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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2017 年对云南省澄江县的蓝莓果期虫害进行了系统调查。 结果表明,果期为害蓝莓的虫害有 8 种,分别为果蝇、蚜虫、金龟子、
蝼蛄、蜗牛、蛴螬、介壳虫和鸟类(主要为麻雀)。 在调查虫害危害程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介壳虫、果蝇及蛴螬为目前防治的主要对象,介
绍了其发生、危害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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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carried
 

out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insect
 

pests
 

of
 

blueberry
 

at
 

fruit
 

stage
 

in
 

Chengjiang
 

of
 

Yunnan
 

Province.
 

Results
 

showed
 

that
 

8
 

kinds
 

of
 

insect
 

pest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fruit
 

fly,
 

aphids,
 

beetle,
 

mole
 

cricket,
 

snail,
 

grubs,
 

scale
 

insects
 

and
 

bird
 

(mainly
 

was
 

Passer
 

montanus) .
 

Among
 

them,
 

scale
 

insects,
 

fruit
 

fly
 

and
 

grubs
 

caused
 

the
 

most
 

damage.
 

The
 

occurrence
 

and
 

damage
 

of
 

scale
 

insects,
 

fruit
 

fly
 

and
 

grubs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control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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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莓又名越橘、蓝浆果,属杜鹃花科(Ericaeae)越橘属

(Vaccinium
 

L. )植物。 果实除鲜食外,可加工成果汁饮料、果
酒、果酱等及一些深加工产品,蓝莓还被用作糕点、糖果、酸
奶等产品的配料,也可从果实中提取花色苷、多酚、黄酮类化

合物,用于制造保健品和相关化妆品。 果实中除含有氨基

酸、食物纤维和维生素等成分外,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熊
果甙、花青甙等其他果品中少有的特殊成分以及丰富的钾、
铁、锌等矿质元素,其营养价值远远高于其他水果。 蓝莓因

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

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1-3] ,目前,全球对蓝莓的需求量在不

断增长。
澄江县位于 102°47′~103°04′E、24°29′~24°55′N,境内有

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和中温带 4 种气候类型,年平均

温度为 11. 9~17. 5
 

℃ ,年降雨量为 900~1
 

200
 

mm,相对湿度

为 76%,全年日照时数为 2
 

172. 3
 

h,日照率为 50%,全县降雨

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和。 境内土壤以红土和紫色土为主,占
陆地面积的 81. 6%[4] 。 该县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水资源和丰富

的酸性土壤资源为大规模发展蓝莓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 近年来,该县的蓝莓栽种面积不断扩大,蓝莓产业在

迅速发展,截至 2016 年,蓝莓种植面积超过 413
 

hm2 [5] 。
蓝莓是备受人们推崇的色、香、味俱佳的保健果品,果期

的虫害防治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澄江县开始种植蓝莓的时

间相对较短,尚缺乏对蓝莓果期虫害发生危害情况的系统调

查和研究,企业和种植户对蓝莓果期虫害的发生还缺乏正确

的认识和科学有效的防治技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澄江县蓝

莓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主要对澄江县蓝莓果期的虫害进行

了系统调查,明确澄江县蓝莓果期主要虫害的种类、发生及

危害现状,并对危害严重的虫害提出了防治措施,旨在为蓝

莓的安全生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范围　 在澄江县蓝莓种植区进行蓝莓果期虫害的

系统调查,并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位于澄江

的蓝莓基地为果期虫害观测点和试验点,观测果期虫害的发

生危害规律。
1. 2　 调查方法　 以踏查和专题调研方法于 2017 年 3—8 月

对澄江县蓝莓种植区进行虫害系统调查,定点调查和田间系

统观测相结合,调查虫害的发生趋势及危害程度,记录各种

虫害发生情况、发生规律及危害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主要虫害种类　 对澄江县蓝莓种植区进行蓝莓果期虫

害的系统调查,发现蓝莓种植区都有不同种类虫害发生,且
不同品种虫害的种类存在差异。 主要为害蓝莓的虫害共 8
种,分别为果蝇、蚜虫、金龟子、蝼蛄、蜗牛、蛴螬、介壳虫和鸟

类(主要为麻雀)。
2. 2　 虫害危害部位及症状类型　 8 种蓝莓虫害中,为害果实

的有 5 种,为害根的有 2 种,为害叶、叶柄、果柄等部位的有 1
种,为害嫩叶、嫩梢、花蕾和花的有 1 种,受害植株都表现出

相应的症状,有些植株有时同时受不同虫害为害而表现出复

杂的症状(表 1)。
2. 3　 发生及危害较严重的虫害种类　 通过对澄江蓝莓种植

区果期虫害危害程度进行调查,发现蚜虫、金龟子、蝼蛄、蜗
牛和麻雀的危害程度较轻,一般在轻度到中度,而果蝇、介壳

虫和蛴螬危害严重。
2. 3. 1　 介壳虫。 介壳虫繁殖能力强,一般 1 年 1~ 3 代,少数

4~5 代。 卵孵化为若虫,经过短时间爬行,营固定生活,即形

成介壳。 介壳虫抗药能力强,一般药剂难以进入体内,防治

比较困难,一旦发生,不易清除干净。 介壳虫发生危害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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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湿度、光照、风、雨等气候因子以及天敌、人类活动等密切

相关[6-7] 。
调查发现,4 月初,介壳虫开始在“密斯黛”等少数较早

成熟的南高丛蓝莓品种上为害严重,以为害处于坐果期的花

序、枝条及幼果为主,严重受害的花序枯萎,不能继续坐果,
受害幼果皱缩,不能继续发育,枝条被吸吮汁液后干枯。 7—
8 月,随着雨量增加,湿度变大,介壳虫开始在多数品种上发

生严重。

表 1　 蓝莓果期主要虫害种类及其危害情况

Table
 

1　 Investigation
 

on
 

the
 

main
 

kind
 

of
 

insect
 

pests
 

and
 

damage
 

to
 

blueberries
 

虫害名称
Names

 

of
 

insect
 

pests
危害部位

Damage
 

parts
危害程度
Damage

 

degree
危害症状
Symptom

果蝇 Drosophila 果实 +++ 成虫将卵产在近成熟蓝莓果皮下及软果和烂果表皮下,卵孵化后以幼虫为害,随着幼
虫的蛀食,果实逐渐软化、变褐、腐烂、脱落;其产生的伤口也易引起病菌或其他昆虫为
害。 1 个蓝莓果实可同时遭受多头果蝇为害,并在果皮上留有多个虫眼

蚜虫 Aphid 嫩叶、 嫩 梢、 花 蕾、
 

花
(反季)

+ 受害叶片背面形成不规则的皱缩卷曲、叶片脱落,花蕾变形以致二次开花花朵减少或
变小,传播蓝莓鞋带病毒和焦枯病毒等

金龟子 Cockchafer 叶、果 ++ 成虫咬食叶片成网状孔洞和缺刻,严重时仅剩主脉,被害果实形成缺刻或孔洞,群集为
害时更为严重。 常在傍晚至 22:00 咬食最盛

蝼蛄 Mole
 

cricket 根 + 取食地下茎、根系及地上茎,受害的地下茎和根系形成缺口、萎缩,受害嫩茎形成缺口、
弯曲、萎缩,受害严重的植株局部或全株因失水而枯死

蜗牛 Snail 果 + 受害果实形成缺刻或孔洞,果实失去商品价值

蛴螬 Grub 根
 

+++ 咬食须根,严重时仅剩下主根,植株出现缺水,受害植株叶片从基部开始黄化,严重时
导致全株枯死

介壳虫 Coccid 叶、叶柄、果柄、果实等 +++ 聚集于枝条上吮吸汁液,引起组织褪变、死亡,分泌一些特殊物质,使局部组织畸形或
形成瘤瘿;传播植物病毒,排泄“蜜露”,诱发黑霉病

麻雀 Sparrow 果 ++ 受害果实被啄后形成缺刻或孔洞,丧失商品价值
　 注:危害程度用重(+++)、中(++)、轻(+)表示
　 Note:Damage

 

degree
 

was
 

expressed
 

with
 

severe(+++),medium(++)and
 

light(+)

2. 3. 2　 果蝇。 据调查,澄江蓝莓生产中,果蝇在 6 月以后于

主栽品种“灿烂”等果实大量成熟期发生为害,且危害严重。
斑翅果蝇只为害近成熟、成熟及开始腐烂的蓝莓果实,果实

成熟度越高,危害越重[7] 。 果蝇发生世代多,重叠现象严重,
对蓝莓果实危害性很大,生产中一旦出现,应及时加以防治。
2. 3. 3　 蛴螬。 蛴螬为金龟子的幼虫,一般 1~ 2 年 1 代,始终

在地下活动,活动强弱与土壤温湿度关系密切,土壤潮湿时

活动较频繁。 据调查,蛴螬为澄江县蓝莓栽培中最严重的害

虫,春秋季危害最重。 咬食须根,危害严重时仅剩下主根,导
致全株枯死,生产中应重视对蛴螬的防治。
3　 结论与防治措施

经过对澄江县蓝莓种植区进行果期虫害调查,发现果期

危害蓝莓的主要虫害有 8 种,其中除介壳虫、果蝇和蛴螬危

害较重外,其余虫害危害较轻。 在澄江,南高丛蓝莓“夏普

蓝”“密斯黛”“奥尼尔”等品种坐果期较早,4 月中下旬果实

开始成熟,从坐果期开始,介壳虫在“密斯黛”等少数品种上

危害严重,管理不善的果园虫害尤其发生严重。 7—8 月,随
着雨量增加,湿度变大,介壳虫开始在多数品种上危害严重。
进入果实成熟期后,对于大部分蓝莓品种果蝇危害都较重。
通过果期虫害调查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表明,蛴螬是澄江县

蓝莓生产中危害最为严重的虫害。 生产中需加强田间管理,
加强果期虫害的防治,避免果期虫害的大面积发生。 依据主

要有害生物的发生及生物学特点,以及笔者的部分田间试验

调查结果,并参考相关资料,对发生严重的果期虫害提出如

下防治建议。
介壳虫的防治方法:①植物检疫。 介壳虫常固着寄生,

虫体微小,主要靠寄主枝条、接穗、果品甚至树干携带远距离

传播。 因此,要加强蓝莓虫害的综合防治和监测预警工作,
对苗木、接穗和果品的采购、调运过程和保护区都应实施检

疫,以防传播蔓延,尤其在国外蓝莓品种引进时要加强苗木

的检疫,防止带病植株流入国内。 ②农业防治。 加强果园管

理,满足蓝莓对土壤、肥料和水分的需求,以增强树势,提高

树体的抗虫能力。 结合整形修剪,将带虫枝条集中烧毁,可
大大减少虫口数量。 ③生物防治。 瓢虫是介壳虫的主要捕

食天敌,通过提供庇护场所或人工助迁、释放大红瓢虫和黑

缘红瓢虫等,可有效防治吹绵蚧、草履蚧的危害。 ④化学防

治。 在蓝莓休眠期喷洒石硫合剂、柴油或煤焦油,对介壳虫

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此外,于初龄若虫爬动期或成虫产卵前

喷施石硫合剂 800
 

~
 

1
 

000 倍液、25%亚胺硫磷 1
 

000
 

~
 

1
 

500
倍液、50%杀螟硫磷 1

 

000
 

~
 

1
 

500 倍液等,卵孵化盛期选用

杀螟硫磷、辛硫磷、害扑威等低毒的选择性杀虫剂进行防治。
果蝇的防治方法:①清洁果园。 清除蓝莓园内及周边腐

败的有机物和垃圾;对发酵豆饼的地方进行深翻或盖土以减

轻臭味,减少果蝇诱集。 同时对果园周边荒草坡地、臭水沟、
粪肥堆放地撒施 50%灭蝇胺毒土,以降低虫源基数。 整个采

果期要保持果园地面卫生,避免杂草丛生,对园地周边环境

也要注意保持卫生,澄江县蓝莓成熟期相对较早,周边环境

卫生控制要在 5 月之前完成。 ②糖醋液和黄板诱杀。 按红

糖 ∶醋 ∶白酒 ∶清水= 1 ∶2 ∶2 ∶4(或糖 ∶醋 ∶酒 ∶果汁 ∶清水 = 1. 5 ∶
1 ∶1 ∶1. 5)配成诱饵,装于小矿泉水瓶中。 在小矿泉水瓶中间

对开 2 个直径 1
 

cm 的孔(孔不能太大),倒入 100
 

mL 糖醋

液,瓶口盖严,或直接利用购买的“蝇之吻”牌糖醋液进行诱

杀。 将糖醋液瓶挂在健壮的枝条上,高于地面约 30
 

cm,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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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蛹虫草多糖对铁离子的螯合作用

Fig. 6　 Chelation
 

of
 

polysaccharide
 

from
 

Cordyceps
 

militaris
 

on
 

i-
ron

 

ions

　 　 从图 6 可以看出,蛹虫草多糖在 0. 5~4. 5
 

mg / mL 的质量

浓度范围内,铁离子的螯合能力低于 VC,且随着样品浓度的

增大而增大。 当多糖浓度为 2. 0
 

mg / mL,铁离子螯合率为

34. 24%;多糖浓度为 3. 5
 

mg / mL,螯合率为 56. 66%,经数据

分析,螯合率显著增加。 而当多糖浓度达到 4. 5
 

mg / mL 时,
螯合率仅为 57. 89%,增加不显著;当多糖浓度为 4. 0

 

mg / mL,
铁离子螯合能力增加趋于平缓,螯合率保持在 57. 32%。 说

明蛹虫草多糖具有较好的铁离子螯合能力,但低于 VC 对铁

离子的螯合效果。
                            

3　 结论

通过比较热水浸提法和超声波水提法对蛹虫草多糖的

提取效果,发现热水浸提法显著优于超声波水提法。 采用正

交试验法优化了热水浸提法提取工艺,其最佳提取条件为料

液比为 1 ∶20(g / mL),温度 80
 

℃,浸提时间 1. 5
 

h,在该提取条

件下,蛹虫草多糖的提取率为 9. 31%。 蛹虫草多糖在特定的浓

度范围内,对 DPPH 自由基清除和铁离子螯合能力随着多糖浓

度的提高而增加。 当蛹虫草多糖质量浓度为4. 0
 

mg / mL 时,对
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达到38. 69%;而当多糖浓度为3. 5

 

mg / mL

时对铁离子的螯合率达到了 56. 66%,之后虽活性略有增加但

效果不显著。 由此可知,蛹虫草多糖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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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式放置,挂放量为 300 ~ 450 瓶 / hm2。 利用黄板诱杀时,黄
板应悬挂在灌丛上方,且要适时更换黄板以保证诱杀效果。
③适时采收。 果实成熟后应及时采收,避免田间蓝莓果实过

熟,以减少对果蝇的引诱,减轻危害。 ④清除落地果。 采收

期间,将园内外的落果、烂果清除干净,以避免落地果实内的

果蝇生存繁殖后继续在园内为害[7-9] 。
蛴螬的防治方法:①于 5 月初采用 30 ~ 75

 

kg / hm2 白僵

菌均匀地进行全园撒施。 ②在采果结束后用辛硫磷或毒死

蜱对水进行全园浇灌
 

2 ~ 3
 

次。 ③采用 3. 00 ~ 3. 75
 

kg / hm2
 

50%辛硫磷乳油,稀释 10 倍后喷于 375 ~ 450
 

kg / hm2 细土上

拌匀制成毒土,顺垄条施,随即进行浅锄,或将毒土撒于种植

沟或墒面;或采用 37. 5~45. 0
 

kg / hm2
 

5%辛硫磷颗粒剂或 5%
二嗪磷颗粒剂混配制成毒土进行防治[10] 。 ④捕杀成虫(金

龟子),以减少虫源基数,减轻蛴螬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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