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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我国重要的苹果生产和出口省份，
2008年全省苹果种植面积24.67万hm2，产量164.14
万t［ 1］，居全国第4位，其中陇东地区（平凉市和庆
阳市）占了近60%。近年来，随着陇东地区苹果出
口量的增加和出口市场的高端化，病虫害已经成
为影响苹果出口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为有效地
保护本国的水果安全生产，把蛀果类害虫等纷纷
列入对外检疫对象。例如，梨小食心虫是《中俄双
边植检植保协定》中俄方提出的检疫性害虫，苹小
食心虫则是对朝鲜检疫对象［ 2］，欧盟、印度等国
家和地区则明确禁止携带食心虫和卷叶蛾的苹果
入境。食心虫和卷叶蛾是危害苹果的两类重要害
虫，严重影响苹果的产量和质量［ 3～4］。郭线茹等曾
利用雌性信息素等手段对河南省、山东省济南地
区、河北省中部地区、陕西省渭南地区、甘肃省
景泰县的食心虫和卷叶蛾发生动态进行了监测研
究［ 5～9］。为了摸清陇东地区苹果上主要食心虫和卷
叶蛾成虫的发生状况，2011— 2012年我们对陇东
（平凉市和庆阳市）苹果产区2种食心虫（梨小食心

虫、李小食心虫）和1种卷叶蛾（苹小卷叶蛾）的成
虫生长动态进行了监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控对象

梨小食心虫、李小食心虫、苹小卷叶蛾。
1.2 监控点布设

根据自然环境、区域、果园园貌等条件，在
平凉市、庆阳市共设10个监控点，其中平凉市6
个、庆阳市4个（表1）。

摘要: 利用性诱剂对陇东地区梨小食心虫、李小食心虫和苹小卷叶蛾进行了成虫发生动态监测。结果表明：庆阳、平
凉两市梨小食心虫、李小食心虫和苹小卷叶蛾均有发生，庆阳市较平凉市发生程度轻、发生晚、发生时间短、高峰次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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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occurrence status of main borers and leafrollers on apple in Longdong area ，occurrence
status of adults including Grapholita molesta，Cydia funebrana and Adoxophyes oranain were monitored using sex pheromones. The
results as follows：Grapholita molesta，Cydia funebrana and Adoxophyes oranain were occurred in Longdong area. The pests
occurred in Qingyang city were lighter，later，shorter and peak times less than Pingli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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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县（区） 果园监测点 监测点编号
平凉市 崆峒区 柳湖乡赵堡村 1

静宁县 威戎镇北关村 2
静宁县 治平乡创新果友合作社 3
庄浪县 万泉乡高川村 4
泾川县 王村镇中塬村 5
灵台县 什字镇西郊村 6

庆阳市 庆城县 赤城乡周庄村 7
合水县 店子乡双柳树村 8
正宁县 永和乡梁庄村 9
宁县 新宁镇梁高村 10

表1 监测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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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苹小卷叶蛾发生动态

1.3 监控时间

2011年、2012年的4月下旬至10月上旬。
1.4 监控工具和方法

采用性诱剂诱测法。诱捕器为船型诱捕器，诱
芯由美国Trece公司生产。每个监测点设置3个诱捕
器，间距不小于40 m，诱捕器悬挂在树冠外围距地
面约1.5 m树荫处。诱捕器28～42 d更换1次诱芯，粘
虫板的更换视诱虫情况而定，一般45 d换1次。每隔
5～7 d观察记载诱捕器中的成虫数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成虫发生监测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陇东地区梨小食心虫、李小
食心虫和苹小卷叶蛾均有发生。李小食心虫平均
诱蛾量最高，10个监测点平均约为193.0头/点，梨
小食心虫10个点平均诱蛾量约为117.0头/点，苹小
卷叶蛾为34.6头/点。梨小食心虫和李小食心虫最
多的点都为4号监测点（平凉市庄浪县万泉乡高川
村），分别为332.7头/点和495头/点；苹小卷叶蛾监
测量最多的2个点均在平凉市静宁县，即威戎镇北
关村（2号监测点）和治平乡创新果友合作社（3号监
测点），分别为86.0、64.7头/点。

梨小食心虫、李小食心虫和苹小卷叶蛾在平
凉和庆阳两市之间的发生程度也差别较大，结果
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梨小食心虫、李小食心
虫和苹小卷叶蛾在平凉市的发生程度均高于庆阳
市，尤其是苹小卷叶蛾，在平凉市的监测数量是
庆阳市的近3倍，苹小卷叶蛾在平凉市各监测点的

诱捕数量普遍高于庆阳市各监测点。2种食心虫发
生程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4号监测点（平凉市庄浪
县万泉乡高川村），该监测点2种食心虫诱捕数量
明显高于其他监测点。
2.2 成虫发生动态

梨小食心虫的发生动态见图2，图中数据经过
log（X+1）转化。由图2可以看出，陇东地区梨小食心
虫5月上旬开始发生，9月下旬后逐渐消失，期间平
凉地区有3次高峰，最高出现在5月中旬，另外2次分
别在7月上旬和9月中旬；庆阳地区梨小食心虫发生
较平凉地区晚，从5月下旬开始逐渐增加，7月下旬
达到高峰，然后逐渐减少，9月中旬后消失。

李小食心虫的发生动态见图3，图中数据经过
log（X+1）转化。由图3可以看出，李小食心虫的发
生规律和梨小食心虫相似，发生时间为5月上旬至
9月下旬。平凉地区有2次高峰，分别出现在5月中
旬和7月上旬，6月下旬出现最少；庆阳地区发生
较平凉地区晚，7月上旬至8月上旬出现较多，7月
下旬达到高峰，9月中旬后消失。

苹小卷叶蛾的发生动态见图4，图中数据经过
log（X+1）转化。由图4可以看出，苹小卷叶蛾6月中
旬开始发生，9月中旬以后逐渐减少。平凉地区有
两次高峰，分别出现在7月上旬和9月中旬，8月上
旬为最低峰；庆阳地区苹小卷叶蛾发生较平凉地

地区 监测点
编号

平均诱蛾量（头/点）
梨小食心虫 李小食心虫 苹小卷叶蛾

平凉市 1 52.0 146.0 37.0
2 142.3 154.0 86.0
3 124.3 128.0 64.7
4 332.7 495.0 54.3
5 97.7 157.0 19.3
6 70.3 147.0 14.3
平均 136.6 204.5 45.9

庆阳市 7 92.3 182.0 13.3
8 73.3 157.0 14.7
9 77.0 163.0 18.3

10 105.0 202.0 24.0
平均 86.9 176.0 17.6

表2 各监测点成虫监测结果

图2 梨小食心虫发生动态

图3 李小食心虫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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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平凉市、庆阳市3种虫害发生程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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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稍晚，8月上旬达到高峰，后逐渐减少。
3 结论
结果表明，梨小食心虫、李小食心虫和苹小

卷叶蛾在陇东地区的庆阳市、平凉市均有发生；3
种害虫在平凉市的发生程度较庆阳市重。梨小食
心虫、李小食心虫发生在5月上旬至9月下旬，苹
小卷叶蛾发生在6月中旬至9月中旬，庆阳市较平
凉市发生晚，时间短，高峰次数少。
参考文献：
［1］ 程浩明 . 甘肃省苹果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J］. 农业工程技术·绿色食品，2009（9）：50-53.
［2］ 张 箭，徐 洁. 梨小食心虫等蛀果害虫地域分布及

鉴定［J］. 植物保护，2000，26（6）：40-41.
［3］ 鲍玉院，程旭东. 如何识别果树食心虫［J］. 河北林业

科技，2008（5）：97-98.
［4］ 王建斌，董应超，尹文强，等. 苹果小卷叶蛾对套塑膜

袋苹果的危害及其防治［J］. 中国果树，2005（5）：45-46.
［5］ 郭线茹，巩中军，赵 特，等. 利用雌性信息素监测

梨小食心虫和苹小卷叶蛾成虫发生动态［J］. 河南农业
科学， 2004（1）：31-32.

［6］ 王 鹏，凌 飞，于 毅，等. 济南地区混栽果园桃
小食心虫发生情况及防治研究［J］. 山东农业科学，
2010（8）：69-70.

［7］ 曹克强，王爱茹，杨军玉，等. 河北中部地区苹果、
梨主要病虫害危害现状及分析［J］. 河北农业大学学
报，1998（3）：45-49.

［8］ 吴江力. 陕西渭北苹果产区几种主要害虫的性信息素
生态调控技术［D］. 杨 凌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9-30.

［9］ 万里鹏. 景泰县枣树桃小食心虫的发生及综合防治
［J］. 甘肃农业科技，2012（12）：58-59.

（责任编辑：郑立龙）

玉米是甘肃省三大主栽作物之一，近年来随
着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大力推广，玉米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在全省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全
面实施玉米配方施肥技术，对全省粮食安全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甘肃省农业节水与土壤肥料管
理总站在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基础上，
针对普遍存在微量元素施肥不合理以及施肥时期、
施肥方法不当等问题，于2012年在秦安县旱梯田地
进行了玉米基施锌肥肥效试验，以期为建立甘肃省
玉米作物中锌元素施用指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氮肥为尿素（含N 46%），中国石油兰州化

学工业公司生产；磷肥为云南一级过磷酸钙（含
P2O516%），云南上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锌
肥为硫酸锌（ZnSO4·7H2O，含Zn 21%），兰州富强
微量元素厂生产。指示玉米品种为金穗8号。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秦安县千户乡大湾村旱梯田地。当
地海拔1 750 m，气候干燥，年均气温为8.1℃，年
均降水量547.7 mm，无霜期130 d左右，有干旱、
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土壤为黄绵土，土壤肥
力中等且均匀一致，前茬玉米。

试验设3个处理，处理1为不施锌肥（空白对
照，CK），处理2为基施硫酸锌22.5 kg/hm2，处理3
为基施硫酸锌45.0 kg/hm2。试验采用随机排列，3

摘要：在秦安县旱梯田地对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基施锌肥研究其肥效的试验结果表明，施锌肥能较好地改善
玉米的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且能促进提前成熟，同时有较明显的增产效果。施硫酸锌（ZnSO4·7H2O，含 Zn 21%）
22.5 kg/hm2为当地适宜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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