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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蛀果蛾在不同寄主上有关生物学 

特性差异的研究 

花 蕾 

(西北农业大学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陕西扬陵 ·718100) 

摘 要 枣和酸枣桃蛀果蛾生物学特性异于苹果桡蛀果蛾。在适宜温湿度下．枣和酸枣桡 

蛀果蛾越冬幼虫出土始期和高峰期分别比苹果桡蛀果蛾晚 8 d和 2O多 d．田问成虫发生期也 

晚约 2O d。恒温条件下 t前两者的前蛹期十蛹期也均比后者短。桡蛀果蛾多产卵于枣果 临近的 

叶背基部和 酸枣梗洼处-幼虫在酸枣中需生活 40～50 d·一年发生 l代 ．提出了桡蛀果蛾不同 

的。寄主生物型”概毫 ／ ＼／ ．、 、 
关键词 不同童 ，璺鼙墨 特性差异·寄主生物型 干兆，l 孽 
中围分类号 竺 l 

桃蛀果蛾 (Carposina nlponensis Walslngham)~7．名桃小食心虫 ，是当前果树生产中的 

重要蛀果害虫。它主要为害苹果、枣、梨、桃、山楂、李、酸枣、石榴等 10多种果树，且在不同 

寄主上长期为害而形成的特性又有所不同，这就给该种害虫的防治带来一定困难。为TX~ 

桃蛀果蛾实旖有效的综合治理，确保果树丰产丰收+有必要研究其在不同寄主上的特性差 

异。作者 自1 987年以来对发生于枣和酸枣上的桃蛀果蛾进行了观察、试验 ，并和苹果挑蛀 

果蛾的特性作了比较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枣和酸枣桃蛀果蛾分别从陕西佳县、吴堡的虫枣和乾县枣子沟的酸枣中 

脱果所得；苹果桃蛀果蛾从西北农大园艺场和乾县枣子沟果园苹果中脱果所得。 

1．2 方法 将不同寄主不同时期自然脱果的桃蛀果蛾幼虫入土所结的越冬茧(各种 

茧数均在 150头以上)分别埋于 17J径 13 cm的塑料花盆湿土中(埋茧深度 4～5 cm)．置于 

室外土中越冬 。翌年春季移入室内恒温培养箱中．并控制箱内温度 ，从 1 5℃起每天提高 

1℃．至 25℃后保持恒温． 维持 5 em土温 23～25℃．用塑料薄膜封扎盆 口，使土壤含水 

量保持在 13 左右(土壤含水量用酒精烧土法测定)。从幼虫出土开始，每天上午检查统 

计各盆中出土幼虫数 ，并将每 4 d出土幼虫数折算成出土比率以利于比较不同寄主幼虫 

出土时间的差异[出土比率( )一 肇 ~100]。 
将上述每天 出土之幼虫检 出．放入盛有少量湿土的塑料管中，置于 22~C(1990年)、 

25℃(1989年)和 27℃(1991年)3种恒温下观察幼虫结茧和成虫羽化时间，以确定不同寄 

主桃蛀果蛾在不同温度下的前蛹期+蛹期。根据有效积温法 丁r=c+ 和最小二乘法求 

系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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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它们在该时期的发育起点温度 C和有效积温常数 K． 

成虫田问数量消长观察在乾县枣子沟的枣林、苹果园和成片的酸枣丛中进行。各种寄 

主植物问相距 500 m以上，各挂 3～5个性诱捕器以诱测蛾量。性诱捕器出桃蛀果蛾性诱 

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提供．每芯含量 500 g)和口径 2O cm大碗组成。成虫产卵和 

幼虫为害情况也是在此地和陕北枣区观察所得 随机调查各种寄主上卵 500粒 ，虫果 500 

个，以确定着卵位置、蛀果孔、脱果孔和果内幼虫生活时间。 

2 结果与分析 

2．1 形态特征 为害枣、酸枣的桃蛀果蛾外部形态特征基本同苹果桃蛀果蛾，但酸 

枣桃蛀果蛾的各虫态均较小 测定苹果和酸枣桃蛀果蛾的各虫态 50头，结果见表 1． 

表 L 不同寄主橇蛀果蛾体形大小比较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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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枣和苹果桃蛀果蛾越冬幼虫室内出土比较(1989) 
⋯ ⋯ ⋯ ⋯ 枣 r(至 8月 30日所得茧)| ．一 ．一 ．一枣 r(至 9月 25日所得茧)： 

一 苹果(至 10月 15日所得茧) 

2．2 越冬幼虫出土 不同寄主越冬幼虫的两年出土情况见图 1和图 2．可以看出． 

在适宜温湿度条件下不同寄主上桃蛀果蛾越冬幼虫出土均有一明显高峰，但寄主不同，出 

土始期和高峰期各不相同 图 1的枣桃蛀果蛾幼虫出土始期和高峰期分别比苹果桃蛀果 

蛾晚 8 d和 23 d；图 2中的酸枣桃蛀果蛾幼虫出土始期和高峰期分别比苹果桃蛀果蛾晚 

8 d和 2O d。但是 ，相同寄主上的桃蛀果蛾越冬幼虫出土高峰却几乎不受上年脱果早晚的 

影响 ．如图 1的枣 1比枣 l早脱果 25 d，出土高峰仅差 4 d；图 2的苹果 1比苹果 I早脱 

果 1个多月，出土高峰期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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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酸枣和苹果桃蛀果蛾越冬幼虫室内出土 比较 
- -- ⋯ ⋯ ⋯ 酸枣(至 9月 20日所得茧)I ⋯ 一 ·一苹果 I(至 9月 6 H所碍茧 )； 

一 苹果 I(至 1lIIl 2{日所得茧) 

2．3 前蛹期+蛹期夏其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值 由表 2可知，不同寄主的桃蛀 

果蛾在同一温度下前蛹期+蛹期不同，枣和酸枣桃蛀果蛾历期较短，苹果桃蛀果蛾历期较 

长。随着温度升高，桃蛀果蛾的前蛹期+蛹期缩短。计算可得，此间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 

效积温值枣桃蛀果蛾分别为 12．55"C和 138．23日度 ；苹果桃蛀果蛾为 13．82℃和 133．92 

日度。酸枣桃蛀果蛾因虫数较少而未作计算。 

衰 2 不同寄主桃蛀果蛾越冬代前蛹期+蛹期 

2．4 田问成虫发生期 不同寄主挑蛀果蛾田间成虫发生期不同(图 3)。枣桃蛀果蛾 

成虫始见期 6月 14日，高峰期 8月 8～l2日；酸枣桃蛀果蛾成虫始见期 6月 19日，高峰 

期 8月 8～12日；而苹果桃蛀果蛾成虫始见期和高峰期分别在 5月 25日和 7月 19～23 

日。以枣和酸枣为寄主的桃蛀果蛾田问发蛾始期、高峰期均基本一致 ，都比苹果挑蛀果蛾 

晚20 d左右。 

2．5 成虫产卵和幼虫危害习性调查结果见表 3． 

衰 3 不周寄主槐蛀果蛾危害习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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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3 不同寄主橇蛀果蛾成虫田间数量消长 

— —  ； · 一 · 一 · 一  ‘ 

⋯ ⋯ ⋯ ．． -苹 果  

3 讨 论 

桃蛀果蛾在不同寄主上的生物学特性许多学者 已有所研究 和喜田等对山楂园桃蛀 

果蛾和邢云春等对梨区桃蛀果蛾的研究都表明了桃蛀果蛾在这些寄主上所表现的生物学 

特性不同于苹果桃蛀果蛾。用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法，谭六谦等对苹果、枣、山楂及徐启茂 

等对苹果，山楂上发生的桃蛀果蛾幼虫血淋巴乃至混合组织匀浆液的酯酶同功酶进行了 

比较分析 ，表明了它们的蛋白酶带存在着差异，并提 出了不同寄主上桃蛀果蛾为不同生物 

型的看法。作者认为，桃蛀果蛾在长期为害不同寄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与寄主的生育 

期、形态等相适应的一系列生物学特性 。和苹果桃蛀果蛾相比，发生于枣、酸枣上的桃蛀果 

蛾 由于其越冬幼虫出土时间的推迟(看来这种特性 已可遗传)而引起各种虫态出现时间的 

后移正好适应了枣和酸枣结果期较晚的特性 。成虫产卵和幼虫为害习性也都和各 自寄主 

的生物学特性形成了巧妙的配合。参考张广学 、汪世泽等对棉蚜的研究和提出的“季节生 

物型”的概念，对枣桃蛀果蛾 、酸枣桃蛀果蛾和苹果桃蛀果蛾等因寄主不同而形成的不同 

的生物型可称为桃蛀果蛾不同的“寄主生物型 。 

本研究曾得到刘绍友．饪世泽、孙益知先生指导 ．车技毕业生夏锋 昌、玛文谛、宋柴拣以及张公约 任宏运苷参加 

丁部分试验工作．在此一井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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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logical Character Differences of Carposina niponensis 

W alsingham Living on Different Hosts 

H U8 Lei 

(Research c fr for the Arid and S~ iarid Areas-Ⅳ  ̂ 一 Ag~cultural 

University·Ya~gling·Shaanzl，712100)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d[ffefences in the biologieal characters of the peach fruit 

moth，Carposina onensis Walsingham，lived on juiubes，the wild juiubes and apples． 

The initial time and the peak time that the wintered l~rvae come out of the ground as 

well as the adult emergence time in the field，which live On jujubes and wild jujubes，de— 

layed 8 days and 20 days aS well as about 2O days respectively later than the ones of 

which lire on apples in the suitabl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The pre—pupate and pu— 

pate stage of the former are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The eggs of peach fruit moth 

are deposited st the back of the leaf base on the jujubes or st the hollow of the fruit base 

on the wild jujubes．There is one generation a year．The period of the larvae is 40～50 

days,which is about 2 times of that living on apples．As a result，studies suggest a new 

concept of different“host bio— types f the peach fruit moth． 

Key words different hosts，Carposina wlensis，character，host bi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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