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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绵蚜的发生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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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苹果绵蚜是苹果生产上的重要害虫。对苹果绵蚜的发生规律、习性、传播途径和影响因素进

行了分析，分别从植物检疫、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方面对其防治措施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以期为生产上防治苹果绵蚜提供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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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绵蚜（Ｅｒｉｏｓａｍａ　ｌａｎｉｇｅｒｕｍ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属同翅目（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瘤 绵 蚜 科（Ｐｅｍｐｈｉｇｉｄａｅ）绵

蚜属（Ｅｒｉｏｓｏｒｕ　ｌｅｅｃｈ），俗 称 血 色 蚜 虫、赤 蚜、绵 蚜，
最早发现于北美洲东部，现已遍及全世界，为世界性

检疫害虫。苹果绵蚜１９９５年被列为全国苹果植物

检疫对象，１９９７年被确定为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潜在

危险性有害生物［１］。该虫具有繁殖能力强、世 代 重

叠明显、发育周期短、危害严重等特点，且在危害部

位可分泌大量白色毛状蜡质，防治困难，已成为苹果

生产上的重要害虫。鉴此，根据多年实践经验，结合

前人的研究结果，对苹果绵蚜发生规律、传播途径、
影响因素及防治措施进行了总结，以期为生产上防

治苹果绵蚜提供帮助和指导。

１　苹果绵蚜发生规律及习性

在我国，苹果绵蚜的繁殖以无翅胎生为主，孤雌

生殖。每年发生１２～２３代，世代重叠现象明显。在

不同地区发 生 代 数 不 同。如 山 东 每 年 发 生１７～１８
代［２］，冀中南地区发生１４～１５代［３］，贵 州 黄 平 每 年

发生１２～１８代［４］，西藏每年可发生７～２３代［５］，河

南每 年 发 生１４～２０代［６］，江 苏 每 年１２～１４代［７］。
该虫以一龄或二龄若虫在果树树干伤疤、剪锯口、树
皮缝隙和近地面根部等场所进行越冬，且仅在苹果

树上越 冬，在 果 园 内 或 周 围 未 发 现 越 冬 寄 主 及 场

所［８］。调查还发 现，越 冬 虫 态 以 二 龄 为 主，而 在２０
世纪５０代，绵蚜则主要以一龄若蚜越冬［９］，可能是

近年来气候变暖特别是暖冬有利于越冬虫越冬，造

成越冬龄 期 变 大 缘 故。苹 果 绵 蚜 在 冀 中 南 地 区 越

冬，出蜇期在３月 底 至４月 中 旬，平 均 气 温 上 升 至

８．５℃时越冬若虫开始活动危害，出蜇高蜂在４月上

旬，４月中旬出蜇结束。当气温达到１１℃左右，若虫

迁移至叶腋、嫩梢基部等处吸取树液，生长发育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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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孤雌生殖。每只雌成虫平均胎生头数６４．７头，最
低１６头，最 高１７２头。平 均 胎 生 天 数２２ｄ，最 高

４０．８ｄ，最低１３．７ｄ。５月 上 旬 开 始，越 冬 若 虫 多 在

原处扩大群落进行危害。田间调查结果表明［１０］，苹

果绵蚜每年有２次发生高蜂，第１次在６月下旬，是
全年繁殖盛期，这时一龄若虫四处扩散，危害１ａ生

枝、叶腋。７－８月 份，受 高 温、高 湿 和 寄 生 蜂 的 抑

制，苹果绵蚜数量急剧下降。到８月下旬寄生蜂减

少，气温又适宜，苹果绵蚜大量繁殖，数量开始上升，

９、１０月增长迅猛，１１月初达到第２个高峰，这时发

生量 最 大，而 后 逐 渐 减 少，直 至 越 冬，全 年 呈 双 峰

曲线。

２　苹果绵蚜的分布

苹果绵蚜最早发现于美国，后随苗木传播至欧

洲各国及世界各地。在我国，苹果绵蚜最早于１９１４
年在山东威 海 发 现，１９２９年 在 辽 宁 大 连 发 现，１９３０
年在云南昆明发现，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 代 在 胶 东 半

岛和辽东半岛发生普遍，１９６０年在西藏拉萨发现该

虫危害，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在 林 芝 等 地 发 现 其 扩 散 危

害。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苹 果 绵 蚜 疫 区 呈 逐 渐 扩 散 蔓

延的趋势，分别在河南、河北、天津、山西、陕西等省

市发生，并在省内扩散危害。至２００８年，全 国 有 苹

果产量与栽培 面 积 记 录 的２６个 省、区、市 中，有１４
个曾有发现苹果绵蚜危害的报道［１１］。在河北省，随

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起的“富士”热，从山东等苹果

绵蚜疫区大量调运苗木，苹果绵蚜随之传入。１９９２
年 在 石 家 庄 晋 州 发 现［１２］，１９９５年 在 唐 山 丰 润 发

现［１３］，１９９９年在邯郸市首次发现［１４］，２０００年首次在

衡水市发现［１５］。目 前，除 张 家 口、承 德 坝 上 高 寒 地

区外河北省各市均有分布，秦皇岛、唐山、石家庄等

地区部分果园发生严重。

３　苹果绵蚜的传播途径

一般认为，苹果绵蚜的传播有近距离传播和远

距离传播２种方式。远距离传播主要是靠苗木、接

穗、果实及其他包装物传播，其中带虫苗木、果实和

接穗的异地调运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近距离传播

除已知的由风、人为携带带虫衣物、工具传播外，主

要靠有翅蚜的迁飞和若虫的爬行向四周扩散迁移进

行自然传 播［３］。邱 名 榜［１６］在 胶 东 半 岛 地 区 的 调 查

显示，目前胶东半岛苹果绵蚜发生的果园中，７０％以

上都是通过自然传播的。因此可以认为，自然传播

是苹果绵蚜在发生区内扩散的主要途径。有研究表

明，有翅蚜主要发生在８月下旬至１０月 下 旬，９月

下旬最多，这也是扩散的主要时期，当年近距离扩散

可达２００ｍ左右。调查一些特殊环境的果园（树）发

现，自然传播的 距 离 最 远 可 在 果 园 之 间 达１～５ｋｍ
范围［１７］。

４　苹果绵蚜发生的影响因素

４．１　果树品种

苹果绵蚜能 危 害 苹 果、沙 果、海 棠、山 丁 子、山

楂、梨、李 子、花 红 等 多 种 果 树，其 中 以 苹 果 最 为 严

重。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苹果绵蚜对不同苹果

品种的危害有很大差异。富士系、元帅系受害较重，
嘎啦 系、金 帅 系 受 害 中 等，美 八、腾 木１号 受 害 较

轻［１８］。苹果绵蚜 对 不 同 苹 果 品 种 的 选 择 性 决 定 着

苹果的受害 程 度。王 平 彦 等［１９］研 究 了 苹 果 绵 蚜 对

不同苹果品种枝条的选择及与挥发物的关系，结果

表明，该虫在选择寄主时，能被不同品种苹果枝条气

味吸引，植物挥发物成分及含量差异在苹果绵蚜的

寄主选择中起着重要作用。

４．２　果园管理状况

种植同一品种，不同的管理质量对苹果绵蚜发

生、消长影响较大。赵业霞［２０］对苹果绵蚜发生危害

与果园管理质量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管

理质量的果园其苹果绵蚜发生危害程度差异显著，
管理精细的果园绵蚜虫株率明显低于管理粗放的果

园。在果园的各项管理措施中，以刮皮、除萌蘖及喷

药３项措施与苹果绵蚜发生危害的关系最为密切。
苹果腐烂病 的 发 生 程 度 与 苹 果 绵 蚜 的 发 生 呈 正 相

关。苏满意等［２１］在河北辛集的调查中发现，寄主植

物树龄大、树势衰弱、通风透光差的果园受害重；大

年树较小年树受害重。此外，果园浇水及浇水次数

对苹果绵蚜的发生程度也有一定影响，浇水次数越

多，发生危害越重，特别是在干旱年份更加明显。果

园地面覆草，由于温湿度变化小，冬季温度提高，相

对湿度增大，也利于苹果绵蚜的越冬繁衍和危害。

４．３　气象因素

苹果绵蚜的发生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温度及

湿度的变化对其发生有很大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和

冬季暖冬天气适合苹果绵蚜栖息并加快它的繁殖速

度。据调查［２２］，苹果绵蚜在多雨年份比少雨年份发

生严重。同一时期，多雨年份苹果绵蚜的发生量为

少雨年份的２９．５倍。温度条件也很大程度上影响

苹果绵蚜的生长和繁殖。试验表明，在１０～３０℃范

围内，温度越高，苹果绵蚜生长期越短，即从出生到

成虫期的发育时间长短与温度成负相关，１０℃时需

５７．８ｄ，随 着 温 度 升 高，发 育 时 间 减 少，３０℃时 仅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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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ｄ，而３２℃时所需的发育时间又增加到１６．８ｄ；
一龄 若 虫 所 需 的 发 育 始 点 温 度 为５．８℃，二 龄 为

４．８℃，三龄为４．９℃，四 龄 为４．４℃；生 育 上 限 温 度

大致为３２℃；发育最适温度为１３～２５℃［２３］。

４．４　天敌

天敌也是影响苹果绵蚜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杨青蕊等［２４］的 调 查，苹 果 绵 蚜 的 天 敌 昆 虫 有１２
种。而杨勤民等［２５］在鲁西南地区调查发现，苹果绵

蚜天敌有２３种。普 遍 认 为［２６－２８］，苹 果 绵 蚜 蚜 小 蜂

（Ａｐｈｅｌｉｎｕｓ　ｍａｌｉ　Ｈａ１ｄｅｍａｎ，又 称 日 光 蜂）是 苹 果

绵蚜最重要的寄生性天敌，７－８月份，苹果绵蚜 数

量减少，除与气温因素相关外，其天敌日光蜂对它的

控制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另有研究表明［２］，苹 果 绵

蚜蚜小蜂自然种群对低密度绵蚜有较强控制作用，
但对高密度绵蚜作用不明显，因此，单纯依靠寄生蜂

不可能控制绵蚜猖獗危害，特别是在５－６月份，苹

果绵蚜蚜小蜂的发育落后于苹果绵蚜的个体发育，
这可能是许多地区苹果绵蚜蚜小蜂不能全年控制苹

果绵蚜危害的主要原因，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予以防

治［２７－２８］。另外，瓢虫、草蛉等捕食性天敌对苹果绵蚜

的捕食作用明显，应加以保护利用。

５　防治措施

５．１　检疫

检疫是防止苹果绵蚜传播蔓延最有效的控制手

段。必须加强宣传，提高果农对苹果绵蚜危害的认

识，严禁从疫区调运苗木，确需引进时检疫部门应加

大植物检疫执法监管力度，严格检疫程序，检疫中发

现带虫苗木就地及时销毁，把好源头关［２９］。

５．２　农业防治

加强果园的土、肥、水管理，合理修剪，使树体合

理负载，树冠通风透光，以增强树势，提高果树抗病

虫能力；休眠期刮除老翘树皮，结合冬剪，剪除萌蘖

枝、病虫枝，清除果园内残枝落叶，带出园外集中烧

毁，降低虫口密度，清除越冬幼虫；冬翻树盘，消灭隐

蔽在根际表层的越冬若虫，减少苹果绵蚜的越冬基

数；及时除掉受害枝条上的苹果绵蚜群落，生长季节

中看到苹果 绵 蚜 时 立 即 清 除［３０］。此 外，合 理 间 作，
利用植物的他感作用防治病虫害也不失为一种好方

法，有报道指出，间种大葱可预防和减少苹果绵蚜的

发生［３１］。

５．３　生物防治

苹果绵蚜天敌很多，常见的有苹果绵蚜蚜小蜂、
柄腹小蜂、蚜茧蜂等，它们可寄生于绵蚜体内，对控

制绵蚜危害有很好效果。有报道指出，７－８月份为

苹果绵蚜蚜小 蜂 繁 育 高 峰 期，寄 生 率 可 达７０％，基

本能够控制苹果绵蚜危害［５］。此外，七星瓢虫、食蚜

蝇、草蛉等捕食性天敌，对控制苹果绵蚜的数量和危

害也能起到很大作用，应注意加以保护。生产上应

选择生物性农药等高效、低毒农药，并避开天敌发生

高峰期施药，以免杀伤天敌。有条件的果园可以人

工繁殖释放 或 引 放 苹 果 绵 蚜 蚜 小 蜂、瓢 虫、草 蛉 等

天敌。

５．４　化学防治

化 学 防 治 是 目 前 控 制 苹 果 绵 蚜 危 害 的 主 要 方

法［７］。针对苹果绵蚜发生代次多、危害大的特点，抓
住适期开展防治是重中之重，在不同的时期结合苹

果绵蚜的活动特点采用药剂喷雾、涂毒环、灌根、堵

树洞等方法进行大面积防治，可有效防控苹果绵蚜

的发生及危害［３２］。

５．４．１　防治时间　大量研究表明［３，６－７］，防治苹果绵

蚜应抓好３个关键时期，即发芽至开花前、落花后幼

果期及采 果 后 至 落 叶 期。早 春 发 芽 到 花 前 这 个 阶

段，苹果绵蚜陆续开始活动，尚未四处扩散，且树上

枝叶稀少，易于防治。花后是越冬若虫出蛰盛期，苹
果绵蚜第１代开始迁移扩散，进入第１次危害高峰，
此时进行化学防治，可有效降低种群数量。采果后

气温开始下降，苹果绵蚜再次活跃，大批若虫四散蔓

延，此时防治 虽 是 采 果 后 的 措 施，但 有 利 于 保 护 花

芽，而且可以有效降低越冬虫源基数。

５．４．２　防治方法　在不同的防治时期，采用不同的

化学防治方法。花前主要通过抹杀的方式，用药液

拌成药泥来堵树洞、树缝伤疤等，或者用药液涂刷有

蚜果树上的剪锯口、伤疤、树枝茎部和树根等，通过

对这些主要越冬场所的药剂抹杀，压低虫源基数，减
轻后期防治压力。花后和采果后主要采用树上喷雾

的方法，这也是防治苹果绵蚜的主要方 法［４］。施 药

要均匀，连同枝干一起喷，重点喷透伤疤、剪锯口、树
皮缝隙、根茎、新梢、短果枝等处，发生严重时用药液

灌根，在 树 干５０ｃｍ 半 径 范 围 内 每 株 树 灌 药 液 约

１０ｋｇ，使渗透深度达１５ｃｍ左右。

５．４．３　选用药剂　对防治苹果绵蚜农药的选用，有
很多相关的 研 究 和 田 间 药 效 试 验。邱 名 榜 等［３３］在

苹果绵蚜的防治中，使用１．８％阿维菌素（阿巴丁乳

油）、１％杀虫素乳油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倍液等生物农药，
防效可达９３．３２％～９９．４３％，且同时能兼治苹果黄

蚜、叶螨、苹果潜叶蛾等多种害虫，药效可持续１５～
３０ｄ，可以大力推广应用。赵雪晴等［３４］对１４种农药

进行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乐斯本、蚜灭多、啶虫

脒、乙酰甲胺磷对苹果绵蚜有良好的控制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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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药剂均属高效低毒药，具有对环境安全、经济等特

点，符合无公 害 果 品 生 产 要 求，在 生 产 上 可 推 广 使

用。此外，１０％吡虫啉粉剂２　５００～３　０００倍液、４０％
氧化乐果乳油１　０００倍液、５０％久效磷乳油２　０００倍

液、５％氯氰 菊 酯 乳 油２　０００倍 液 等 也 有 较 好 防 效，
可根据情况选用。因苹果绵蚜表面有蜡质绵状物保

护，药液难以触及身体，喷药时加入渗展宝３　０００倍

液，以提高防效。同时注意交替用药，延缓害虫抗药

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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