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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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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保护科学
。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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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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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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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对外植物检疫病害图

篇
。

财经出版社
。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主编
, 1 9 6。,

中国果树栽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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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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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日文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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