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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水果在生活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果品不只是馈赠亲友的礼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补充营养的必需品。

在水果生产中，不但要求高产，而且要求优质，在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不但要求当时能

扑灭病虫为害，而且对产品、对环境不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我国在防止化学品污染方

面下了很大的工夫，继停用六六六、滴滴涕、杀虫脒等高毒、有残留农药后，从2002年

起果园全面禁止使用任何高毒农药，这项规定实施以后对减少环境污染、减低农药对人

畜的危害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在水果病虫害防治过程中，由于过去常用的农

药被大量禁用，需要开发推广一些新的高效低毒农药，同时需要及时推广新的防治技

术。

通过全国植保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水果病虫害的防治技术在不断提高，病虫害新的

防治技术不断出现。根据近年来水果病虫害防治研究新的进展，结合作者多年来的工作

实践，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吸取科研方面取得的新进展，以及在生产防治中取得的新

经验，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梨上发生的病虫害种类，各种病

虫害的识别方法，发生规律，以及防治方法，特别是配有许多生态图片，尽量对不同形

态的病虫特征以图片的形式展现。在介绍防治技术方面，注重采用新的综合防治理念。

由于受篇幅所限，对比较重要的病虫种类的发生规律、防治方法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

并注重介绍了一些新的防治方法和理论，而对一些发生不普遍，一般危害不很严重的种

类，进行了扼要介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内容简洁、适用，并尽量符合环境保护的要

求。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一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10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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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果树病虫害防治基础

一、病虫害的调查方法

评估果园害虫发生水平是果园综合管理生产制度（IFP）生产的基础，只有依据可靠

的害虫数量评估才能做出科学的防治决策，避免盲目用药，同时避免造成产量损失。如

果不具备病虫害生物学知识，建议聘用顾问来监测和治理梨树病虫害。在此，根据新西

兰的IFP手册，结合我国果园情况制定对病虫害的调查方法。

害虫监测方法包括在特定的时间内对一小部分害虫进行，取样方法尽量简化，以便

进行简单的培训和花费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实行，并能够对害虫做出理想的防治决策。

在推荐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步骤，本手册集中在IFP生产中主要害虫的治理决策，参

考苹果的防治指标，在应用中应该根据实践加以修正。取样应该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分

品种进行，如果做不到就要聘请顾问。

在新西兰每个种植者必须保存一本记录防治病虫害措施的册子。这本册子作为新西

兰苹果梨商会每年评价生产依据，对于产品的销售有直接影响。许多情况下，果园病虫

害问题可以通过果园卫生得到解决，如果必须使用化学药剂，要尽量避免伤害天敌。

1．取样部位

每2公顷作为一个取样单位，但必须分品种进行取样，因为不同品种对害虫敏感性有

差异，如卷叶蛾喜欢短枝型和晚熟品种，粉蚧喜欢大树。不要有意取高密度虫量样本，

不要只在周边取样，要使整个区域有代表性。

如果品种混栽要分别取样，分别记载，如果技术熟练，可以进一步细化调查，如建

立捕食螨与螨的数量关系调查。取样要在整个区域多点取样，每点可少取样本，不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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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树上取大量样本。

2.调查方案

分叶片调查、新梢调查、枝干调查和果实调查。还可采用诱捕器监测的方法。

（1）叶片调查：由于有些病虫害起初先在内膛成熟叶片上为害，对这些叶片进行取

样，利于早期发现、评估病虫害发生水平。其中对象包括梨木虱、叶螨及其天敌，黑星

病等。

简化的取样方案，每个果园可以采用5点取样，每点取样可以调查4株树，每株分别

取内膛5个叶丛枝上成熟叶1片，共取20株，100片叶。每周调查1次。如果人员充裕，可

以每株取样25片叶子，共取样500片叶子，大样本更能准确判断病虫害发生状况。

（2）新梢调查：对于喜欢为害新梢的病虫害，只有及时对新梢进行取样，才能掌

握其发生动态，主要对象包括蚜虫、梨瘿蚊、梨星毛虫等。同样每个果园可以采用5点取

样，每点调查4株树，每株调查5个梢，调查20株，100个梢。也可每株调查25个新梢，共

调查500个新梢。每周调查1次。

（3）枝干调查：对于周年在树上为害，扩展比较慢的病虫害，可以在生长季初期和

末期进行普查，了解其基本分布与发生状况，指导制定防控方案。主要对象包括苹果绵

蚜、介壳虫、腐烂病等。每个果园采用5点取样，花前普查，调查株发生率，每园调查20

株。苹果绵蚜调查每株主干和4个大枝，20个剪锯口。介壳虫调查二年生枝5枝，从基部

向端部调查30厘米长。腐烂病调查发病大枝数和总大枝数，分级确定为害程度。同时，

在生长期可以不定期调查。

（4）果实调查：主要在为害期集中对为害果实的病虫害进行调查，其中食心虫包

括梨小食心虫、梨大食心虫、桃蛀螟等，介壳虫包括康氏粉蚧、梨圆蚧等，还有其他害

虫，可以从为害初期开始定期调查，掌握发生动态，为制定防控决策提供依据。

每个果园采用5点取样，分品种调查，每点调查2株树，采收期调查蛀果率每株调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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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部100个果实，每园调查1 000个果。生长期调查监测卵果率，每株调查100个果，调

查1 000个果实。

（5）诱捕器监测：利用诱剂制成诱捕器，挂于果园对害虫进行监测，具有方便、灵

敏的特性，为掌握害虫发生动态提供了便利，但目前多数害虫只能监测发生高峰期，对

监测发生量与防治决策的关系，多数害虫需要深入研究。性诱剂诱捕器监测包括桃小食

心虫、梨小食心虫、金纹细蛾、卷叶蛾等。可每100米挂1个诱捕器，每园挂4个诱捕器，

一般挂在树冠北面背阴处，高度在1.8米左右，诱捕器周围有比较空旷的空间，对多数害

虫采用每周调查1次，并将诱捕器编号，记录每个诱捕器诱蛾量。

二、主要病虫害的参考防治指标

1.防治指标的意义

目前推行的IFP，其核心是建立在病虫害的综合治理基础之上，尽量采用环境可以

接受的措施防治病虫害，当病虫害发生达到将要为害作物造成损失时要及时进行防治，

其中病虫害的防治指标成为基本的要素。我国于1975年在全国植保大会上提出“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目前综合治理的概念为：“从农业生态系整体出发，充分

考虑环境和所有生物种群，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因素控制病虫害的前体下，采用各种

防治方法相互配合，把病虫害控制在经济允许为害水平以下，并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其中，经济允许为害水平是实际操作中衡量病虫害防治的标尺，防治指标是经济

允许为害水平评估中害虫数量的具体密度，是实行科学治理的关键标志。

2.影响防治指标的因素

制定防治指标要考虑影响其形成的因素，防治费用受到防治方法、农药种类、人工

费用等的影响，产量受到土壤、人工管理、气候、大小年等的影响，防治效果受防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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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农药种类、操作技术等方面的影响，要考虑害虫为害特性，为害果实和为害叶

片造成的损失不同，不同虫口密度、龄期为害程度不同，果树对为害的反应受到补偿能

力、生育期等的影响。在具体的每项因素中又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为害程度受到为害

部位、为害时期的影响，而产品的价格又随着市场的变化随时在波动，因此，经济允许

为害水平是一个理论上的指标，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尽量选取具有

普遍意义的要素数值。

3.梨害虫防治指标的使用

目前我国梨树生产中多数防治措施是凭经验决定，缺乏科学的依据，虽然过去对

梨害虫的防治指标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由于其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生产中难以推广使

用。为了切实利用防治指标指导生产，将其划分为理论指标和操作指标可能会更利于推

广应用。操作指标是在理论指标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各种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后简化

而成，是理论指标简单化、具体化，并可根据条件变化修订。据此想法，现将目前我国

梨园发生的害虫防治指标汇总（表1），国内没有的借鉴新西兰、美国等的资料，并希望

在以后逐渐完善修订，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根据当地果园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考虑的主

要因素简化为果园的产量水平、防治费用、防治效果、需要兼治的病虫害、气候状况、

栽培习惯等。

表1　国内梨主要害虫防治指标汇总

害虫种类 防治指标 使用说明

食心虫类

（国内研究）

1.卵果率0.5%～1%

2.树上防治：诱捕器平均每天诱

到5头成虫/器（桃小），20头成

虫/器（梨小）

　生长期诱捕器监测，达到指标后，开

始查卵，卵果率在0.5%以上，开始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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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种类 防治指标 使用说明

梨木虱 5%虫梢率
　推荐使用昆虫生长调节剂类药剂，在

成虫羽化初期喷药

蚜虫 20%虫梢率 　根据天敌数量，指标可以灵活掌握

梨瘿蚊 10%新梢受害 　根据发生情况，可以挑治

山楂叶螨

苹果全爪螨蟎

二斑叶螨

（国内外综合）

落花后平均成螨1头/叶；麦收

前成螨2头/叶；麦收后无天敌3

头/叶，有天敌5头/叶

　麦收前以调查内膛叶片为主，麦收后

随机取叶

梨星毛虫 5%卷梢率 　新梢调查

梨圆蚧 10%虫枝率 　调查二年生枝条

4.防治指标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收集整理的操作指标有些是过去多年前的研究结果，有些是引用国外的资料，适用

性有待验证，各地可以根据生产情况适当调整，并且在建立起防治指标体系框架以后，

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喷洒农药后，对其控制效果可以跟踪监测，逐渐修订，完善

防治指标的适用性，以避免造成盲目使用农药的局面。

此外，在整个梨生产过程中，要有一个完整的病虫害控制计划，建立以生态控制为

中心的综合治理模式，从栽培措施、生物防治、人工防治、物理防治等方面有针对性地

进行预防，生长季进行定期监测，采用科学的调查方法针对主要病虫害进行监测，随时

掌握各种病虫害的发生动态。采取措施时要兼顾其他病虫害的控制。在保证丰产丰收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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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尽量减少农药使用，减少劳力投入，达到果品安全生产的目的。

三、以生态控制为中心的综合治理关键措施

1.果园卫生与树体保健

许多病虫害常年定居在果园，冬、春清除病虫源对生长季防治至关重要，如褐斑

病在落叶中越冬，树上的病僵果、枯死枝是来年的炭疽病、轮纹病、腐烂病的重要传染

源，发芽前腐烂病源、枝干轮纹病源在树上暴露明显，将这些病虫源及时清理出果园，

可显著降低生长季的为害。对刮净的病斑应及时用5%菌毒清水剂30倍液涂抹，在花芽

膨大期再用5%菌毒清水剂100倍液全树喷洒。而对白粉病、红蜘蛛、介壳虫严重的果园

可改用3～5波美度石硫合剂喷洒。保持果树健壮是防治病虫害的基础，许多病虫害的为

害与果树的不健康状态相关，腐烂病、轮纹病都是弱寄生菌，当树体衰弱产生坏死皮层

时，为病菌提供了定居的场所，病菌也易于侵入衰弱的活组织。营养的失调也使果树抵

抗力减弱。因此，果树套袋时应疏果使树体负载量得到合理控制，利于树体保健。特别

注意调节树体营养，目前，不少果园钾肥不足，缺钾果树易发生腐烂病、轮纹病等；偏

施氮肥可促使红蜘蛛暴发。所以应定期进行果园营养分析诊断，保持树体营养平衡，卫

生与保健是抵御病虫害的基础。

2.果园生草增加生物多样性

在果园行间有间隙时，果园间作绿肥是病虫害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绿肥不但可

提高土壤有机质，并可改善果园内微生态环境。间作绿肥可显著提高果园生物多样性，

种植合适的绿肥，其上寄生的昆虫可作为天敌的饲料，进行果树害虫天敌的天然饲养。

可在果树蚜虫、红蜘蛛发生期割倒绿肥，驱使天敌上树控制为害，通过比较试验，种植

毛叶苕子繁殖的优势天敌为小花蝽，种植三叶草在开花期瓢虫为优势天敌，果园种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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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植物为理想选择。当果园比较郁闭，或者不适合种植绿肥时，可以选择果园自然生

草，在农事操作时，剔除果园滋生的恶性杂草，保留适合当地生长的一些低矮、阔叶性

杂草，也能够起到保护果园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要改变目前进行清耕管理的习惯。

3.果实套袋防病虫

目前果实套袋栽培在各果区大量推广，果实套袋不但可以提高果实外观品质，最主

要的作用是防止果实病虫害的发生，其中梨树黑星病或轮纹病、炭疽病一直是果园病虫

害防治的重点，套袋以后梨果实病害基本得到控制。过去梨食心虫也是大部分果园病虫

害防治的重点，在梨食心虫产卵为害前套袋，防止了梨食心虫的发生。

4.人工释放天敌或保护自然天敌控制病虫害

除了前述种植绿肥为天敌提供食物，利于其繁殖，可改善天敌的生存环境，为其提

供越冬、躲避不良生存环境条件外，注意了解果园周边环境天敌发生动态，充分利用生

态系统中，不同生态区域间天敌能量的转移，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在麦熟期注意

保护转移到果园的瓢虫、草蛉、食蚜蝇、小花蝽等天敌，对蚜虫、叶螨会起到比喷药更

好、更持久的效果。同时也可引进释放天敌，在害虫大量发生之前，人工在果园补充天

敌，以弥补天敌的不足，如饲养赤眼蜂在梨小食心虫、卷叶蛾产卵期释放，饲养塔六点

蓟马、捕食螨等在害螨发生前期大量释放控制叶螨，饲养草蛉、瓢虫防治蚜虫等。

5.利用化学生态物质控制病虫害

目前利用昆虫性信息素防治梨小食心虫、苹果蠹蛾在国外技术成熟，国内正在引进

并吸收该项技术，基本在开花前处理1次，可以控制整个生长季为害。国内也正在研究试

验诱杀或者迷向防治食心虫、卷叶蛾等害虫。在春季果园挂糖醋液可防治多种害虫，特

别是梨小食心虫、卷叶蛾，糖醋液和性诱剂结合可显著提高诱杀效果。由于性信息素转

化性强，使用中如何协调与其他害虫的防治，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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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用害虫物理趋性诱杀防治

利用多数害虫的趋光性，在果园挂频振式黑光灯，黑光灯可以和水盆结合，也可

和高压电网结合成捕杀器，一般3～4公顷挂一个黑光灯就可获得很好的防治效果。利用

蚜虫、白粉虱对黄色的趋性，在果园可以挂黄板并涂上粘胶可以起到防虫作用，但注意

要在害虫有翅期悬挂，当害虫有翅期过后，要将黄板及时去除，以免引诱寄生蜂杀伤天

敌，同时铺设银灰色、黑色地膜，对蚜虫也有显著的驱避作用。 

7.协调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的关系

当需要喷药时利用生物农药和具有选择性的农药，如蚜虫、卷叶蛾可用油酸烟碱、

苦参碱、苦楝素防治。阿维菌素、浏阳霉素可用于防治各种螨类，多抗霉素用于防治梨

树黑斑病，农抗120防治腐烂病。在必须使用化学农药时，要使用高效、低毒有选择性的

农药。在果园病虫害综合治理体系中，不一味追求完全消灭害虫，建立病虫害的持续控

制体系。无公害果品生产允许使用高效、低毒化学农药，禁止使用高毒、有残留农药，

并且从2007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禁止使用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甲拌磷、久

效磷等5种高毒农药。在实际操作中应树立尽量少用化学农药的指导思想，在选择农药

时，可用生物农药控制的应优先考虑使用生物农药，其次是矿物源农药，如石硫合剂、

硫悬浮剂、波尔多液、矿物油类，美国有试验用硅藻土防虫的报道。在选择化学合成农

药时，应尽量选择高效低毒，最好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如吡虫啉对蚜虫、叶蝉类，哒螨

灵、四螨嗪对螨类。另外，注意农药的交替使用，以延缓病虫害的抗药性。前期可以使

用残效期较长的药剂，后期必须使用残效期短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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