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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害虫种群演替及其综合治理

孙益知 马谷芳

(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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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

国内外都很重视苹果害虫的综合防治研究
〔 1 ’ 2 ’ 1 “ ’ ` ” ’ 2 。 ’ 。

开始是对主要害虫防治方法的简 单综合
,

以后的重点逐渐转向对农药防治和生物防治的

协调
,

近几年的工作则侧重于综合治理的研究
,

虽然在综合治理上取得不少进展
,

但从

整体上看
,

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开展综合治理研究还很不够
。

作者以西北农学院的苹果园为研究基地
,

运 用生态学的观点
,

系统研究了四十七年

来苹果害虫种群演替规律
,

提出了对苹果害虫综合治理的策略和措施
。

一
、

苹果昆虫区系

西北农学院的苹果园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
,

海拔 45 4
.

8 米
,
年 平 均 温度 14 ℃

,

年平均降水量 6 6 6
.

8 m m
,

土壤为黑油土
。

果园周围是农田 ( 以种植小麦
、

玉米
、

棉 花

为主 )
,

果园内还栽植梨
、

桃
、

葡萄等果树
。

苹果园于 1 9 3 3 年定植
,

现有 苹果 14 7 亩

共 4 1 2 2 株
,

是陕西关中栽植最早面积较大果园之一
。

苹果是多年生果树
,

生态系统比较稳定
,

昆虫区系相当丰富
。

M
.

v
.

lS in g er la n d
,

1 9 3 0年记载全世界苹果害虫达 5 。。 种以上
〔 ’ l ’ 。

作者 1 9 8 0 年统计了我 国 苹果 害虫 共

4 7 3 种
,

天敌昆虫 2 8 0 种
,

陕西苹果害虫 2 27 种
,

天敌昆虫 34 种
〔 ` “ ’ 。

陕西关中地处世界动物地理古北 区
、

东洋区交界处
,

昆虫区系相当丰富
。

据我们初

步调查采集
,

仅在我院苹果园为害苹 果 的害 虫共 10 8 种
,

天敌昆虫 10 2 种
,

共 计 21 0

种
,

其 中鳞翅 目昆虫 4 9 种
,

占 2 3
.

3 %
,

膜翅目 7 1 种
,

占 3 3
.

5 % 〔` ’ 5 ”
’
` 2 ’

` 3 〕 。

昆虫

区系所属 目
、

科及种数见表 1
。

二
、

害虫种群演替

四十七年来
,

在 自然生态环境相对稳定的苹果园里
,

和演替
。

具体表现在
:

( 一 ) 次要害虫数量无明显变化

在 1 04 种害虫 中
,

有 70 多种次要害虫历年为害轻微
,

寄主多不是苹果
,

为害不大
。

害虫种群却发生了明显地变化

虫 口数量很少
,

它们的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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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苹果昆虫区系 ( 陕西
.

武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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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部分害虫基本消灭

一部分世代长
、

繁殖力低
、

活动性差的害虫
,

经过连续多年的人工防治和农药防治
,

现已基本消灭
,

如金缘吉丁甲 五a 二户ar 份。 乙盯 a ,

六星吉 丁 甲 C lr/ 夕 : 。 b ot h ir : : 。 。 “ d
二

a n e a ,

锯天牛 P r ` o n “ s ￡n s u l a r `: ,

桑天牛 A P r i o n a 夕o r o a r i ,

苹果巢蛾 H 夕 P o n o o e u t a

m a l i n e l l a ,

天幕毛虫 M
a l a e o s o o a n e u s t r f a t e : t a e e a ,

木蠢蛾 H
o l e o e o r 。 : v i e a r i o s

以及桃天蛾 M
a r o m b a g a s e h点e 二 i t: e h f i 等

。

甚至有些过去为害较重的淡褐小巢蛾 万二 a 。 。 er d a o l’a P y er l la 和为害严重的梨星

毛虫 I l l i b o r f s P r : ` n f ,

首蓓红蜘蛛 B , 夕 o b￡a P r a o l i o s a 等也几乎采不到 T
。

( 三 ) 常发害虫数量变动不大

这一类害虫多是苹果树的 习居者
,

每年都有发生
,

数量有波动
,

对苹果也造成一定

损害
,

一般并不严重
,

包括苹果小黄卷 叶蛾 A d o x o P h y se or
o
an

, 1 9 7 4 年 1 9 7 5 年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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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虫伤果率 5 % 〔 “ ’ ;
苹果 卷叶蛾 C h o r `s t o o e u r a l o n夕`e e l l a n a 、

黄斑卷叶 蛾 A e l e r `s

f i o b r l’ a n a 、

顶梢卷叶蛾 S P i l 0 0 0 t a l o c h r i a s 力i : 、

苹 梢 夜 蛾 H 夕 P o c a l a : 。 b s a t u r e
等

1 9 6 2
、

1 9 6 7 年较重
;
舟形毛虫 P h a l e r a

f l a o e s c e ,: : 、

大蓑蛾 C l a n l a o a r `e夕a t e 1 9 7 2
、

1 9 8 0 年较重
;
苹蚜 A P h` s 夕。脚 i

、

苹瘤蚜 M y 二 u : m a l i s u e t u : 、

梨 园 纷 D泣a : p i d f o t u s

夕 e 尸 , i c i o s o s 、

草履价 D r o s i e h a c o r力 “ l e n t a 19 6 2
、

2 9了2 年发生量大等
。

( 四 ) 主要害虫种群演替

自 1 9 3 3 年苹果园建立以来
,

造成灾害的主要害虫只有十种
,

按着时间的顺序
,

害

虫种群发生了明显地演替 ( 图 1 )
。

凉色全龟甲

裂星毛虫

葡萄班 +D 蝉

梨网蜂

酋管红蜘妹

山枯红蜘蛛

旋纹潜叶蛾

金户幻烟峨

绷月攻峨

们像全t 甲

年 份

图 1 苹果主要害 虫种群演替 ( 陕西
、

武功 )

1
.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
:

苹果的主要害虫有三大类
:

梨星毛虫在关

中一年发生一到二代
` 1 7 〕 ,

幼虫 自萌芽到落叶三次为害
,

春稍受害率一般 达 22 一 72 %
,

几乎年年造成大的损害
, 1 9 5 0 年大发生

,

七月份苹果叶子一片枯焦
,

使苹果严重减 产
。

棕 色金龟 甲 H ot ot ir o h l’a 行 t an is 数量很大
,

幼虫食 害苹 果根 皮
, 1 9 4 7 年前后引

起部分苹果树死亡
。

梨网虫 : S t e力h a n ` t i s n a s h i 和葡萄斑叶蝉 E r 夕 t h r o o e u r a a P ` e a l i :
是刺吸叶 片 汁

液主要害虫
,

几乎每年都造成损害
〔 ` ’ 〔 5 ’ , 1 9 5 4 年前后大发生

,

引起部分树提前 落叶
。

2
.

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

苹果的主要害虫也有三大类
,

首着红蜘蛛自

1 9 5 7 年起数量上升
。

随后山植红蜘蛛 T e t r a n 夕e h u s v `e o n e o s i s 也猖 撅起 来
, 1 9 6 0 年

大发生
,

二分之一以 上苹果树七 月中旬叶片枯焦似火烧
,

引起秋季苹果发芽开花
。

山渣

红蜘蛛的为害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
,

经常有一少部分树受害较重
。

旋纹潜叶蛾 五e o e o 力 t o r a s e i t e l l a 19 5 7年突然发生
,

引起部分苹果树落叶
, 1 9 6 2年

大发生
,

受害叶率达 74 %
,

平均每张叶子有虫疤 2 一 5 个
,

最多一 张叶 子有 37 个 虫

疤
,

到八月下旬
,

42 %叶子早落
,

该虫一直延续到 1 9 6 7 年被控制
〔’ 〕 。

梨潜皮蛾 A
e r o e e r e o 力: a s t a o r o t a

到 x9 5 9 年开始引起重视
,

19 6 0 年调查
,

1一 3

年生枝条 70 %受害
,

枝干表皮破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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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自七十年代至今
:

除了山植红蜘蛛继续列为主要害虫外
,

又增加二种主要害虫
。

铜绿金龟子 A on o al a
co

r P ul en at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数量大增
, 1 9 7 3 年诱集 数 量

较 1 9 6 4 年增加 7
.

8 倍 ( 表 2 )
。

农 田调查占挤蜡总数的 64 %
,

成为 优势种群
。

表 2 黑光灯诱集铜绿金龟数量 ( 武功
、

苹果园 )

脸…二 卜
·

卜
·

卜
·

卜一
_

…
: 1 9

)
1 0 5

1
3

{
2 2 7

{
` 9 7 3

…
` 25 `

…
5 1 1

…
1 4

…
1 7 7 。

}
金纹细蛾 L ` t h o c o l l e t :̀ r `n g o n i e l l a

自 1 9 7 5 年逐年上升
, 2 9 7 6 年 s 月受 害 叶 率

达到 8 0%
,

平均每个叶片有虫疤 2 一 4 个
,

最多一个叶子有虫疤 10 个
,

引起苹果早落

叶
。

此外
,

葡萄斑叶蝉又有回升之势
,

部分地块受害较重
。

这些主要害虫虽只 占害虫总数的 10 %
,

但发生数里很大
,

为害严重
,

对苹果的影响

远远超过其它 90 余种害虫
。

三
、

种群演替原因

总结 4 7 年来苹果栽培历史和对一些主要害虫发生规律的研究
,

我们认为引起主 要

害虫种群演替的原 因有三个方面
。

( 一 ) 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变

大的生态条件改变主要表现在土壤灌溉条件的不断改善
,

影响土壤含水量的变化
,

引起金 龟子种群的演替
。

解放前乃至解放初
,

苹果园和当地农 田基本上没有灌溉条件
。

土壤含水量仅靠 自然降水保持
,

加之管理 粗放
,

杂草丛生
,

这就为棕色金龟子 ( 幼虫生

活的适宜土壤含水量为 15 一 20 % ) 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
。

自五十年代中后期
,

大 多

数农田能灌渠水 1一 2 次
,

六十年代后期
,

全部农田都能灌溉
,

灌溉次数增加到 3 一 5

次
,

土壤含水量大增
;
自六十年代起在渠边路旁大量栽植杨树

;
为铜绿金龟子创造了有

利生态条件
,

自七十年代初逐渐成为金龟子类的优势种群
。

每年 6 一 7 月铜绿金龟子成

虫大批迁入苹果园为害叶片
,

特别是苹果园四周的树受害较重
。

苹果园内小的生态条件改变
,

主要表现在建园定植的前茬作物
、

间作物以及果树混

栽和防风林
、

绿篱等方面
。

1 9 7 2 年冬在一块前茬红首地栽苹果
,

春天三分之二的 树 遭

受蟒槽为害而死亡
。

我们初步观察间作毛苔
、

油菜可增加龟纹瓢虫等天敌
,

减轻苹蚜为害
。

幼树行间种

植红苔
,

大青叶蝉在枝条上的卵块数比间作毛苔的增加 3 倍
。

在六十年代前
,

果园周围栽植皂角
、

刺槐作绿篱
,

为梨网虫: 过冬提供了良好隐蔽场

所
,

致使四周果树受害严重
。

此外刺槐还 常引起扁平 球 纷 尸。 。
ht

。 。
ol ce an `。 m co rn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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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槐尺镬 N a P o e h e公。 , a r o b i , : i a e 的大发生
。

苹果和梨
、

桃混栽 戈栽值地相距很近
,

常引 世 梨小 食心 虫 ` , 。 少肋从 lla m o l se tQ

的大发生
,

并同苹果 卜专移
。

果园 里 种 植 行
{

旧 葵
,

是近 儿 年 桃 蛀螟 且
。 h OC r

oc is

P un o it 介
: al l’s 数 量有队增加的主要原因

。

( 二 ) 防治措施 对昆虫种群 的影响

回顾 凌7 年来苹果害虫防治的历史
,

大体经历了四 个阶段 ( 衣 3 )
。

1
.

三十年代到四 卜年代
,

主要采用人
一

E防治措施
,

以 及少量植物性杀虫剂和无机

杀虫剂
。

有些人工措施
,

如刮树皮
、

扫落叶
、

摘虫 11
一

卜
、

剪虫枝一直延续 flJ 六十年代
。

在

防治病 虫上发挥了一定 作用
。

对一些数量少
、

隐蔽为害的天
,

汗
、

吉丁虫等
j亚过人工防治

即可控制
。

对在落叶过 冬的金坟细蛾
、

扫除落叶有很好作用
,

据我们调查
,

扫落叶的地

块
,

秋季金纹细娥为害率只有 5 一 n %
,

而未扫落 11
一

卜地块高达 80 %
。

但在棕色金 龟子
、

星毛虫数量很大的条件下
,

完全依赖人工措施是难以控制为害的
。

2
.

五十年代
,

在进行人工防治措施的同时
,

逐步大量使用有机抓杀虫剂
,

很快控

制了梨星毛虫
、

梨网蛤
、

葡萄斑叶蝉为害
,

却诱发了红蜘蛛
,

旋纹潜叶蛾开始上升 ( 见

图 l )
。

3
.

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
,

长期大量喷布有机磷杀虫剂
。

许多有机磷杀虫剂

对红蜘蛛有很高杀虫效果
,

但它对天敌昆虫杀伤作用更大
,

残存的红蜘蛛由于没有天敌

控制
,

在夏季高温条件下
,

种群数量增长很快
。

为了证实杀虫剂对山碴红蜘蛛及其天敌

昆虫影响
, 1 9 7 7 年我们在放 任园 ( 图 2 ,

l ) 及喷一
、

三
、

四次杀虫剂试验园 (图 2 ,

I
、

l
、

那 )
,

定期 调查红蜘蛛及天敌效量
,

可以 明显看出广谙性有机磷杀虫剂对山渣

红蜘蛛的诱发 作用
。 一

民期连续使用有机磷的结果
,

红蜘蛛产生了抗性
,

药剂浓度不断提

高
,

喷药次数增多
,

防治费用 明显增加
,

每 亩农药费最高达到 6 8
.

6 8 元 ( 见表 4 )
。

表 4 苹呆历年农药费 ( 元 /亩 ) ( 西北农学院苹果园 )

刃万…忌西晶压; }

司品…同硫两…蕊…蕊
竺竺}

止竺…竺
{

竺
}

当州史翌 {里生

19了3 1 9 7引1 9丁6
、。 ; 8

…
1 9 7 9

…
1 9 8 。

…竺…竺…竺…竺
、

…翌
一土竺

旋纹潜 阵卜蛾的大发 生
,

也是农药杀伤天敌诱发猖撅的结果
,

旋纹潜叶蛾自然天敌很

多
,

在不吹杀虫剂的苹果园里 P I。 。 or t or lP’ : : P
.

寄生率高达 74 % ` ’ 5
·

, 1 9 6 2 年在我院

苹果园里
,

天敌寄生率下降到只有 1
.

6一 8
.

7 %
。

1 9 7 9 年 7 月下旬在不喷杀虫剂试 验区

调查
,

自然天敌寄生率高达 9 3
.

4 %
,

更证明天敌的控制作用
。

4
.

自七十年代中期到现在
,

逐渐使用选择性杀瞒剂娜滴思等
,

红蜘蛛基本得到控

制
, !负药次数逐渐减少

,

防治费用也减少
。

由于这些杀瞒剂对叶蝉
、

金纹 细 蛾作用 不

大
,

葡萄斑叶蝉逐渐有新回升
,

加之不扫落叶
,

引起金纹细蛾近几年大发生
。

( 三 ) 人为引入新的害虫

典型的例子是梨潜皮蛾
, 1 9 5 3 年由青岛引进接德时带虫传入

,

逐渐 繁殖 扩展
,

到

1 9 5 9 年为害严重
,

始 引起人们的重视
。

该虫在山东的自然天敌寄生率 高达 7 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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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杀虫剂对天敌
、

山喳红蜘蛛数量消长的影响 ( 陕西
、

武功 1 9 7 7年 )

为害并不严重
。

传入陕西新区
,

自然寄生蜂虽有 5 种
,

但寄 生率只有 4
.

6一 1 3
.

7 % 〔 “ ’ ,

加上不了解发生规律
,

防治措施跟不上
, 1 9 6 0 年大发生

。

后经研究发生规律
,

加强 防

治工作
,

到六十年代后期即基本控制为害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引起苹果主要害虫种群演替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

但 就 整 体 来

看
,

近三十年来大量使用广谱性杀虫剂
,

对许多主要害虫种群演替起着重要作用
。

四
、

综合治理策略

鉴于以 上对苹果害虫演替规律的了解
,

我们认为
,

为了从根本上治理苹果害虫
,

今

后必须加强昆虫区系调查
,

以及对主要害虫发生规律的深入研究
,

经常分析种群变化特



两北农学院学报 1 9 8 1年竿 4 期

点
,

相应制订综合洽理策略和措施
。

( 一 ) 摸清苹果昆虫区系

搞好害虫综合治理的一个前提
,

就是要熟知木地昆虫区系
,

包括害虫和益虫的主要

种类
。

以往对苹果害虫种类还作了一些工作
,

对天敌昆虫调查了解少
。

由于不 了解害虫

夭敌种类和重要习性
,

保护利用天敌只能是一句空话
。

例如关于梨园蛤的防洽 关 键 时

期
,

过丢都强调在浪荡若虫期喷药才有效
。

据我们观察
,

正 是 在 这个 时 期 跳 小 蜂

A rr he
, 。户几。 少 ls : P

.

寻找浪荡若虫产卵寄生
,

自然寄生牟高达 8 9 %
。

如果这时喷广谱

性杀虫剂
,

虽对梨园蛤有较高的杀伤力
,

但对天敌杀伤力更大
,

这样非但不能控制梨园

纷
,

还可能诱发其更加猖撅 「1 1 ’ 。

我院苹果同
,

每年苗木
、

接穗
、

果品交住多
,

要防止新的危险 病虫传入
,

杜绝某些

病虫向外传播
,

也必须加强苹果昆虫区系调查研究工作
。

( 二 ) 加强发生规律研究

我们曾先后对苹小黄卷叶蛾等六种害虫作过一些研究工作
,

对山橙红蜘蛛等七种害

虫作过一些观察试验
。

但对其发生消长的关键因子缺乏 系统深入研究
,

对群落中种群间

相互关系更没有深入探索
,

甚至对主要害虫的为害损失
、

经济阂值
、

防治指标都缺乏科

学的实验数据
。

综 含洽碑的各项借施
,

都是建立在对气一种主要害虫发生规律深入掌捏

的基础
_

卜制定的
,

只有把各主要害虫的特殊规律搞清了
,

才能制定出综合治理的措施
。

( 三 ) 综合洽理策略

我们自五十年代末
,

至今一直结合生产进行着综合防洽的研究
,

但过去局限于钊
一

对

当时主要害虫的具体防洽措施的综合
,

对整个苹果害虫特点缺乏深入分析
,

统筹考虑不

周
。

我院 当前苹粱害虫有些什么特点呢 ? 可以概括为
“ 三少一多

” :

即蛀果害虫
、

枝干

害虫
、

地下害虫少
,

为害轻
;
食叶害虫多

,

为害重
。

在叶部害虫巾
,

根据其为害特点又可分为三犬类
:

( ] ) 卷叶虫类
,

包括梨星毛虫
、

苹小黄卷叶峨
、

黄斑卷叶峨
,

苹果卷叶蛾
,

淡褐小巢峨等
,

其特点是幼虫卷叶为害
,

自

然天敌多
,

除星毛虫外一般都没有造成过灾害
,

唯苹 小黄卷叶蛾
、

苹果卷叶峨
、

黄斑卷

叶蛾发生严乖时
,

可啃食果皮
,

要注意提防
。

( 2 ) 潜叶蛾类
,

包括金纹细峨
,

旋 纹 潜

升蛾等
,

为偶发胜害虫
,

自然天敌多
,

一船为害并不重
〔 2 “ 了 。

( 3 ) 刺吸叶片的害虫
,

包

括二种红蜘蛛
、

二种蚜虫
,

三种叶蝉和梨网鳍
,

这些害虫都具有生活历期 短
、

世代多
、

繁殖力强以 及自然天敌多的殊点
。

这三类共十多种害虫都是苹果的习居者
,

多属于农药

诱发猖撅害虫
,

减少喷布杀虫剂
,

利用 自然天敌是控制猖撅的主要途径
。

我们自 1 9 7 7 年至 1 9 7 9 年
,

连续三年在苹果园中的一块 10 亩苹果上作了不 喷 剧 毒

杀虫剂的试验
,

食心虫类
、

卷叶虫类的伤果率均在 l % 以 下
,

( 见表 5 )
。

叶片落叶正

常
,

没有因虫害 引起提早落叶
。

根据当前害虫发生特点和近三年的实验
,

我院苹果害虫综合治理的策略应 当是
:

逐

步渐少杀虫剂使用次数
,

保护利用自然天敌
,

加强果树栽培
、

人工防治和其他措施
,

逐

步控制害虫在经济闹值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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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用药水平对害虫的榨制效果 ( 陕西
。

武功 )

州价而妞…份日亏少平
一

—
}又石疏硫石灭丁灭效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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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卜一

- 一` 一 {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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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 7 7 1砒 l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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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电睐 3 15 } 0
.

2 2 } 0 } 0 1 5 3 0 一 1 1 } 5 1

』 ! }次
。

T D N 3 次
。

{ } } } } } {

里 { }对硫磷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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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硫 1 【 1 1 一 { {

拿 …1 9 7 8…谷葡 1
`

次丁
’

杀虽睐一4 { 一 一 一 10 } l } 5
一

年 } } 1 冲
.

T D N I 李州 } } } { } }

蔚 } 1对硫磷 l 次
,

石硫 1 1 { { 1 1 1

一 }1 9 7 9 }合齐(} i 次
,

杀电眯 } 3 } 1
.

9 } 0
.

4 } 0
.

4 1 3 1 2 2 } 5

不 J1 9 7 7! 石硫合齐JJ I 次 } 1 J 0
.

4 1 ! 0 J O { 6 2 J 8 J 3 8

毒 }1 9 7 8 } 石硫合齐}{ z 次 { l j { { J 6 ) 16 J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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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

竺互工…1兰里业土旦二二二
-

止
.

立三二二二兰
( 四 ) 综合治理措施

当前我院苹果主要害虫有山植红蜘蛛
、

金纹细蛾
,

还要注意兼治经常发生的卷叶虫

类
、

蚜 虫类
、

梨潜皮蛾和铜绿金龟子等
。

其综合治理措施 ( 见图 3 ) 是
:

苹果物埃窃 菊芽 开花 幼果 一 -落葡丽一一一一一丽矿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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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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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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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苹果主要害虫综合防治示意图



3 0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

果园建立时

① 选择丰产优质抗病虫品种
;

② 避免重茬栽植
,

应当合理的轮作
;

③ 苹果不宜和梨
、

桃等混栽
,

应间隔

为害
;

] 9 9 1年竿 4 期

·

定距离
,

防 L卜梨小食心虫等相 互转 主

④ 防风林
、

绿篱不得滋生传播害虫
;

2
.

果园间作

⑤ 间作物要不诱发害虫发生
,

对天敌昆虫有利
,

以种植毛苔子等为宜
,

3
.

果树休眠期

⑥ 冬季清扫落叶深埋或用纱笼罩住保护自然天敌
,

防治金纹细蛾等
;

⑦ 刮刷老树皮
,

要根据星毛虫
、

卷叶虫
,

旋纹潜叶峨
,

红蜘蛛数量和天 敌 情

况而定
;

⑨ 树干束草诱集害虫保护益 虫
,

根据诱集种类
、

数量
,

采取适 当 处理 措施
;

⑨ 结合冬季修剪除去蝉类产卵枝等
;

4
.

发芽至幼果期

L 根据星毛虫
、

卷叶虫
、

山喳红蜘蛛
、

梨网椿
、

葡萄斑叶蝉越冬数量及 出 哲

情况
,

金纹细蛾和旋纹潜叶蛾越冬数量和羽化情况
,

确定防治措施
,

是农药防治的关键

时期
,

既要防治主要害虫
,

又要兼治其他害虫
;

L 结合疏花疏果
,

摘除星毛虫和卷叶 虫
;
剪除局部瘤蚜为害枝条集中烧 毁 或

罩笼饲养保护天敌
,

L 运用各种诱集方法 ( 黑光灯
、

性外激素和糖醋液等 ) 诱集苹小黄 卷 叶蛾
、

铜绿金龟子等
,

测报发生期
、

发生量
,

根据发生数量确定防治措施
;

L 五月下旬前期和六月上旬要特别注意苹小黄卷叶蛾
、

金纹细蛾羽化情 况 和

山碴红蜘蛛的数量
,

统筹考虑防治措施
;

@ 六月中下旬作好山喳红蜘蛛
、

梨潜皮峨
、

金纹细蛾调查测报
,

确定防 治 措

施 ,

5
.

果实发育至采收期

L
一

七月中下旬根据害虫发生情况确定防治措施
;

L 及时清扫落叶
、

拣拾虫果
; 人工检查防治舟形 虫

;

L 采收后尽早深耕施肥
,

根据地下害虫的数量
,

确定是否药剂处理土壤
;

L 清理堆果场及果库
,

消灭越冬食心 虫
;

6
.

加强病虫检疫

L 引 i韭苗木
、

接穗
、

科子以 及果品进行检疫检查
,

防止新害虫传入
。

上述综合治理措施
,

要根据病 虫发生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

作到经济
、

有效
、

简便
、

安全
,

病虫长期稳定不造成灾害
。

在实践中要不断总结经验
,

逐步提高综合治理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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