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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试验于1987年在中国农科院兴城果树所综防示范点——辽宁省 金州 三 十 里 堡 苹 果 

园进行。此文应用主分量分析方法研究苹果树不同生长阶段害虫一天敌群落中优势种的组成和 

季节性变化。结果表明，综防区的防治策略有利于保护天敌优势种。常规防治区凭经 验用药， 

忽视了优势种间的食物网联系，导致杀伤天敌，害虫抗药性增加，而再度猖獗。 

关麓词 害虫一天敌优势种群 主分量分析 IPM决策 

在苹果园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中。了解害虫一天敌群落中的优势种组成及季节性变化， 

对于确定防治对象，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天敌控制有害生物，科学地合理用药，协调化 

防和生防的矛盾，切实有效地制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IPM)的策略和措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为此，作者从果园群落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应用主分量分析的方法，对苹 

果树不同生长阶段：开花幼果期(5月10日一 6月10日)、果实膨大期 (6月20日一 8 

月10日)、果实成熟期 (8月20日一 9月30日)害虫一天敌群落优势种组成 及 季节性变 

化进行分析，探索苹果树与害虫一天敌群落优势种之间的 关 系，明确不同管理措施对害 

虫一天敌群落优势种的影响，为苹果园有害生物管理 策 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一

、 试验设计及调查方法 

试验地设立在大连市金州三十里堡红果村。试验 地划 分为 两个 区域：综防区和常 

规防治区，每个区域面积l5亩。 

综防区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兴城果树所的基点，采用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已有六年的历 

史。常规防治区是当地凭常规经验管理的果园。在两个不同的防治区域内，其地势、土 

壤类型、气候条件、品种、树龄、种植密度、栽培管理条件均相似，只有采用的防治措 

施不同 (表 1)。综防区按防治策略和防治指标用药。综合防治的策略：在苹果生长前 

期采用选择性杀螨剂，压低叶螨的密度，中、后期防治桃小食心虫，苹小卷叶蛾掌握在 

第一代卵发生期释放赤眼蜂。 

从 5月10日开始至9月30日止，每隔lO天调查 1次。在综防区和常规防治区各选 4 

’现在湖南省衡阳市农业局植保植检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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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综防区、常规防治区防治措施比较 

药剂浓度 方 法 药荆名称 药荆浓目 月
． 日 防治对象 方 法 药剂名称 月．日 防治对象 (倍 ) (倍 ) 

开 叶螨类 45％硫悬浮 乳剂 2OO x 叶蠕类 45％硫 悬浮乳剂 2OO x 
花 5．4 蚜虫类 树冠 5

． G 蚜 虫类 树冠 
幼 卷叶 虫类 喷 雾 喷雾 40

．7 乐斯苯乳莉 20OO× 果 40．7 乐斯苯乳剂 2OOOx 卷叶虫类 

期 树冠 5O％三环锡 树冠 45％硫悬浮乳荆 200 x 
5．23 叶螨类 4000× 5．29 叶螭类 喷雾 可湿性粉剂 喷雾 4O

．7％乐斯苯乳剂 2000× 

桃小食 地面 25 对硫磷微胶囊 枕小食 树冠 50％对硫礴乳荆 8O0× G
． 17 300× 6．23 

心虫 喷雾 剂 心虫 喷雾 

果 树冠 桃小食 桃小食 

7．1 
喷雾 5O％对硫磷乳荆 1 OOO× 7

．
7 心虫 树冠 5O％对硫磷乳剂 8OO x 

实 心虫 (挑治 喷雾 

金冠 ) 

膨 枕小食 树冠 

8．1 

喷雾 枕小食 树冠 

心虫 (重点 青虫菌 6号液剂 1 000x 7．1 6 心虫 喷雾 5O 对硫礴乳荆 8O0X 

大 国光 ) 

6·11 苹小卷 500头／株 
叶蛾 

期 6．15 苹小卷 1500头／株 8
． 10 

枕小食 树冠 
叶蛾 释 放 赤 眼 蜂 心虫 喷雾 50％对硫磷乳趔 800 x 

G．2O 苹小卷 1 000头／株 
叶蛾 

果 

实 枕小食 

成 9．2 心虫 树冠 50 对硗礴乳 800 x 
熟 喷雾 
期 

个品种：国光、金冠、红玉、元帅，每品种随机选取 5棵树。将选定的树进行标记，采 

取定点定时的系统调查方法。每棵树分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先目测在树冠活 

动性大的害虫及天敌，然后调查地面活动的昆虫，再调查树干和树体上的昆虫。对不同 

种类的昆虫采用不同的取样方法，如蛀果害虫，每棵树调查100个果 实，统计卵数和蛀 

孔数；叶螨的调查，在每棵树不同方位各取 4叶片，共2O叶片，记载百叶叶螨的种类及 

数最等。 

将综防区成年树不同品种 (国光、金冠、红玉、元帅 )全年调查的15次资料，分阶 

段累计各种类的数量，整理成各阶段害虫、天敌群落调查表。采用主分量分析方法，取 

累计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前几个主分量，估计各物种对主分量的贡献，并分别选负荷 

I邑最大值的物种代表第一、二、三主分量。全部数据用BASIC语言编制的程序 在M一340 

巾型机运算通过 (表 2、3)。 

二、结 果 与 分 析 

1．苹果园害虫、天敌优势种 

主要是桃小食心虫 (Carposina niponensis Walsingham)、山楂叶螨 (Tetrany- 

ahus viennensis Zaeher)、苹果瘤蚜 (Prunomyzus sakurae Mats．)、金毛虫 (Eupro- 

ctis similis Fuess)、金纹细蛾 (Lithocolletis rinfloniella Mats．)O天敌主要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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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蛉 (Chrysopa sinica Tjeder)、食蚜蝇 (Syrphidae)、步甲 (Carabidae)、甲腹 

茧蜂 (Chelonus sp．)。 

2．苹果园害虫一天敌群落优势种的季节性变化与苹果品种物候期害虫、天敌的生物 

学、生态学特性的关系 

(1)在开花幼果期 (5月10 LI前后 )，苹果树枝条吐绿展叶，柏继开花，为出蛰 

早、喜食嫩叶的金毛虫、苹果瘤蚜、山楂叶螨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接着，中华草蛉、 

食蚜蝇跟随这些害虫优势种的发生而进入果园。 

(2)在果实膨大期，桃小食心虫蛀果为害。由于越冬幼虫出土时间长，幼虫老熟 

后脱果入土，为活动在地面的桃小食心虫天敌——步甲提供了食饵，捕食量也较大。此 

时，山楂叶螨仍然是为害苹果叶片的优势种，山楂叶螨的天敌——中华草蛉和食螨瓢虫 

数量也多。据作者1987年 8月室内饲养观察所知，每头中华草蛉成虫捕食山 楂 叶 螨， 

每日捕食量为l0．67一l5．45头。食螨瓢虫成虫捕食山楂叶螨活动 虫 态，每 日捕食量为 

17．25—25．3头，食螨瓢虫幼虫的日捕食量为11．31—19．99头。在这个时期，如能 合 理 

地施用杀虫剂，避免受到农药的干扰，天敌可以控制叶螨为害。 

(3)在果实成熟期，金纹细蛾和苹果瘤蚜的发生在秋梢上比较明显，除了食蚜蝇 

是苹果瘤蚜的天敌外，甲腹茧蜂、步甲成为天敌优势种是由于脱果入土的桃小幼虫提供 

食料所致。 

综上所述，果园生态系中的各种生物群落，包括植物群落 (苹果的不同品种 )、动 

物群落 (害虫亚群落、天敌亚群落 )，其优势种之间以营养和信息的联系，形成复杂的 

食物链索，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推动整个果园生态的发展。 

3．苹果园害虫一天敌群落优势种组成及其季节性变化与果园IPM决策的关系 

(1)果园IPM的目标是针对害虫优势种即关键性害虫。 “六五”期间，中国农科 

院兴城果树研究所曾把桃小食心虫、叶螨类和卷叶虫作为防治对象，并把桃小食心虫作 

为第一靶标害虫。以上防治对象的确定与本文用主分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吻合的。 

(2)苹果害虫一天敌群落优势种的季节性变化是制定防治策略和防治 措 施的重要 

依据。通过主分量分析可知，山楂叶螨既是开花幼果期害虫优势种，同时又是果实膨大 

期的害虫优势种。在开花幼果期，压低虫口基数，有利于控制果实膨大期山楂叶螨的数 

量。因为，山楂叶螨发生世代多，繁殖力强，虫体在药剂选择下易产生抗药性。同时， 

亦应看到叶螨的天敌跟随现象比较明显。在开花幼果期有中华草蛉，在果实膨大期又有 

食螨瓢虫。如果在开花幼果期不选用选择性的杀螨剂，势必破坏食物链上天敌一环，从 

而使害螨失去天敌的控制，在果实膨大期，既要防治桃小食心虫．又要防治叶螨，而应 

把桃小食心虫作为主攻对象。据作者1987年在综防区用桃小食心虫性 诱剂诱蛾 试验 所 

知，从 6月13日到 8月18日在诱捕器中都能诱到雄蛾，全年发蛾出现两个高峰，即 6月 

下旬后半期，7月25日至 8月 5日。在 6月17日开始地面防治桃小食心虫，7月 1日按 

防治指标对金冠品种进行挑治，8月 1日使用 1次青虫茵，重点放在国光品种上，而常 

规防治区连续用了5遍对硫磷乳剂。由此可见，在综防区加强地面防治，减少树上施药 

可以减少用药量和果品污染，降低防治费用，保护树上天敌的正常活动 (中华草蛉和食 

螨瓢虫 )，解决了长期以来因防治食心虫而引起叶螨猖獗为害的问题。经济效益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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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显著。在常规防治区多次使用广谱性杀虫荆对硫磷乳剂，使果园生态系的动态平衡 

遭到破坏，叶螨猖獗成灾， 7月20日，常规防治区苹果树叶片落掉二分之一， 8月10日 

前后，叶片落掉三分之二，而综防同的苹果树叶片浓绿。 

(3) 果同IPM实施后， ． 虫优势种纠成的变化。： 吲生态系统一{-的各种联系， 

借综复杂，山j：各个环 在果 生态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小 ，影响的大小也就各异。从 

主分量分析可知，随防治措施的改变，害虫优势种的种类也在发生变化。如苹小卷叶蛾 

由主要害虫变成次要害虫，主要是采用释放赤眼蜂控制其为害。1987年，在苹小卷叶蛾 

卵发生期，于 6』j 11日、G月15日、 6月20日释放赤眼蜂，放蜂量 分 别 为500头／株， 

1500头／株、1000头／株，6月30日调查，卵寄生率达60．63％。而苹果瘤蚜、金纹细蛾， 

金毛虫由次要害虫上升为害虫优势种，其原因：①在开花幼果期，中华草蛉、食蚜蝇的 

食饵多，天敌对苹果瘤蚜的专一性差；②苹果瘤蚜为害嫩叶后，叶片卷曲，形成特定的 

小生境免受天敌的攻击；⑧苹果开花幼果期采用丁选择性杀螨剂，减少丁杀虫剂的树冠 

喷雾次数；在果实膨大期，加强地面防治，减少树冠喷药，苹果瘤蚜、金毛虫、金纹细 

蛾的为害有逐年加重的趋势，这是果园IPM实施后出现的新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STUDlES 0N THE D0MlNANT SPEClES C0MP0Sn’l0N OF lNSECT 

PEST—NATURAL ENEMY C0MMUNITY AND ITS SUCCESSION 

lN APPLE 0RCHARD AND 0RCH ARD lPM STRATEGIES 

Fang Ghunsheng Huang Kexun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Beijin9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Zhang Ciren 

(X ingcheng Institute o f Pomology，Chmese Academy 

o|Agriculturat Sciences，Xingchcng、 

In 1987，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on apple insect pests and natural 

enemies were conducted in an IPM demonstration area in suburb of Jin- 

zhou， Liaoning Province．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es， 

the composition and seasonal succession of dominant species in insect 

pest～natural enemy community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PM strategies was in favor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 

tural enemies，while in routine control area，the food web among those 

dominant species were ignored by empirical pesticide treatments， 

causing the significant population decrease of natural enemies， increase 

of pesticide resistance and resurgence of apple insect pests． 

Key wo rds insect pest——natural enemy community princiapl coin‘· 

ponent ana1ysis—— orchard IPM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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