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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寄主上桃蛀果蛾的滞育研究

花保祯　曾晓慧　张　皓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调查了桃蛀果蛾 Carposina sasak ii在杏、桃、枣、苹果、海红、梨、槟子、山楂、酸

枣等寄主上幼虫的滞育情况和年发生代数 ,研究了杏和海红上幼虫滞育对光周期的反应。 结

果表明 ,桃蛀果蛾在桃、枣和苹果上一年发生 1～ 2代 , 50%个体进入滞育时间在 8月上旬 ;在

杏、海红、梨、槟子、山楂和酸枣上一年只发生 1代 ;滞育的临界光周期 ,在杏上略长于 12 h,海

红上接近 15 h.讨论了滞育在桃蛀果蛾生活史趋异和物种分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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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蛀果蛾 Carposina sasak ii Matsumura是我国多种果树上重要的蛀果害虫
[1～ 2 ]。 它

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季节生活史 ,包括越冬幼虫出土期、成虫发生期、幼虫脱果期、进入滞

育的时间 ,以及发生代数等 ,均有一定差异
[3 ]
。在 25℃恒温、 L15∶ D9光周期条件下 ,人工

饲养的不同寄主来源幼虫的滞育率差异悬殊 ( 0～ 100% ) ,反映了各自幼虫滞育临界光周

期的差异 [ 4]。但桃蛀果蛾的滞育仅在苹果上进行过研究 [5～ 6 ]。而它的寄主植物多达 10余

种 ,且在不同寄主上的季节生活史差异明显 [3～ 4 ] ,如杏和山楂上成虫发生期相差 2个多

月 ,有可能已经形成季节性生殖隔离。为此 ,在季节生活史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了几种寄主

上桃蛀果蛾的滞育调查和光周期反应试验 ,结果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虫果的采集与滞育率统计

　　采集虫果的寄主植物 (地点 )分别为:杏 Prunus armeniaca (陕西周至、商州、乾县 ) ,桃

P . persica (陕西临潼、凤县 ) ,枣 Zizyphus jujuba(陕西彬县 ) ,苹果 Malus pumila (陕西杨

凌 ) ,海红 P. pruni folia (山西保德、陕西凤县 ) ,槟子 P. asiat ica (山西保德、太谷 ) ,山楂

Crataegus pinnati f ida (河南济源、辉县、陕西杨凌 ) ,梨 Pyrus sp. (辽宁绥中 ) ,酸枣 Z .

spinosus (陕西乾县、杨凌 )。采集不同寄主上的虫果带回室内 ,置于塑料网筐内 ,网筐放在

大塑料桶上 ,桶内铺约 10 cm厚沙土供幼虫结茧。每天更换塑料桶 ,逐日记载脱果幼虫数 ,

统计长茧和圆茧数量 ,以圆茧作为滞育个体 ,计算滞育率。

1. 2　幼虫滞育的光周期反应

越冬代成虫产卵后 ,等卵即将孵化时接至人工饲料。人工饲料配方及幼虫饲养采用姜

元振等 [7 ]的方法。 饲养条件为 25℃恒温 ,光照设置 0, 6, 12, 14, 14. 5, 15, 16, 18, 20, 24 h

收稿日期　 1998-03-20

课题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39570095

作者简介　花保祯 ,男 , 1962年生 ,副教授 ,博士



等 10个光周期处理。 幼虫脱出饲料后 ,统计各处理下幼虫滞育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自然脱果幼虫的滞育率和发生代数

　　杏　 1995年 6月 10日在陕西周至楼观台采集的虫杏 ,幼虫从 6月 12日开始脱果 ,

22日脱果结束 ,共结 185个圆茧、 2个长茧 ,滞育率 98. 9% . 6月 13日和 14日在陕西商

州市城关镇北 1. 5 km处山顶及蒲峪乡石槽村采集的虫杏 ,其中城关镇杏果幼虫处于脱

果末盛期 ,石槽村海拔较高 ,采集时仅个别幼虫脱果 ,到 6月 22日为止 ,共结 406圆茧 , 2

长茧 ,滞育率高达 99. 5% . 1993年 6月中旬在楼观台和乾县枣子沟调查 ,杏果内脱出的

桃蛀果蛾幼虫 ,滞育率均为 100% . 这说明 ,桃蛀果蛾在杏上一年只发生 1代 ,其发生期与

杏果物候期已经形成高度一致的同步配合。

桃、枣、苹果　 1994年 7月 23日和 8月 8日分别采自临潼和凤县桃园 , 7月 17日采

自杨凌苹果园 , 8月 8日采自彬县枣园 ,其桃蛀果蛾脱果幼虫滞育情况见表 1.

表 1　 3种寄主上自然脱果幼虫滞育情况 (陕西 , 1994)

寄主植物 日期 / (月·日 ) 总茧数 /个 长茧 /个 圆茧 /个 滞育率 /%

桃 (临潼 )

7· 29 16 9 7 43. 8

8· 1 21 6 15 71. 4

8· 3 19 8 11 57. 9

8· 5 53 26 27 50. 9

8· 7 14 5 9 64. 3

8· 9 11 5 6 54. 5

桃 (凤县 )

8· 11 3 0 3 100

8· 13 8 0 3 100

8· 15 31 0 31 100

8· 17 73 0 73 100

枣 (彬县 )

8· 11 52 18 34 65. 4

8· 13 68 19 49 72. 1

8· 15 52 7 45 86. 5

8· 17 25 1 24 96. 0

8· 19 18 1 17 94. 4

8· 21 8 0 8 100

苹果 (杨凌 )

7· 24 94 81 13 13. 8

7· 28 51 43 8 15. 7

8· 1 191 131 60 31. 4

8· 3 69 32 37 53. 6

8· 5 101 51 50 49. 5

8· 7 116 42 74 63. 8

8· 9 73 31 42 57. 5

8· 11 55 18 37 67. 3

8· 13 62 21 41 66. 1

8· 15 32 13 19 59. 4

8· 17 45 5 40 88. 9

8· 19 4 0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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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可以看出 , 8月上旬从桃果中脱出的幼虫 ,滞育率已达 50%左右 ,而 8月中旬

脱果的滞育率为 100% ,说明在陕西 ,桃上的桃蛀果蛾一年可发生 1～ 2代 ;陕西枣上的桃

蛀果蛾也是一年发生 1～ 2代 ,只是进入滞育的时间稍晚。苹果上 7月下旬脱果的幼虫绝

大部分结长茧化蛹而继续发生第二代 , 8月 3～ 5日脱果的幼虫 ,其滞育率接近 50% ,说明

苹果上桃蛀果蛾也是一年发生 1～ 2代。

以上结果说明 , 50%个体进入滞育的脱果时间 ,无论是苹果、枣 ,还是桃 ,均出现在 8

月上旬 ,这与在辽宁的调查结果有较大差异。 在辽宁 ,苹果中的桃蛀果蛾幼虫 , 7月 25日

以前脱果的个体基本上不滞育 , 8月上旬脱果的滞育率不超过 20% , 8月中旬达 50% , 8

月 20日以后的绝大部分个体进入滞育 [7 ]。 也就是说 ,陕西苹果上的桃蛀果蛾进入滞育的

时间比辽宁早 10 d左右。

海红、槟子、山楂、梨、酸枣　 1994年和 1995年分别调查了各地桃蛀果蛾在海红、槟

子、山楂、梨、酸枣等 5种寄主上的发生情况。由于在这些寄主上幼虫脱果时期较晚 ,最早

也在 8月中旬以后 ,有些甚至到 9月底才脱果 ,脱出的幼虫全部结圆茧滞育。 所以桃蛀果

蛾在这些寄主植物上一年仅发生 1代。

2. 2　杏和海红上桃蛀果蛾滞育的光周期反应

不同光周期条件下饲养的杏和海红来源的桃蛀果蛾老熟幼虫滞育情况见图 1.

图 1　桃蛀果蛾滞育的光周期反应曲线

从图 1可以看出 ,杏上桃蛀果蛾滞育的临界光周期为 12～ 13 h,极靠近 12 h.由于低

龄幼虫期在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 ,这时陕西关中地区的光照时数为 14. 23 h左右 ,远长于

临界光周期 ,所以在杏上发生代数为 1年 1代 ,与杏园实际调查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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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红上桃蛀果蛾滞育的临界光周期为 14～ 15 h,低龄幼虫发育期间的光周期短于

13. 93 h,明显短于临界光周期 ,使所有脱果幼虫均进入滞育状态。

杏与海红相比 ,桃蛀果蛾幼虫滞育的光周期反应有明显差异。在 12 h光照时 ,杏上桃

蛀果蛾滞育率为 66. 7% ,而海红上却为 100% ; 14 h光照时杏上幼虫滞育率为 90. 9% ,而

海红上仅为 60% . 这说明 ,滞育的光周期反应在不同寄主间桃蛀果蛾的生活史趋异中可

能有着重要作用。

3　讨　论

根据 3年调查 ,桃蛀果蛾在杏上 1年仅发生 1代 ,这与何金燕等 [ 8]报道的“商州市蒲

峪乡杏果内脱出幼虫滞育率 30. 1% ～ 33. 5% ,绝大多数个体羽化出第一代成虫”的结论

有较大出入。1995年 6月 14日在商州市蒲峪乡石槽村调查 ,共收集 325头茧 ,其中只有 2

头长茧 ,其余均为圆茧 ,说明桃蛀果蛾在杏园应为 1年 1代。 但石槽村杏果中除桃蛀果蛾

外 ,还脱出了许多结长茧的梨小食心虫 Graphol itha molesta Busck.何金燕等 [8 ]“多数个体

结长茧”的结论 ,可能是把梨小食心虫的长茧误认为桃蛀果蛾所致。

关于桃蛀果蛾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发生世代数 ,作者认为在我国广大地区 ,杏、李、

梨、山楂、海红、槟子、酸枣等寄主上均为 1年 1代 ,而在苹果、枣、桃上 1年可发生 1～ 2

代 , 50%个体进入滞育的时间陕西在 8月上旬 ,辽宁在 8月中旬。

各寄主生物型间生活史趋异形成生殖隔离 ,但与各自寄主植物结果物候期保持同步

的机制 ,可能主要是滞育后发育所需的有效积温和临界光周期不同。滞育后发育所需的发

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控制着越冬幼虫出土时间和成虫发生期的早晚 ,而进入滞育的临

界光周期控制着年发生代数。梨、山楂、酸枣、海红等寄主上 ,由于滞育后发育所需有效积

温较高 (待发表 ) ,所以越冬幼虫出土期和成虫发生期均很晚 ,保证了 1年仅发生 1代。杏、

李上的桃蛀果蛾滞育后发育所需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均较低 ,所以幼虫出土时间和

成虫发生期均很早 ,与杏、李结果早这一物候现象保持同步。 但夏初杏果、李果成熟后 ,整

个夏、秋均无果实供应 ,所以在其上生活的桃蛀果蛾几乎全部进入滞育状态 ,这在陕西和

福建
[ 9]
情况相似 ,保证其不再发生第 2代。与此相适应 ,杏生物型的临界光周期极短 ,仅略

微超过 12 h /d.因此作者认为 ,滞育在不同寄主间桃蛀果蛾的生活史趋异和物种分化中

可能起着重要作用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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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pause of Carposina sasakii M atsum ura

( Lepidoptera Carposinidae) on Various Host Plants

Hua Baozhen　 Zeng Xiaohui　 Zhang Hao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 ion , Northwestern A gricultural Univer si ty ,Yang ling , Shaanx i 712100)

Abstract　 The incidences o f the g row n larv al diapause in the peach frui t bo rer

( PFB) , Carposina sasakii M atsumura, are investig ated on several ho st plants. The re-

sponses of diapause to pho toperiods a re studied both on Prunus armeniaca and Malus

pruni folia. The results show tha t PFB can complete 1 to 2 generations per year on P.

persica , Zizyphus jujuba , and M. pumila , on which 50 percent of larv ae enter diapause in

early August, but it completes only one generation per yea r on P . armeniaca ,M. pruni-

fol ia , Pyrus sp. , M. asiatica, Crataegus pinnatif ida , and Zizyphus spinosus. The cri tical

photoperiod is slightly longer than 12 h /d on P . armeniaca and nea rly 15 h /d on M.

pruni folia. The functions of diapause in the seasonality diversi fica tion and speciation in

PFB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Carposina sasakii , diapause, v o ltinism , speci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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