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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长绵粉蛤在陕西省苹果园 l a
发 生 1代

,

以 3 龄若虫 在树干
、

大枝粗皮缝隙处结茧越冬
。

4一 5 月为主

要 为害期
.

出蛰若虫和成虫吸食苹果树枝
、

叶
、

果实的汁液
.

削弱树势
。

防治上应重点抓好果树开花前越冬若

虫 出蛰期和 6一 7 月 1 龄若虫发生期的化学防治
;
开花期一幼果期 应以保护利用天敌为 主

,

尽 量避免喷洒化学

农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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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年 4 月 30 日
,

笔者在乾县漠西乡南白村

苹果园采集到一种寄生在苹果树叶背面的虫体及

其卵袋
,

标本经陕西省果树研究所湛有光研究员

鉴 定
,

为 长 绵 粉 阶 ( 尸h en ac t,c cu
,

eP 研an de i

C ok
e r e

ll)
仁’ 〕

。

后经调查
,

该乡北部旱腰带地区 的南

白村
、

白村
、

北楞
、

大桥
、

四里坊等村苹果园
,

普通

发生此虫
,

面积约 2 “ h m
Z 。

据资料记载
,

该虫在山

西省晋 中
、

吕梁以南地区柿树上发生较重
,

在苹果

园大面积发生和为害
,

未见有相关报道
。

长绵粉蚁属同翅 目粉蚜料 ( P s e u d o e o e e id a e )
,

又名柿粉蚁
、

柿长绵阶
。

据资料记载
,

寄主有柿
、

苹

果
、

梨
、

批把
、

无花果
、

桑等卜们
,

成虫和若虫 吸食

嫩枝
、

幼叶和果实汁液
,

对产量和质量影响很大
。

为了摸清该虫在苹果树上的发生规律
,

探讨其有

效 的防治技术措施
,

在当地果农近两三年来对该

虫观察的基础上
,

2 0 0 3 ~ 2 0 0 5 年
,

笔者在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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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
,

进行了调查观察和试验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发生规律研究

重点在漠西乡南 白村苹果园进行全面系统的

观察和调查
,

并以其它乡镇的调查作为补充
。

1
.

2 天敌种类调查

捕食性天敌在漠西乡北部苹果园观察调查
;

寄生性天敌是将在漠西乡南白村苹果园采集到的

介壳虫有虫叶片通过人工保湿笼罩饲养获得
。

1
.

3 防治技术研究

供试虫源 苹果树枝
、

叶上寄生的长绵粉蚁

自然种群
。

3 月下旬防治越冬后的出蛰若虫
,

6 月

下旬防治初孵出的 1 龄若虫
。

供 试 药 剂 40 % 速 扑杀 乳 油 ( 杀 扑 磷

s u rP o ic d e )
,

先正达 (苏州 )作物保护有限公 司产

品
。

2 0 %杀扑磷唾乳油 (杀扑磷 S u p r a e id e + 唾嗦

酮 B u p r o f e z m )
,

威海 生 化农 药 有 限公 司产 品
。

4 8% 乐斯本乳油 (毒死蟀 C h o r p y r i f o s )
,

美国陶氏

益农 公 司产 品
。

52
.

绍% 农 地 乐乳 油 ( 毒死 蝉

C h o r y r i f o s + 氯氰菊醋 C y p e m e f h r im )
,

美 国陶氏

益农公 司产品
。

3 5%赛丹乳油 (硫丹 E n d o s u l f a n )
,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产品
。

试验方法 药剂防治试验于 2 0 0 4 年进行
。

苹

果开花前防治出蛰若虫试验于 3 月 29 日安排在漠

西乡南白村周剑苹果园
。

共分速扑杀 1。。 0 倍液
、

乐斯本 2 0 0 0 倍液
、

农地乐 1 5 00 倍液
、

清水对照 4

个处理
。

防治初孵出的 1 龄若虫试验于 6 月 2 6 日

安排在漠西乡南 白村周建 民苹果园
。

共分速扑杀

1 5 0 0 倍液
、

杀扑磷嘎 1 0 0 0 倍 液
、

乐斯本 2 5 0 0 倍

液
、

农地乐 2 0 0 0 倍液
、

赛丹 1 50 0 倍液
、

清水对照 6

个处理
。

供试药剂和清水对照安排在同一果园
,

地

势
、

土壤
、

品种
、

树龄和田间管理一致
。

喷药器械为

山东临沂华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3W Z B
-

8
.

8 动力喷雾机
,

每处理连续喷 5 株树
,

每株树喷

药液 3 k g
,

使树体呈淋洗状态
。

防治出蛰若虫调查

时
,

每株树在中部按东
、

南
、

西
、

北 4 个方位各固定

1个大枝
,

并作好标记
。

喷药前调查该大枝及其小

枝上的虫 口基数
,

喷药后 7 d 调查残存 的活虫数

( 死虫失水干瘪或脱落 )
,

按公式 P r 一 ( P e 一 P ck )/

( 1
一

P c k ) x 10 0%计算防治效果
[ 5〕 ( P r :

校正虫 口减

退率
,

P e :

防治区 虫口减退率
,

P c k
:

对照区虫 口减

退率 )
。

防治初孵出的 1 龄若虫调查时
,

每株树在

树冠外围中上部按不同方位各固定 2 个小枝条
,

并作好标记
。

喷药前调查该枝条所有叶片上的虫

口 基数
,

喷药后 s d 调查残存 的活虫数
,

防治效果

计算办法同前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发生规律

长绵粉断 l a 发生 1代
。

以 3 龄若虫在苹果树

主枝
、

主干树皮缝隙处
,

多群集在阴面结 白色茧越

冬
。

越冬茧长椭圆形
,

长 Z m m 左右 (图版 1 )
。

翌年 3 月中旬
,

若虫开始 出蛰活动
,

爬到一年

生枝条芽基处 固定为害
,

虫体上有一薄层 白色蜡

质膜 ( 图版 2 )
。

4 月上中旬雌
、

雄若虫分化
。

雄若虫脱皮变为

前蛹
,

再脱皮变为蛹
,

4 月中下旬羽化 为雄成虫
。

雄成虫体长 2
.

0 m m ~ 2
.

2 m m
,

淡黄色
,

前翅发

达
,

后翅退化为平衡棒
,

腹部末端两侧各有 1 对细

长的蜡丝
。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雄成虫交尾后死

亡
。

雌若虫从芽基处逐渐迁移到叶片上固定为害
,

不断取食发育
,

4 月中下旬直接羽化变为雌成虫
。

雌成虫体长 2
.

5 m m ~ 3
.

4 m rn
,

宽 2
.

1 m m 一 2
4

6

m m
,

无翅
,

体背介壳椭圆形
,

略扁平
,

紫褐色
,

表

面被覆白色蜡粉
。

雌成虫交尾后先分泌白色绵绒

状物
,

固着在叶面
,

然后产卵
。

在产卵过程中
,

雌成

虫缓慢向前爬行
,

并不断在所产卵块表面分泌白

色绒状物
,

最终在体后形成白色绒茸状卵袋
,

卵袋

长条形
,

前端略高于虫体
,

并和虫体连成一体
;末

端平覆固定于叶面
,

呈燕尾状
。

卵袋长 5
.

6 m m ~

2 6
.

4 m m
,

宽 2
.

5 m m ~ 4
,

3 m m ( 图版 3 )
。

5 月中下

旬
,

雌虫产卵结束
。

据 2 0 0 4 年 5 月上旬在南白村周

剑苹果园调查
,

雌成虫主要分布在树体 中下部的

阳面
,

占 73 %
。

以 寄生在叶背面最多
,

占 95 % 以上 ;

也有少量 寄生在 叶正面
、

幼嫩枝条
、

果实尊洼等

处
。

该果园百叶有卵袋 2 0 个 ~ 30 个
,

最多单叶有

卵袋 4 个
。

卵产于卵袋内
,

散乱重叠排列 (图版 4 )
。

卵长

卵圆形
,

米黄色
,

长 0
.

7m m 左右
,

宽 。
.

4 m m 左右
。

2 0 0 4 年将在南 白村采集到的 50 个卵袋进行解剖

统计
,

每卵袋有卵 6 5 粒一 8 2 5 粒
,

年均 6 4 3 粒
。

卵

期 2 0 余天
。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为卵孵化期
。

若

虫孵出后顺枝条爬至嫩叶上
,

在叶背面叶脉两侧

固着并吸食汁液 (图版 5 )
,

7~ 8 月越夏
。

据 2 0 0 4 年

7 月 上旬在南 白村周建民苹果园调查
,

平均单 叶

有虫 7
,

1 头
,

最多达 29 头
。

若虫主要分布在树体中

上部叶片上
,

占8 6
.

64 %
,

下部叶片虫量较少
。

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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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虫量 占 89
.

93 %
,

内膛虫量少
。

而外围虫量以 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业科学院党心德研究员鉴

树体南面分布最多
,

占 36
.

51 %
。

若虫越夏后于 9 定
,

为柿粉蚜 长索 跳小 蜂 ( A n a

gy ur 、 P er g a n d el

月上旬脱第 1 次皮
,

变为2 龄若虫继续在叶片上为 D a n g et W an g户 〕和粉蛤长索跳小蜂 〔A an gy ur s

害
。

10 月上旬脱第 2 次皮变为 3 龄若虫
,

至 n 月初 d “ yt
o

iP i ( H o w ar d )j 川 (图版 6 )
,

两种寄生蜂的区

陆续迁移到枝干的老皮及裂缝处越冬
。

别为
:

前者雌蜂单眼排 列呈钝 三角形
,

腹与胸 同

2
.

2 天敌 长
,

后者雌蜂单眼排列呈锐三角形
,

腹与头胸之和

田 间 调 查 发 现 黑 缘 红 瓢 虫 ( C hl’ l o’ or “ 、 同长
。

关于这两种寄生蜂的发生消长规律和保护

ur l,l dll
: H oP

e )是长绵粉蛤 的重要天敌
,

对介壳虫 利用问题
,

还需作进一步深人的研究和探讨
。

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

该虫 l a 发生 1代
,

以成虫越 2
.

3 防治技术

冬
。

4 月 ~ 5 月
,

越冬成虫及各龄幼虫均捕食介壳 2 0 0 4 年 3 月 29 日
,

在苹果树开花前
,

应用化

虫的若虫和成虫
。

此虫 5 月下旬化蛹
,

6 月上旬羽 学农药防治长绵粉蛤越冬后的出蛰若虫
。

由表 1

化为成虫越夏
、

越冬
。

黑缘红瓢虫的发生期和长绵 可见
,

在越冬若虫 出蛰期
,

应用 48 %乐斯本乳 油

粉蚁的主要 为害时期极相吻合
,

其保护利用问题 2 0 0 0 倍液
、

40 %速扑杀乳油 1 0 0 0 倍液
、

52
.

28 %农

应作进一步的观察调查和研究
。

调查中发现长绵 地乐乳油 1 5 00 倍液
,

防治效果均在 90 写以上
,

可

粉蚁雌成虫体内有 2种寄生蜂
,

4 月下旬至 5 月初 在苹果生产中推广应用
。

羽化
,

羽化孔在虫体背面
,

寄生率 30 %左右
。

标本

表 l 化学药荆防治长绵粉蛤出蛰若虫效 果

T a b l e 1 E f f e e t s o f i n s e c t ie i d e s o n t h e o v e r w i n t e r e d n y m Ph s o f P h
e n a c o e c u s P e

gr
a n d e i

处 理
T

r e a t m
e n t

防前虫 口基数 /头
N y m p h N o

.

o f b e fo r e

s P r a y i n g i n
s e e t i e id e

防后 7 d 活虫数 /头
N y m p h N o

.

o f a f t e r

s p r a y i n g i n s e e t i e id e 7 d

虫口减退 率 / %
P e r e e n 、 o f

d e e r e a s e d n y m p h

校正防效 / %
C o n t r o l c f f e e t

40 %速扑杀 1。。。倍液
S u p r a e id e

4 8%乐斯本 2。。。倍液
(二h o r l ) y r i f o s

5 2
.

2 8% )̀ 农地乐 15 0 0 倍液
(
、

h o r p y r i f o
s
+ (二y p e m e t h

r im

9 2
.

5 4 9 2 3 1

74

69

9 3
.

2 4

92
.

7 5

93
.

0 3

9 2
.

73

(
’

K 6 6 6 4 3
.

0 3

2 0 0 4 年 6 月 26 日
,

应用化学农药防治初孵出 20 %杀扑磷嘎乳油 1 0 0 0 倍液
、

35 %赛丹乳油 1 5 0 0

的长绵粉纷 1龄若虫
。

结果表明 (表 2 )
,

在 1龄若虫 倍液
,

防治效果均在 90 % 以上
,

可在苹果生产中推

发生期
,

应用 4 0 %速扑杀乳油 1 5 0。 倍液
、

48 %乐斯 广选用
。

本乳油 2 5 0 0 倍液
、

5 2
.

2 8 %农地乐乳油 2 0 0 0 倍液
、

表 2 化学药剂防治长绵粉蚜 1 龄若虫效果

T a b l e 2 E f f e e t s o
f in s e c t i e id e s o n t h e f i r s t

一 a g e n y m P h s o f hP
e n a e o e e u s P e

gr
a n d e i

处 理
T r e a z n 飞e n t

防前虫 口基数 /头
N y m p h N o

.

o f b e f o r e

s P r a y i n g i n
s e e t i e id e

防后 7 d 活虫 数 /头
N y m Ph N o

.

o f a f t e
r

s p r a y i n g i n
s e e * i e id e 7 d

虫 口减退率 /%
P e r e e n r o f

d e e r e a s e d n y m p h

校正防效 /%
( 二o n l r o l e f fe e l i v e

4 () %速扑杀 一0 0 0 倍液
S u P r a e id e

48% 乐斯 本 2 0 0。 倍液
(二h o r p y r

i f o s

2 4 8

2 5 3

2 6 6

2 4 9

2 7 1

2 74

9 3 15 9 2
.

37

9 3
.

28 9 2
.

52

5 2
.

2 8写 I〕 农地乐 1 5 0 0 倍液
〔

’

h o r p y r i f o
s
+ C y p e m

e t h r im
9 1

.

74 90
.

7 9

2。 %杀扑磷 唆 10。。 倍液
S u p r a e id

e
+ B u p r o f e z m 94

.

78 94
.

19

35 %
靡蘸洲黔

液
95

.

9 4

10
.

2 2

3 结论与讨论

长绵粉蚜在陕西省苹果园 l a 发生 1 代
,

以 3

龄若虫在苹果树枝干上结茧越冬
。

翌年 3 月中旬
,

若虫开始出蛰活动
,

4一 5 月为主要为害期
。

出蛰

若虫和成虫吸食苹果树汁液
,

削弱树势
。

4 月中下

旬羽化成为雌雄成虫
,

雌成虫多固着在叶背吸食
,

交尾产卵
,

卵产在卵袋中
。

5 月中旬 ~ 6 月上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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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孵化期
。

若虫孵出后顺枝条爬至嫩叶上
,

在叶背

面叶脉两侧固着并吸食汁液
。

7一 8 月若虫越夏
,

9

月上旬又开始活动为害
,

10 月上旬至 11 月初陆续

迁移到枝干老皮缝隙处越冬
。

调查 中发现黑缘红瓢虫和柿粉蚁 长索跳小

蜂
、

粉纷长索跳小蜂是 自然界抑制长绵粉纷大发

生的重要天敌
,

其保护利用问题需深人研究
。

试验证明应用化学农药在苹果树开花前防治

出蛰若虫
,

6 月 ~ 7 月防治初孵 出的 1 龄若虫
,

是

控制该虫的有效措施
。

开花期 ~ 幼果期应以保护

利用天敌为主
,

尽量避免喷洒化学农药
。

且此时正

值此虫的成虫期和卵期
,

因有 白色绵绒状分泌物

覆盖
,

药剂防治效果差
。

越冬期人工刮刷老树皮
,

可消灭越冬虫茧
。

参考文献
:

〔1」 山西 省果树 主要害虫及天敌图 说编写组
.

山西省果树 主要

害虫及天敌 图说〔M」
.

山西省区划委员会
.

1 9 83
.

5 74 一 5 7 .5

〔2」 北京农业 大学主编
.

果树昆虫学 〔下册 ) 〔M」
.

北 京
;

农业出

版社
.

19 8 2
.

5 52 ~ 5 5 3
,

〔3」 湛有光
,

王春华
,

魏宁生
.

果树病虫及其 防治〔M」
.

西安
:

陕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3
.

2 5 .9

[ 4」 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

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
.

中国果树

病虫志 (第二版 )[ M〕
.

北京
:

中国农业 出版社
,

19 94
,

84 4
.

〔5 〕 刘绍友
.

农业昆虫学仁M 〕
.

陕西杨陵
:

天则出版社
,

19 90
.

3 .8

仁6」 党心德
.

王鸿哲
.

陕西省跳小蜂科 十一新种「J」
.

昆虫 分类学

报
.

2 0 0 2
,

2 4 ( d ) 2 8 9 ~ 3 0 0
.

〔7 〕 廖定喜
,

李学骆
,

庞雄飞
,

等
.

中国经济 昆虫 志 第 三十四册

膜翅目 小蜂 总科 (二 ) 〔M 」
.

北 京
:

科学出版社
,

19 87
.

1 54
.

吴金亮等
:

长绵粉助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研究

W U J i n
一

l i a n g e t a l
.

T h e o e e u r r e n c e R e g u l a r i t y a n d C o n t r o l T e e h n i q u e o f E l o n g a t e

C o t t o n y S e a l e
,

hP
e n a e o

ccu
s P e gr a n d e i C o e k e r e l l

图版

P l a t e

图版说明 E x p l a n a t io n o f P l a t e s

越冬后的出蛰若虫 N y m p h o「h ib e r n a t i n g
.

2
.

雌成虫介壳
、

卵袋
、

寄生蜂羽化孔 S h e ll o f e[ m a l
e a d u l之

, e g g 一 p o “ c h
, e m e r g e ” “ e

h o le o f p a r a s i、 ie w a 、 p
.

3
.

卵袋 lt1 的卵 E g g i n
e g g 一 p o u e h

.

4
.

叶片背面的越 夏若虫 ( )
v e r 一 s u m m e r n y m p h

a t ba e k o f l e a f
.

5
.

越冬若虫 ( )
v e r w i n 一e r e d n y m p h

.

6
.

寄生蜂 p a r a s i r i e w a 、 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