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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梨木虱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李大乱 张翠幢 苏海峰 徐国良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 )

摘共 中国梨木虱尸s到Ia o h坛es is 在冀中南梨区一年发生 6一 了代
,

6一7月份为猖撅发生期
。

确

定了各代各虫态历期和各龄历期
。

若虫开始产生分泌物时间为 3 ~ 7天
,

4~ 20 天粘液将若虫包埋
。

分泌物主要成分是含二C H Z 、

一O H
、

一N H Z 、

一C三 N 和二 C = O 基 的高分子有机物
。

若虫在

梨园和树冠的空 间分布均属于聚集型
。

确定 了危害部位和造成早期落叶的最低虫 口密度
,

叶柄基

部为 4 头
,

叶片上为12 头
。

成虫主要越冬场所在落叶枯草间
。

美 . 两 中国梨木虱 生物学特性 虫 口密度 种群分布 消长规律

中国梨木虱(p s梦lla ehf: e sfs Y a n g e t L i) { ’l 是近年来梨树的主要害虫
,

是梨产区急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
。

对该虫的研究
,

国外未见报道
,

国内近几年来虽有 报道 丁‘一 “J ,

但在生物学

特性研究方面还有不 少空白
。

为此于 1 9 8 7~ 1 9 9 1年对中国梨 木 虱 在河北省中南部的发生规

律
、

生活习性
、

危害特点
、

种群分布等进行了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于后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 料

试验点在石家庄郊区
、

正定县
、

饶阳县等果园
,

幕本可代表冀中南果园生态环境
。

试验

材料为8 ~ 20 年生鸭梨和雪梨
,

生长正常
,

管理一般
。

1
.

2 试脸方法

1
.

2
.

1 全年消长调查 每年在试验园内固定 3 ~ 5株树
,

每株在不 同方位随机固定2 50 片叶(前

期为5 00 芽)
,

自出蛰开始每五天调查一次
,

直到 12 月底
。

1
.

2
.

2 生 活 史及各代各曳态历期观察 将出蛰最早和最晚的成虫用36 目纱网罩在枝条上
,

待

产卵后将成虫移入另外的网内
。

观察每代成虫产卵时间
、

产卵量
、

卵的孵化
、

若虫脱皮
、

羽

化时间
、

若虫开始分泌拈液的时间
、

过程和若虫在粘液中活动情况等
,

记载卵期
、

卵的屏化

率
、

若虫期
、

各龄历期
、

成虫产卵前期和成虫期等
。

1
.

2
.

3 种群分布调 查 果园内的分布采用平行跳跃式随机取样法
。

树冠的分布采用不同方位

分层取样法
,

每株随机取叶 1 10 片
。

1
.

2
.

4 成虫越冬场所调查 在不同树龄梨园随机取 10 ~ 15 株树
,

调查树干不同高度和地面以

树干为回心
、

以Z m 为半径圆内落叶枯草间的越冬虫量
。

本文于 1 9马1年1 1月3 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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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统计方法 种群分布类型和取样

数量统计按徐汝梅汇。J方法进行
。

确定分布型

公式选用聚集度指标 (I)
,

负二项分布 K 值

的倒数 (CA )
,

平均拥济度与平均数 的比值

(淤/ 二) 和砂
二。 回归法进行统计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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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种群消长规律

通过在石家庄郊区
、

正定
、

饶阳县三年

的消长调查表明 (图 1 ) :

( 1 ) 越冬成虫出蛰自 2 月中旬开始
,

2

月底到 3 月上旬为出蛰盛期
, 3 月下旬

、 4

月初结束 ( 表 1 )
。

(2 ) 在一年中出现 6一 7 次程度不同的数

量高峰
,

猖撅发生期在6一 7月份
。

但在不同年

份同一梨园出现高峰的时间差异较大
,

在同

一年份不同梨园出现高峰的时间比较一致
。

( 3 ) 一年中最后一代成虫在 11 月中
、

下

旬开始越冬
,

若虫抗寒力较强
,

到翌年 1 月

中旬才全部死亡
。

2
。

2 年生活史和各代各虫态历期

田间罩笼系统观察和室内个 体 饲 养 发

现
:

( 1 ) 在冀中南一年发生6 ~ 7代 (图 2 )
。

( 2 ) 第 1一7代的卵期平均分别为 15
。

1 8
、

9
.

5 1
、

8
.

9 8
、

8
.

3 1
、

9
.

5 0
、

1 0
.

2 6和 10
。

4 4 天

(表 2 )
0

( 3 ) 第 1一了代若虫期平均分别为2 2
.

0 6
、

2 0
。

2 9
、 1 8

。

8 0
、

1 8
。

2 7
、

1 6
.

8 3
、

2 9
。

3 3和4 1
。

5 7

夭 (表 3 )
。

第 7 代若虫期最长
,

第 5 代最短
。

(4 ) 各代卵期或若虫期与温 度 呈 负相

关
,

卵期 (刃 与温度 行) 的 关系 式为
:
歹=

2 1
.

0 7 3 5 一 0
。

4 6 6 听
, 犷 = 一 0

。

8 9 0 6 , r 。
.

。, =

0
.

8 7 4 0 ,

l
r
l>

: 。
.

。: ; 若虫期侮
,

)与温度行
‘)

的关系式为
:
了 = 53

.

0 1 54 一 1
.

2 9行
‘, : 二 -

0
.

9 0 7 1
, r 。

,
。: = 0

.

5 7 4 0
,

卜! > r 。
.

。; 。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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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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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梨木鼓若曳三年消长 (柳辛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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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梨术 虱年生活史

(5 ) 若曳各龄历期差别较大 (表 4 )
,

这因为各代若虫的发生时期不同
,

而历期的长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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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越冬代组木里成虫出组, 润奋 (单 位 . 头/ 株)

l5 l02 5 30 15

柳 辛 庄

柳 辛 庄

月 汉

柳 辛 庄

1 98 9

1 9 9 0

1 9 90

1 9 9 1

.

5 0
.

8 3
.

2 1
.

9 8 2 1
.

3

.

3 3 0
.

6 6 5
.

3 4 5
.

0 4
.

6

18
.

5 1 9
.

3

3
.

0 0 0
.

9 4

1
.

2 5 0

8
.

16 2
.

8 4

16
.

7 8
.

2

0

0

0
.

17

3
.

2 1
.

8

0 0

0 1
.

0

0
.

5 1
.

0 6
.

0 4
.

9

2
.

3 3 2
.

6 7 1 0
.

3 3 17
.

3 4 0
.

8 2

注 . 均为平均数
。

裹 2 组* 里香代即翔与日平均沮度的关系 (所内
,

1 9 9 0年 )

卯 期 ( d )

世 4七
总 卯 数

(拉 ) 最 短 最 长
平 均

(奋)

沮 度

灭(℃/ n )

时 间

(月
·

日)

3
·

1 1 ~ 5
·

勺

5
·

8 ~ 6
·

1 2

6
·

1 6 ~ 7
·

2

6
·

2 3 ~ 7
·

15

8
·

7 ~ 8
·

19

9
·

1 2 ~ 9
·

2 7

1 0
·

1 2 ~ 11
·

7

月J�bJ,吕O曰O。
.
1st‘6

.1
‘
18
‘l

.

⋯⋯
��,目月匕甲叮门匕月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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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2 Q 1 0 24 1 5
.

1 3

2 1 20 9 6 15 9
.

5 1

3 2 9 4 5 10 8
.

9 8

4 22 1 7 11 8
.

3 1

5 5 37 6 1 1 9
.

5 0

6 7 6 7 1 1 10
.

2 6

7 6 2 7 15 1 0
.

4 4

注
:

相关性
:

万 = 2 1
.

0 7 3 5一 0
.

4 6 6 9歹
, r = 一 0

.

8 9 0 6
, r o

.

。 : = 0
.

8 7 4
, 几 = 7

,

衰 3 纽木里着生翔和日平均沮度的关系

!
r 】> , 。

.

。 , ,

二者呈极显著负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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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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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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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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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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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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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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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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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 4 组木里若虫各代历期锐计 (单L’L . d
,

所 内
,

19 9 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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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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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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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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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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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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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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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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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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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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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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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温湿度密切相关
。

各代 1~ 5龄的历期平均分别为4
.

346 8
、

4
.

1 4 1 4 、
4

.

6 53 4
、

5
.

1 3 4 3和

6
.

8 9 2 9天
。

(6 ) 各代成虫期和产卵前期均不相同
。

第一
,

二
、

三和五代成虫的产卵前期平均为9
.

88
、

8
.

3 0
、

5
.

9 1和5
.

88 天 ; 成虫期除越冬代外
,

第六代最长为29
.

85 天
,

第 四 代 最 短
,

为18
.

2 1

夭
。

这与各代发生的时期有关 (表 5 )
。

表 5 粼木吸各代成虫期润奋统计 (所内
,
1 9 89 ~ 19 91 年 )

虫 数 成 虫 期 (d ) 产 卵 前 期 ( d ) 发生时期

代 数

—
一

—
_

_

_
(头 ) 最 短 最 长 平 均 最 短 最 长 平 均 (月

·

日)

1 3 0 7 4 6 2 4
.

80 5 16 9
.

8 8 4
·

2 6 ~ 6
·

2 2

2 1 7 6 5 0 1 9
.

7 7 6 15 8
.

3 0 6
·

3 ~ 8
·

9

3 1 9 3 3 8 1 8
.

5 7 4 1 1 5
.

9 1 7
·

1 3 ~ 8
·

2 5

4 15 3 3 2 1 8
.

2 1 一 一 一 8
·

Zec g
·

15

5 1 3 6 3 7 1 9
.

0 0 4 6 5
.

8 8 9
·

3 ~ 1 0
·

2 0

6 1 2 1 5 4 2 2 9
.

8 5 一 一 一 1 0
·

1 0 ~ 越冬

7 10 2 0 一 一 一 一 一 n
·

卜越冬

2
.

2

3 生活习性

3
.

1 成虫产卵习性 及产卵量 成虫的产卵部位随着寄主生长季节的变化而有规律地变化
,

在梨树发芽前成虫将卵产于 l~ 2年生的枝条芽痕处 ; 5 月份第 1 代成虫产 于 叶 柄 沟 内 (占

6。% ~ 83
.

7 % ) ; 第2一5代产于叶片上
,

而叶缘锯齿 间占60 %~ % %
,

第 6一了代 的卵在叶

柄和枝条上占有一定的比例
。

各代成虫的产卵量不同
,

以第一代成虫产卵量最大
,

平均每头产卵 1 50
.

88 粒
,

卵的孵化

率也最高(6 9
.

76 % )
。

这是因该代成虫正处于梨树生长旺季
,

枝叶 幼嫩
,

营 养条件好
,

成虫

健壮
,

卵发育饱满
。

以后各代的产卵量均在59 ~ 88 粒 /头之间
,

卵的孵 化 率为 50 % ~ 58 %

(表 6 )
。

衰 6 案木里成虫历代产卯且和解化率 (柳辛庄
,

1 9 9。年 )

代 数 总 虫 数 产 卵 量 (粒 /头 )

(成虫) (头 ) 最 多 最 少 平 均

总 卵 数

(粒 )

孵 化 数

(粒)

孵 化 率

(% )

5 1
.

92

6 9
。

76

5 6
.

80

5 7
。

4 7

5 6
。

勺5

5 2
.

6 3

5 0
.

0 0

09几Qt厅才‘,人114介b,翻n“,曰OU
,1d.工九臼

4 2 0

1 2 0 9

::

性月,儿讨J内OD翻O�,曰丹一山z自b225

,刃。UtJ00‘n.,‘O口孟8
月,J�8
亡甘八�

.

⋯⋯
0.八U7
户J八U
7
月15

ta
8
UO
877

月止

4
0曰
482
OJ11

2,人,二1一‘l

1占,�咋Jt舀JJ,OU.QbUn.Jn月幼匕亡」2舀几,‘22
d.上1���76546C

�碑O,目.nO‘月自,二‘几越 冬 代

1

2

3

4

5

6

注 : 越冬代成虫卵为一代卵
,

第一代成虫卵为二代卵
。

2
.

3
.

2 若虫产生分泌物的 习性 通过对各代若虫观察结果看出(表 7 ) :
若虫自孵化后第2一 3

天开始分泌一种白色蜡质物
,

在尾部形成一条白色线状体
,

分泌的无色透明液滴附在线状体

周围
,

以后液体逐渐增多
,

将若虫包埋
。

若虫在粘液中取食危害
,

脱皮时才爬出粘液
,

在其

附近脱皮
。

尔后又开始分泌粘液
,

使前后分泌的粘液连成一片
,

粘液多时可滴落到其它叶片

或果实上
。

在潮湿的环境下粘液极易形成黑色霉状物
,

从而使叶片或果实被污染
,

形成黑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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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了 组木里若虫分泌枯液时间的砚案 (所内
, 19 9 0 年 )

虫 数 卵解化一开始分泌粘液(d ) 旦毛 数
世 代

(头 ) 最 短 最 长 平 均 标准差 (头)

4
.

45

3
.

7 2

3
.

习2

0
.

5 7

0 62

1
。

4 4

22

1

:

卵解化一枯液将若虫包埋 (d )

最 短 最 长 平 均 标准 差

通 2 0 9
.

6 4 5
.

7 4

7 12 1 0
.

0 0 1 7 6

6 1 1 7
.

8 2 1
.

8 0

行‘一�6
,J
33

��
. .‘,翻J,几dl,二口弓,U

造成早期落叶
。

经分析
,

粘液含糖18 %
,

粘稠
, p H 值为 3

.

5 ,

呈酸性
,
其主要成 份 是含有

一CH Z、 一O H
、

一N H Z、

一C三N 和一C = 0 基的果糖
、

蛋白质
、

有机酸等高分子有机物
。

2
。

3
。

3 若虫在梨 园和树冠内的种群分布 对四个梨园随机抽取 3 60 株树 18 0 00 片叶和在 39 株

树冠抽取3 0 8 0片叶调查的结果见表 8
、

9
。

根据确定分布型的四个指标 的定 义
: I > 。 ,

CA

> o
,

矿 / 二 > 1 ,

口> 1 都属于聚集型分布
,

以上统计结果均符合上述 要求
,

所以中国梨木虱

若虫在梨园和树冠内均属于聚集型分布
。

裹 8 组木里若虫在
二

内的分布纽洲定

月
·

口 地 点 ” (株 ) 灭(头/ 株) 5 2 1 C A 二
.

/ m a 刀

柳 辛 庄

柳 辛 庄

木 厂

木 厂

1 4 0

1 4 0

3 0

3 0

2 0
.

3 6 4

2 5
.

8 7 1

12
.

2 3 3

4
.

9 8

2 4 9
.

2 3 2

2 5 3
.

49 4

6 4
.

8 0 6

2 2
.

4 7

1 1
.

3 2 6

8
.

7 9 8

4
.

2 9 8

0
.

4 1 8

0
.

5 5 2

0
.

3 40

0
.

3 5 1

0
.

7 0 5

1
.

5 5 6 2

1
.

3 40 1

1
.

35 1 3

1
.

7 0 4 8

一
8

.

7 9 0 8

4
.

0 0 3

一0
.

3吸4 4

1
.

4 4 7 8

1
.

9 0 6 4

1
.

11 3 3

1
.

3 6 7 5

1
.

2 5 8 7

O”n‘。00.,曰,人,几
j
且.

⋯
‘.哎臼.舀加七

裹 9 绍木里若虫在材冠内的分布组洲定

月
·

日 地 点 叶 x 树 S : C A 邢
.

/ m 刀

5
·

1 5

5
·

1 8

6
·

7

柳 辛 庄

木 厂

柳 辛 庄

(片) (株 )

5 5 X 12

5 5 X 1 0

1 1 0 X 1 7

1
,

2 0 1 5

0
、

4 6 9 1

1
,

7 1 4 9

2
.

5 42 8

1
.

3 2 7 9

2 8
.

1 2 2 8

0
.

9 8 2 3

1 6 3 0 2

1 3
.

9 7 3

0
.

9 8 0 5

3
.

3 9 9 5

8
.

2 2 5 已

1
.

5 1 2 5

0
.

5 3 9 9

5
.

3 34 4

0
.

4 2 4 2

0
.

0 8 9 1

3
.

8 6 1 0

1
.

46 4 4

4
.

28 5 2

6
.

89 6 5

2
.

3
.

4 成虫越冬场所 对80 株不同树龄梨树不同部位的调查结果表明 (表1。) :
成 虫越冬场所

主要在落叶
、

枯草间
,

占越冬总量的69
。

97 % ~ 87
。

5 %
,

其次是树干 50 c m 以下树皮缝隙中
,

占3
.

6 %~ 2 5 %
,

5 0 c m 以上很少
。

在不同树龄
,

各部位越冬量有所不同
,

树 龄越大
,

越冬

部位随之上移
。

衰 10 组 木 里 月 冬 部 位 润 奋 (1 ”。年 1 月 )

地 点 柳辛庄 所 内 柳辛庄 所 内 木 厂 柳辛庄 术 厂

74813621516 558317的树 龄

总 虫 致

( a )

(头 )

_

2 3

3 6 3

,

;:

落叶杂草
虫 数 (头 )

%

2 5 4

70
.

0 ::
.

。 今7 _

7 9
.

7 ::
.

。 月7 _

吕5
.

5 ;:
.

5 4 2

8 7
.

5

6,自00

一1

50 C m

以下

虫致 (头 )

%

虫数 (头 )

%

,

:
.

。 10

16
。

9 ;:
.

。 8

1 4
.

5

1

:
.

52525

树千及主 侧杖
50 C m

以 上

g 6

2 5
。

4 :
.

。

越位部冬

3
.

4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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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危容习性和叶片 . 大允许虫口密度

通过定叶
、

定虫观察发现
,

梨木虱若虫危害部位比较固定
,

叶片被害程度不仅与若虫虫

口密度有关
,

而且与危害部位关系密切
。

在叶柄基部有 4 头若虫危害
,

在叶片上有12 头若虫

危害
,

均可引起早期落叶
,

故必须将若虫虫口密度控制在叶柄基部 3 头和叶片10 头以下
,

以

此作为单叶最大允许虫口密度(表 1 1 )
。

衰11 叶故容程度与虫口密度及危. 时间润奋 (柳辛庄
,
1 9 9。一1 991 年)

危害部位

2n
nU11laZ.Unn�,上匕dZ�七n甘六“

一�O‘

4八Un�

52

虫 数 (头 )

叶 数 (片 )

危害时间 (d )

被 害 状

落叶数 (片 )

落叶率 ( % )

叶 栖 基 部

1 2 3 4 5 6 7

5 0 5 0 5 0 50 5 0 5 0 5 0

2 5 2 5 2 5 25 卫0 2 0 2 0

黑霉 小黑斑 小黑斑 黑斑 黑斑 黑斑 黑斑
0 0 0 魂 8 1 4 2 0

0 0 0 8 1 6 2 8 4 0

叶 片

黑霉

0

小黑斑

8

5 0

2 0

小黑斑

0

0

黑斑

0

黑

酷

1 4

的

1 5

大黑斑
5

1 0

1 6

5 0

1 5

大黑耗

1 2

2 4

同时看出
:

若虫喜在阴暗隐蔽处危害
,

叶片背面的虫量多于正面 ; 被蚜虫危害卷曲的叶

片内常有数头若虫群集危害
。

在同样虫口密度下
,

被蚜虫危害的叶片更易提早脱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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