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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设施桃园桑白蚧发生及空间分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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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采用平行跳跃取样法对设施桃树上的桑白蚧发生危害及空间分布进行了调查。结
果表明：桃树品种对雌雄虫的发生有不同的影响，蟠桃园的雌蚧虫数量显著多于油桃园，而雄蚧
虫在二者间则没有差异；蚧虫在空间上有聚集分布的趋势，但在枝条或树干上的分布没有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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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白 蚧（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Ｔａｒｇｉｏｎｉ－Ｔｏｚ－
ｚｅｔｔｉ））属同翅目盾蚧科害虫，又名桑介壳虫、黄点介壳

虫、桑盾蚧、树虱等，是桃、李树等的重要害虫［１－２］。在我

国从海南至辽宁等多地均有分布。其雌雄异型，以雌成

虫和若虫群集固着在枝干上吸食养分，严重时灰白色的

介壳密集重叠，致使枝条表面凹凸不平，枯枝增多，甚至

全株死亡。特别在保护地温湿度较高的条件下发生，逐
年严重，已成为设施桃 树 的 重 要 害 虫 之 一，且 较 难 防

治［３－４］。目前有较多关于该虫的形态与生物学特性等文

献报道，但其在设施桃园中的发生及空间分布特点尚鲜

见相关研究报道。明确桑白蚧在保护地桃园的发生与

分布特点，将为科学有效的制定控制措施提供重要的技

术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调查地点为北京平谷县山东庄镇鱼子山村设施桃

园，面积１０　０００ｍ２左右，内有５０行桃树，其中蟠桃与油

桃品种各占１／２。每行种４～６株，共２５０～３００株，桃树

留有东西２条主枝，每主枝有１０～１５根枝条。

１．２　试验方法

调查时间为１月下旬。采用平行跳跃取样法，每间

隔４行为１个调查行，每行任选１株，共调查１０株。每

树杈任选２枝条和一段约２０ｃｍ长的树杈主干，调查并

记录其上的桑白蚧雌雄虫数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蟠桃与油桃桑白蚧发生数量比较

由表１可知，蟠桃上的雌雄虫的平均发生量均在４０
头以上，且桑白蚧发生量显著高于油桃。

表１　蟠桃与油桃间桑白蚧发生数量的比较

品种 雌虫数 雄虫数

蟠桃 ４１．２±１３．０ａ ４０．８±２２．９ａ

油桃 ３．０±１．８ｂ １．２±１．２ｂ

　　注：表中数据为 Ｍｅａｎ±ＳＥ。ｔ测验，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下同。

２．２　桑白蚧在桃树枝条和树干的分布比较

由表２可知，对蟠桃品种，桑白蚧在树干上发生量

最大，平均发生量达到４３头以上，而在枝条上，桑白蚧发

生量稍低，约为３９头，但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对油桃

品种，桑白蚧在枝条和树干上的平均发生量均低于４头

以下，且也无明显差异。

表２　桑白蚧在桃树不同部位发生量的比较

调查部位 蟠桃 油桃

枝条 ３８．６±４．４ａ ３．８±３．１ａ

树干 ４３．４±３３．２ａ ０．４±０．４ａ

２．３　桑白蚧在桃园的空间分布

采用隔行调查，对设施桃园桑白蚧发生的空间分布

进行了初步调查。从表３可以看出，蟠桃品种，以第１０
行桑白蚧雌虫和雄虫数量最多，分别约为４２、６５头，且显

著高于其它调查行。油桃品种，第１０行桑白蚧数量也

显著高于其它调查行。结果显示，对于不同品种设施

桃，桑白蚧均表现出有聚集分布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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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雌雄蚧虫的个体数量比较

行数
蟠桃 油桃

雌虫 雄虫 雌虫 雄虫

第５行 １９．０±１１．０ａｂ　 ０．０±０．０ｂ １．５±１．５ｂ ０．０±０．０ａ

第１０行 ４１．５±１．５ａ ６５．０±１５．０ａ ５．０±０．０ａ ３．０±３．０ａ

第１５行 ５．０±５．５ｂ １１．０±１１．０ｂ ０．０±０．０ｂ ０．０±０．０ａ

第２０行 ２７．５±０．０ａｂ　 １０．０±１０．０ｂ ０．０±０．０ｂ ０．０±０．０ａ

第２４行 １０．０±１０．０ｂ １６．０±１６．０ｂ １．０±１．０ｂ ０．０±０．０ａ

　　注：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新复极差法。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桑白蚧发生和为害主要以雌成虫和若虫群集寄生

在主干与侧枝上，通过针状口针刺入植株的皮内吸食汁

液，导致被害植株养分供应不足［５］。桑白蚧本身的活动

和扩散能力差，主要是通过卵借助风力传播。蟠桃桑白

蚧虫量多可能因为其紧临通风口的缘故，而油桃离通风

口较远。另外对相邻大棚的随机抽样观测也表明，处于

风口一侧的桃树蚧虫的发生量多于远离风口的一端。
调查期间，大棚内温度尚低，蚧虫还没有开始活动。因

此推测，蟠桃的雌蚧虫数量显著多于油桃园的主要原因

很可能是其靠近风口而易于受到传染，而非桃树品种不

同及其发育期差异引起的（蟠桃发育早于油桃约１个

月），蚧虫的虫源可能是秋冬之际来自附近露天桃园。
但不同品种对桑白蚧发生危害的影响还应进一步研究

明确。有文献报道，不同桃树品种桑白蚧危害情况有所

差异［６］。
调查期间，桑白蚧的种群平均密度约为２２对／株，随

着温度的逐步升高，蚧虫开始逐渐发育、生殖，种群密度

将进一步增加。桑白蚧在北方地区露地桃园通常１ａ发

生２～３代，以第２代或第３代受精雌成虫在２ａ生以上

枝条上群集越冬，翌年３月中旬前后，树体萌动时开始

吸食危害［６－７］。设施桃树在１～５月期间处于重要生长期

和成熟期。且设施环境条件（温度、湿度）有利于桑白蚧

发生和为害，因此，桑白蚧将是对设施大棚桃生产造成

危害损失的重要害虫之一。
建议工作人员在农事操作时，有风情况下应及时关

闭大棚门，棚内通风最好选在无风天气，以减少桑白蚧

传播扩散。此外，在通风口安装防虫网也是有效的防御

措施之一。对于越冬雌成虫聚集受害严重的枝条，可以

结合修剪措施，消灭虫源。受害不太严重的，可在桑白

蚧越冬雌成虫未苏醒前，进行树干和枝条刮除。药剂防治

主要以５波美度的石硫合剂、１．８％阿维菌素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倍等药剂进行处理［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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