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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小食心虫 [Grapholitha molesta ( Busck）]简称

梨小。 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各桃、梨产区普

遍发生；在桃、梨混栽的果园发生尤为严重。 该虫为

害对象包括桃、苹果、李、杏、海棠、樱桃、杨梅等的

新梢，梨、桃、苹果、李、梅、杏、枣、木瓜、樱桃、山楂、
榅桲、枇杷等的果实。 受害果实被蛀后腐烂，俗称

“黑膏药”。 近年来我国果业发展迅速，梨小食心虫

也随之频繁暴发，种群数量迅速上升，已成我国，尤

其是北方果树的头号害虫。 目前出现 3 大暴发征

兆：分布区域迅速扩大、年发生世代数普遍增加、药

治效果下降，抗药性明显上升。 预测未来会继续上

升或居高不下。 目前，防治该虫基本依赖化学药剂。
随着用药量的不断增大，抗药性明显上升，造成一

系列经济生态学问题。 使用性诱剂是种群动态监测

和无公害防治的有效措施之一，具有灵敏、专一、高

效、经济、不伤害天敌、不易产生抗性、不污染环境、
操作简便等优点。 梨小食心虫成虫体小、寿命较短，
活动范围较小，对性诱捕防治要求不高。 雌、雄成虫

一生基本仅交配 1 次，诱杀 1 头雄虫约相当于消灭

1 头雌虫，是性诱剂诱杀防治的理想对象。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内、外成功合成梨小食心虫性诱剂，示

范应用效果较好。 但该性诱剂组分复杂，加上缺乏

比较规范的使用方法，使其推广受到限制。 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经 5 年系统研究， 筛选研发出 1 种

新型、 高效梨小食心虫性诱剂，2009 年在河北、安

徽、山西、北京多点试验、示范，诱蛾效果达到现有常

规性诱剂的 3~5 倍，田间有效期长达 100d，使用成

本大幅下降，具有良好的生态、经济价值 [1]。 笔者根

据长期研究、试验，广泛收集各地经验，归纳整理出

梨小食心虫高效性诱剂的使用方法以及常 见的技

术问题。 现介绍如下。
1 诱杀防治技术

诱杀防治是目前梨小食心虫高效性诱剂的主要

用途。 需要诱芯（载体加性诱剂后称诱芯或散发器）
结合适宜的诱捕器以发挥作用。常用有水盆诱捕器、
黏胶诱捕器和圆筒诱捕器 3 种。各种诱捕器的构成、
使用方法不同，诱蛾效果也存在差异。
1.1 诱捕器种类、构成、使用方法

1） 水盆诱捕器。 选用直径 25 cm、深 8 cm 左右

的硬质再生塑料盆（以绿色最好，其次为蓝、黄、红、
棕、黑、白色），在盆沿下方 1.5 cm 处钻 3 个排水孔

（3 孔呈等边三角形），对应任 1 排水孔，在盆沿再钻

1 个孔， 用 3 根 35 cm 长的 18~20 号细铁丝通过排

水孔将 1 端固定在盆沿上， 再将另一端拉齐， 在 6
cm 处折弯，套在 1 个 S 形 18 cm 长 的 12 号铁丝钩

上。 另取 1 根 35 cm 长的 18 号细铁丝穿过诱芯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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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塞小头，沿盆口圆平面 1 条直径线的位置上固定

在盆口上，将诱芯移至铁丝中央即盆口平面的圆心

处，并使诱芯开口朝下。 盆内注清水至排水孔，加1
勺洗衣粉或少量洗涤液，搅匀。 调节铁丝高度，使诱

芯底部高出水面 0.5~1.0 cm。
果园布放诱捕器方法是 将诱盆铁丝 钩直接挂

在树枝上即可，高度以 1.8 ~3 m 为宜，在一些树冠

较矮的桃园，应尽量挂得高些。 挂诱盆的位置应选

择枝、叶松散，树冠阴面较开阔处为佳，尽量避免在

房屋等高大障碍物附近悬挂。 果园布放诱捕器数量

一般每 667 m2 放 5 盆，边缘地带适当放密些，面积

较大果园可均匀放置。 如因条件限制而使用其他盛

水容器（如大碗）代替标准水盆时，每 667 m2 应适当

增加 1~3 个诱捕器，以保证杀虫效果。
果园布放诱捕器后， 每天 傍晚需调节 铁丝高

度，保持诱芯距水面 0.5~1.0 cm。 一般每 2~3 d 在盆

中补加清水至排水孔。 注意及时清除死虫及沉淀，
最好用金鱼网清除，也可用自制的铁丝、纱网清除。
每 10 d 或大雨过后补加洗衣粉或洗涤液。水脏时应

及时换水。
2） 黏胶诱捕器。缺水果园可考虑使用黏胶诱捕

器。 该诱捕器呈三角柱形， 由展开为 25 cm×75 cm
或 30 cm×75 cm 的长方形瓦楞纸围成，横向开口呈

等边三角形，内壁底面或 3 面贴黏胶薄膜。 性诱芯

用细铁丝挂在框架内部，距离底面 1~2 cm。 根据黏

胶性能和环境条件，一般 15~30 d 换 1 次黏胶薄膜。
黏胶诱捕器放置位置与水盆诱捕器类似。

3） 圆筒诱捕器。对位于山地等不方便进出的果

园，可考虑使用圆筒诱捕器。 该诱捕器可用 12 号铁

丝做骨架，两端和中部共套 3 个直径 20 cm 的铁丝

圆圈，制成直径 20 cm、长 45 cm 的圆筒框架，筒外

用厚塑料严密包裹。 圆筒两端横向开口安装用铁质

纱网或塑料纱网制作的漏斗，漏斗大口（朝外），直

径 20 cm，小口（朝内），直径 1.2 cm。 用细铁丝将诱

芯挂在圆筒内部中央。 诱捕器放置位置与以上两种

诱捕器相同。 使用该诱捕器诱蛾，进入筒中的蛾子

一般不必清理。
以上 3 种诱捕器的诱蛾效 率比大致为 水盆诱

捕器∶黏胶诱捕器∶圆筒诱捕器＝3∶2∶1。 材料成本以水

盆诱捕器最低，黏胶诱捕器最高。 管理用工以水盆

最多，圆筒最少。 用于虫情监测时，宜选用标准水盆

诱捕器， 以增加监测灵敏性和记录数据的可比性。
根据果园类型决定监测用诱盆个数，一般设 3 个诱

捕器，呈三角排列在果园边缘，诱捕器之间距离 30
m 以上。 每天清早查虫（防止鸟吃虫），傍晚加水。
1.2 诱芯保存方法 高效诱芯的有效期因存放环

境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18 ℃密封可保存 24 个月，
室温密封可保存 12 个月，田间暴露条件下可保存 3
个月。 对暂不使用的性诱剂不要开袋，已经打开的

可用塑料袋密封后低温保存，次年使用的需冷冻或

冷藏保存（最好 0 ℃以下保存，性诱剂无毒，可放在

家庭储藏食品的冰箱中）。
1.3 梨小食心虫高效性诱剂田间使用时间 田间

诱杀防治最好于越冬代开始，多年连续、贯穿全年、
大面积连片使用效果更佳。 由于该高效诱芯田间有

效期长达 100 d，因此，在我国北部每年只需要更换

1 次诱芯即可，即从 3 月下旬前后开始使用，6 月底

前后更换诱芯，直至季末。
2 迷向防治技术

梨小食心虫高效性诱剂还可用于迷 向（mating
disruption 干扰交配）防治。 用于迷向防治的梨小食

心虫高效性诱剂不需要诱捕器，只是将专用的迷向

诱芯直接挂在树上即可。 根据诱芯剂型和地形，一

般每 667 m2 挂 30~60 个。 迷向防治不需管理成本，
防治效果较好，发达国家应用较多，但材料成本较

高。 目前在我国一般产值的果园不太适用。 粗略估

计， 每年用于迷向防治的材料成本每 667 m2 约需

100 元，而水盆诱杀防治仅需 15~20 元。
3 性诱剂应用中常见问题

1） 水盆缺水。诱芯离水面太远，水太少，严重影

响诱杀效果。 无水时则完全无效。
2） 水中无洗衣粉或洗涤剂。蛾落水后大都会逃

逸。
3） 使用软质塑料水盆。软质塑料水盆在田间条

件下易发软、变形、开裂、漏水，且售价高于硬质再

生塑料盆。
4） 水盆无排水孔。 下雨时诱芯易浸水。 诱芯短

时浸水捞出后可继续使用，但浸在水中则无效。
5） 用饮水瓶代替水盆。农民自发用矿泉水瓶做

成诱捕器，诱捕效果很差。 确实受器材限制时，可用

饭碗、厚塑料布扎成水兜等盛水器具代替水盆。
6） 诱捕器放置高度不够。 有的仅放于距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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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m 高处，与适宜防治高度（1.8 ~3 m）相差甚远。
7） 铁丝穿在诱芯大头，诱芯开口朝上，造成内

部积水或被曝晒，影响效果。
8） 1 个诱捕器同时使用多个诱芯。 由高效性诱

剂制成的诱芯用于诱捕时，在每个诱捕器中只需加

入 1 个，多了反而会造成效果下降。
9） 简单用线将诱芯悬吊在盆口上方。连线上端

固定在树枝或挂钩上，下端挂诱芯，致使诱芯自由

晃动，易偏离圆心，且难以调整诱芯至水面的距离，

影响效果。
10） 混淆诱杀芯和迷向芯。 用于诱杀的诱芯和

用于迷向的诱芯有很大差异，不能混用。
11） 诱盆用麻绳、棉线、尼龙线等吊起。 这些材

料容易伸缩、松散，会造成水盆倾斜、翻倒，不如铁

丝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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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广学先生，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10 年 2 月 24 日 21 时在北京逝世，

享年 89 岁。
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广学先生系统研究了蚜

虫学，在系统分类、生物学、系统发生演化理论和

害虫综合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曾荣获

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此外，还获得国

家和中科院科技成果奖 10 余项。1989 年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6 年获香港求

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
张广学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事业。

他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学识渊博，做人光明磊

落，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张广学先生是本刊多届编辑委员会委员，德

高望重，十分关心期刊的编辑工作，并给予了大

力的支持与热情的帮助，为期刊的发展与进步发

挥了重要作用。张广学先生将永远活在广大的读

者、作者与编者心中。
（本刊编辑部）

著 名 昆 虫 学 家 张 广 学 院 士 逝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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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含滴滴涕三氯杀螨醇生产控制

和 IPM 技术应用全额示范项目 2009 年

工作总结和 2010 年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含滴滴涕三氯杀螨醇生产控制和 IPM 技

术应用全额示范项目 2009 年工作总结和 2010 年

工作计划会议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 来

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环保部外经中心、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及湖北宜都、陕西洛川、山

东沾化 3 个示范市（县）项目办及项目承担单位的有

关负责人和专家共 30 人参加了会议。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钟天润副主任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
会议总结交流了项目 2009 年 IPM 技术示范活动、
生产领域示范活动等总体进展和实施情况， 共同讨

论了 2010 年工作设 想， 初 步 议 定 了 项 目 2010 年

IPM 示范工作实施计划。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病虫害防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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