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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卷 第 18 期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本期内容： 

重点任务：遍访日本青森苹果园，只为追求让人感动的味道 

 几种杀虫剂对苹果黄蚜的防控效果测试 

调查研究：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研究进展选登 

基础资料：全国 26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国外追踪：苹果蠹蛾诱捕器 

************************************       

遍访日本青森苹果园，只为追求让人感动的味道  

农资导报 郑红艳 

9 月 15 日，当地时间中午 12 点 25 分，“木美土里杯”中国好苹果大赛 2018 年总

决赛金奖果农访学团顺利抵达日本青森，开始了为期 6 天的旅程！本次访学团一行 55

人，由 “十三五”双减项目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姜远茂教授，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曹克强、

王晓燕、张丽娟，山东省科技特派员史大修，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于辉，辽宁省

果树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里程辉和助理研究员王颖达等专家；金奖果农；优秀果商；农

资经销商；媒体和木美土里企业工作人员等共同组成。调研团深入日本青森苹果园及当

地协会，只为寻找令人感动的味道！ 

一、日本目前有哪些苹果品种？ 

9 月 15 日下午，访学团来到第一站——五户町野村种苗试验场，该农场主要从事苹

果苗木研发和培育，拥有大量的已注册和未注册的新苗木品种。农场社长野村敏男介绍

说，日本目前主流品种为富士、津轻、王林、乔纳金等，其中富士占 50%，津轻 20%，

王林 20%，土歧和乔纳金占 10%。 

野村敏男介绍说，培育一个新品种是个漫长的过程，有的需要 20 年的时间。由于

培育期长，成本也高。 

说到苹果种苗的未来趋势，野村说，市场上那些上色快、果型好、糖度高、成本低

的新品种越来越受欢迎。另一方面，因为日本老龄化严重，小一点的苹果比较受欢迎，

所以开发小苹果是未来的趋势；另外有个新品种青森玉女特别受年轻人的青睐，主要是

因为这个品种特别甜。 

据他介绍，目前日本苹果栽培模式中，乔化占 70%，矮化占 30%，主要原因是矮化

苗木根系浅，既不耐寒也不耐旱，冬天还会受地老鼠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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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访学团在南部町又参观了几个优秀果园代表。第一个是南部町观光果园

协会会长川盛田的果园，川盛田是苹果世家，他是第七代苹果传人，经营着一个 45 亩

的苹果园，主要以观光果园为主。据他介绍，他的果园中，早熟富士品种占 40%左右，

此外还有津轻、明月、乔纳金等品种。他的果园大部分苹果都不套袋，除苹果外，他还

有 15 亩水蜜桃、猕猴桃等水果，基本上可以满足游客全年采摘。 

拜别川盛田，访学团来到了佐藤明子的果园。她的果园在当地规模也比较大，大概

有 30 亩，园中包括富士、明月等早中晚熟 8 个品种，其中不套袋富士占 70%。 

9 月 17 日上午，访学团来到三浦家的苹果园，三浦是从父亲手上接下的果园，现在

带着儿子一起经营，他一共有 4 个果园，我们参观的果园有 1 万平米，主要品种有土歧，

早生富士和明月。其中矮化占比 40%，乔化占 60%。据他介绍，当时日本的矮化种植技

术就是由他父亲从美国引进的，他认为矮化管理更容易，剪枝采摘都更方便。三浦表示，

作为种植者，一定要按市场要求生产苹果，比如这些年，早生富士市场上太多了，就不

太受欢迎。而大家对甜度高的土歧就很欢迎。 

 

图 18-1 几位果园负责人 

（左上：野村敏男 右上：川盛田 左下：佐藤明子 右下：三浦先生） 

二、日本的苹果园是如何管理的 

记者发现日本果园的管理有几个特点： 

一是施有机肥多。据野村敏男先生介绍，他的果园在土肥管理方面，一般在挂果前

施用氮肥，挂果后就主施有机肥。他一亩只有 20 几棵树的果园，有机肥施用量要达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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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左右。他说：“多使用有机肥，苹果长势好，苹果口感也会更好。”他使用的有机肥

基本都是自己堆肥腐熟，一般都是农家粪加菌剂发酵，最少发酵一年，每月进行一次翻

垛，没有气味便可以使用。 

在川盛田的果园，一进去，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大大的土堆，这是他自制的堆肥。据

他介绍，主要是用果园的落果、残枝、农家肥等和发酵菌剂一起充分发酵而成，他一般

会发酵 5 年之久，以保证肥料完全腐熟。 

在佐藤明子的果园，记者也发现了这样的堆肥。据她介绍，除了自制堆肥，她每年

还会购买一些商品有机肥。 

三浦也表示，他的果园每年要施两次有机肥，5～6 月各施一次。用自己堆的肥和商

品有机肥各一次。他的堆肥原料是用鱼的下脚料发酵而成。 

二是不套袋苹果占比高。如佐藤明子的果园几乎都不套袋。她开心地介绍说，因为

日本特别看重苹果的口感和着色，所以苹果基本不套袋，这样不仅省工省力节约成本，

更重要的是因为光照充足，苹果味道好。 

三是农药用量少。在野村敏男、川盛田的果园，记者了解到，他们每年的农药用量

很少。在野村敏男的果园，我们看到 50 年树龄的苹果树，却没有一点点病害，一亩地

只种 20-25 棵树，以保证充分采光。 

佐藤明子表示，日本对农残检测十分严格，当地农业协会专门为当地果园制定了防

治病虫害、疏花疏果摘叶以及施肥等方面的全年管理方案。 

三浦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很天然，即在小苹果刚长出来的时候，用钙粉喷一下，每间

隔 10 天喷一次，喷 4～5 次。以此来保护苹果，在他的园子，我们发现了一种比较天然

的防虫防鸟装置，有点儿像袖珍版的铳，高高地伸向天空，过几分钟就会响一次。 

四是把经营果园当成事业。我们去看的果园主基本都是从祖上就开始种苹果，一代

代传下来。比如三浦，他是从父亲手上接下来的果园，现在又准备传给年轻的儿子。“是

这些果园养育我长大，给了我安定的生活，而我的儿子也

是在这个园子里长大的，我们对果园很有感情，要一代代

传下去。”而川盛田和佐滕明子都是第七代苹果传人，他

们对种植果园都有着发自内心的自豪感，想把祖传的事业

传承下去。 

五是人工价贵且难请。川盛田表示，因为人口老龄化

严重，不但工人难请，而且价格很高。他每年的 3 月、6

月和 9 月，会先后请 200 个工人来田间劳动，劳务费每人

6000 日元/天，折合人民币约 400 元/天。而政府为了鼓励

年轻人能留在当地务农，会给务农的年轻人每年 150 万日

元的补贴，连补 5 年。如果是夫妻一起务农，则每年

补贴 250 万日元，连续补 5 年。佐滕明子也表示，她
图 18-2 农协为果农提供的果园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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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园子疏花疏果都是人工操作，成本很高。 

三、日本的苹果是如何销售的 

日本的流通渠道特别发达，苹果价格也很统一。他们一致表示，苹果不愁卖。 

野村说他的苹果每年 4 月和 11 月以订单形式被提前预定，成熟后按单采摘发货即

可。 

川盛田主做观光采摘，他的苹果有好多在园子里就卖出去了，我们看到他的苹果一

个可以卖到 600 日元，相当于人民币 40 元。卖不完的部分就是走农贸市场。 

而佐滕明子主走农贸市场，据她介绍一箱 20 公斤的苹果，卖 5000-6000 日元，相

当于 8-10 元一斤。套袋苹果会更贵点儿，主要是人工贵，成本高。 

而位于弘前的三浦的苹果差不多也是同样的价格。他的销售方式有两种，即通过农

贸市场和网上销售。其中 90%通过市场，10%网上。他自己建的网站，通过 facebook 和

交友网站进行推广，他表示，近年来，网络销售量有不断上升趋势。 

 

图 18-3 三浦的仪器可以直接测出糖度 

四、中日苹果种植有何差异 

几天的参观下来，让大家感触良多。为什么日本的苹果不套袋也能表面光洁，他们

不怕病虫害吗？为什么他们用那么少的化肥，也能种出那么大的苹果？ 

对此，姜远茂表示，原因在土壤。他说，中国与日本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土壤有机

质含量太低，所以病虫害多，而且要大量施肥才能保证营养。所以抓住牛鼻子的关键就

是要多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曹克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日本的土层很松软，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能达到

3～5%。而且气候好，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很适合苹果生长。苹果也像人一样，他们

有吃有喝，营养丰富了，自然抵抗力就强了，病虫害也就少了。所以不套袋也可以长得

很好。日本果农也用农药，但是他们的农药都是低毒高效的，安全性很有保证。 

姜远茂讲到提质增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日本的苹果不套袋，跟品种也有关系，

比如土岐这个品种，成熟早，而且管理容易，不套袋也可以长得好。中国现在之所以流

行套袋，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树势抵抗力弱，需要经常打农药，套袋可以有效解决农残问

题。但是不套袋苹果种植是趋势，省工省力而且光照充足，口感还好。以后中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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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含量高了，树的生长环境好了，病虫害少了，加上农药品质提升了，就可以不套

袋种植了。当然这也需要市场慢慢接受。 

在日本，笔者最深的感触就是他们用一种道法自然的方式种植果园，他们的堆肥像

极了我们祖先的种植方式。姜远茂说，堆肥的主要作用不是提供养分，而是改土。日本

用各种废弃物来做堆肥，发酵达 5 年以上。将来我们国家也可以尝试，不仅可以有效提

升土壤有机质，而且解决环境问题。 

而同行的金奖果农们也都参观的特别认真，来自陕西宝礼赛区金奖果农豆鸿和来自

甘肃的花牛金奖果农王随心也发现，自己种的苹果之所以赶不上日本主要是土壤问题，

回去后要在土壤上做文章，多施有机肥提高有机质含量。“人家的果园里长满了花花草

草，我们的果园里却光秃秃的，这就是差距呢！”豆鸿说，“我们会好好珍惜这样的学

习机会，希望学到真知识、真本领，帮助我们解决种植过程中的问题，回去后带动身边

更多的果农改变传统种植理念，提高种植水平！” 

作为本次活动组织方，陕西枫丹百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孙立志表示：近

几年公司一直举办“木美土里杯”中国好苹果大赛，就是想引导果农种出“令人感动的

味道”的高品质苹果。青森是日本苹果之乡，木美土里组织这次日本游学考察，是想通

过专家和金奖果农实地考察，现场解析果农提出的问题，把更好的技术带回国内，继续

办好苹果大赛。通过这样的活动和平台，让更多的果农近距离接触并学习世界先进的种

植水技术，让金奖果农学到高技术，种出好苹果，让这些星星之火带动中国果品品质的

提升！  

 

图 18-4 金奖果农与随行专家及日本果农合影留念 

************************************  

几种杀虫剂对苹果黄蚜的防控效果测试 

河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   王盛琦   刘晓    耿硕 

苹果黄蚜又称绣线菊蚜，是苹果树上的主要害虫之一。2019 年春季较旱，很多地区

苹果黄蚜危害程度较重。本试验在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大学示范果园对苹果黄蚜进行了动

态监测，并选用了氟啶虫酰胺、烯啶吡蚜酮、吡虫啉、苦参碱 4 种杀虫剂对苹果黄蚜进

行了防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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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种药剂分别由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连云港立本作物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星牌作物科

技有限公司，青岛日晟源作物营养有限公司生产。

5 月 18 日选蚜虫发生较严重的富士（7 年生）枝

梢，药剂采用标签推荐的浓度，用小喷壶喷雾，

每个枝梢定量喷施 10 mL 药液，每个处理 5 次重

复。喷药之前计数每个枝梢的蚜虫个数，喷药 1、

3、5、7 天后，调查蚜虫死亡率，计算药剂防控

效果。 

一、苹果黄蚜的动态监测 

图 18-6 苹果黄蚜发生发展动态图 

苹果黄蚜是从 5月 2日开始零星出现，之后缓慢增长，5月 14日达到 3.11%；之后

开始剧增，并于 5 月下旬到达峰值 100%；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于 6 月上旬开始减少；

到 6月 21日以后，一直维持在 10%以下。图 18-6显示了苹果黄蚜的变化动态。 

春季 4 月上、中旬，随苹果树开花发芽，苹果黄蚜越冬卵开始孵化。5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是该地黄蚜发生危害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一年当中防治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

由于蚜虫数量剧增，常伴有大量有翅蚜出现并迁飞转移的现象。6 月下旬以后，随当地

进入雨季，降雨天数和降水量均显著增加，苹果黄蚜发生量明显减少。蚜虫高发期是在

5月中旬到 6月中旬，正是一年中温度高，降雨少的季节。 

二、几种不同杀虫剂对蚜虫的防效试验  

表 18-1 几种不同杀虫剂对蚜虫的防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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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5 苹果黄蚜为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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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数 

数 数 数 数 

氟啶虫酰胺 2500 倍 340 80 76.47 0 100 0 100 0 100 

烯啶吡蚜酮 5000 倍 330 120 63.64 0 100 0 100 0 100 

吡虫啉 2000 倍 320 150 53.13 0 100 0 100 0 100 

苦参碱 1000 倍 330 180 45.45 180 45.45 160 51.52 140 57.57 

清水 340 330  330  330  330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氟啶虫酰胺 2500 倍、烯啶吡蚜酮 5000 倍、吡虫啉 2000

倍在喷药 3天后防效均为 100%，效果很高，速效性强，其中氟啶虫酰胺效果最佳，它作

用机理新颖，对蚜虫等刺吸试口器害虫具有快速拒食活性和很好的神经毒性。苦参碱用

药 7天后防效为 57.57%，效果较慢，防效相对较差。 

************************************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研究进展选登 

冰冻和干旱失水对腐烂病菌侵染致病的影响 

冰冻和干旱失水对枝干表层的腐烂病菌侵入皮层，导致枝条发病有重要的影响。苹

果枝条经低温冷冻处理后，再在芽眼处接种腐烂病菌的菌饼，枝条都能发病。从 0 至-25℃，

随温度的降低，发病越重。如果将枝条淋湿后，再低温冰冻，经冰冻后枝条接种点的发

病率显著的高于同一温度下低湿冷冻处理的枝条。可能是枝条结冰后，破坏了枝条栓皮

层结构，从而使表层潜伏的腐烂病菌从被破坏的栓皮层侵入活的皮层组织，导致皮层发

病。枝条失水干燥，也会破坏枝条木栓层的结果，加重腐烂病的发生。苹果枝条经低温

冷冻后，让枝条自然失水，在 72h 内，失水时间越长，枝条的发病率越高。1 年生枝条

经冰冻处理后，接种发病率显著高于 2 年生枝条；1 年生枝条梢部经冰冻处理后，接种

发病率显著高于中部和端部的枝条，表明发育不良的幼嫩枝条和低龄期的枝条更容易受

到伤害，其栓皮层更容易破坏。根据该试验结果，冬季的冻雨、枝条结冻、受冻后春季

抽条都会加重腐烂病的发生。（李保华） 

 

系统鉴定苹果一种新病害-苹果柄腐病，病原为腐烂病的病原苹果黑腐皮壳梨变种 

近年来，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洛川县、宝塔区等地一些地区苹果园在果实膨大期

发生落果现象，个别果园落果严重。落地果初期表面无明显症状，果柄部分变褐或全部

变褐，后果蒂周围变褐，最终果实腐烂，解剖发现腐烂内部从果柄逐渐向果核发展。根

据田间调查及病害症状观察，判断苹果树发生落果为果柄受害而致，故将该病害定名为

苹果柄腐病。采用常规组织分离法对采集的苹果落果样品进行病原物分离，所得分离物

在 PDA 培养基上菌落形态相同，初为白色，后成灰白色，毛毯状。在 PDA 平板培养基

上培养 15 天可产生少量的分生孢子器，分生孢子器多为球形、扁球形，70~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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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孔口，遇水后从孔口喷射出分生孢子。分生孢子单孢、无色，香蕉形或长肾形，大

小为 3~7.5×0.8~1.5μm。对分离物进行致病性测定，分别接种于果实、果柄，均能得

到相同症状，再次分离，可获得相同分离物。对分离物进行 DNA 提取、ITS 区域扩增、

测序，采用最大简约法进行系统发育树的构建。综合形态学特征与分子生物学鉴定，将

该病原菌鉴定为苹果黑腐皮壳梨变种 Valsa mali var. pyri。（孙广宇） 

************************************  

全国 26 个综合试验站观测点近期的天气状况 

根据中国天气网（http://weather.com.cn）对分布在全国 26 个苹果试验站的气象资料

进行了查询和记录，表 18-2 和表 18-3 分别列出了近期的日最高温度和降水情况。 

表 18-2 全国 26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9 年 9 月中下旬日最高温度 

 

根据表 18-2 可以看出，近日气温较 2019 年 9 月上旬呈下降趋势，大部分试验站的

最高气温下降到 30℃以下，气温明显降低。与去年同期相比，气温无明显差异。 

表 18-3 全国 26 个综合试验站所在县 2019 年 9 月中下旬日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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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8-3 降水情况来看，与 2019 年 9 月上旬相比，大部分试验站降水日数有一定

程度的减少，降水量也随之减少。 

预计未来 10 天（9 月 30 日-10 月 9 日），新疆西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

西南地区东部、华南沿海及华东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一般有 10～30 毫米，部分地区有

50～120 毫米，华东沿海局地超过 300 毫米。上述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4～8 成，

局部偏多 1 倍以上。华南中北部降水量仍较常年同期偏少。 

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2℃。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新疆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

气温将下降 6～10℃，局地 12℃以上，并伴有 5～7 级偏北风，山口地区风力可达 8～10

级；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有扬沙，局地有沙尘暴。2-5 日，冷空气继续东移

南下，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下降 4～10℃，局地超过 12℃，部分地

区伴有 4～6 级偏北风；上述大部地区还将出现小到中雨，四川盆地东北部、江汉及黄

淮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刘霈霈 整理） 

************************************ 

苹果蠹蛾诱捕器 

【美】Kate Prengaman 

新发现的雌性苹果蠹蛾性诱剂为有机栽培者大规模诱捕苹果蠹蛾提供了物质基础。 

2019年4月份，昆虫学家艾伦·奈特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农业部办公室展示了几个昆虫

诱捕器。这些诱捕器是他多年研究的一部分，是为了寻找更好的苹果蠹蛾诱捕方法。 

去年，在昆虫学家艾伦·奈特准备退休时，他发现了其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件事，

这是一种新的会显著增加引诱和诱捕雌性苹果蠹蛾能力的植物挥发物。这种新的诱捕器

不仅用于监测，还可以用于控制害虫，这为害虫种群的诱捕控制打开了新的大门。 

20年前，奈特和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人员道格·莱特发现梨酯对雌雄苹果蠹蛾成虫都

有很强的吸引作用，即使是在果园，也可以利用交配中断对它们进行监测。现已结合信

息素，成为行业标准。但昆虫学家们从未停止寻找更好的性诱剂。 

几年前，加里·贾德和彼得·兰多尔特的同事发现，在梨酯中添加乙酸能显著提高雌

性苹果蠹蛾的捕获量，奈特决定观察这种新的性诱剂能否推动大规模诱捕方法的实施，

从而来改善有机果园的害虫控制，而不仅仅是监控它们。 

奈特说：“显然，有机种植者们一直在遭受虫害威胁，他们需要更多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需要改变现状，因为现有的性诱剂对很多种植者来说并不奏效。” 在去年之后这种

可能性就更大了，当时他发现，在梨酯和醋酸组合中添加两种植物挥发物，可以把诱捕

雌蛾的能力提高4倍。另外两个化合物：芳樟醇氧化物，一种由一位研究葡萄害虫的瑞

典昆虫学家鉴定的花香分子；以及非三萜烯(一种植物在昆虫摄食时释放出来的挥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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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那么，他是如何偶然发现新的性诱剂组成成分的呢？ 

奈特说，“我想，对于我来说这30年的职业让我认识了足够多的人，认识到正确的

人是非常幸运的”。 

 

图18-5 不同类型的诱捕器 

测试诱捕器 

去年，奈特在华盛顿州的瓦帕托市开始了他的集体诱捕试验，每英亩（1英亩约为

6.07亩，译者注）24个诱捕器，使用梨酯和乙酸做诱捕剂。尽管是同一试验地，但苹果

蠹蛾对果实的伤害率从6%下降到了2%。 

他的想法是创建一个一劳永逸的诱捕器，这个诱捕器是由诱捕桶和长寿命诱芯组成。

奈特认为，这些诱捕器每个生长季只需要接触三次：当它们被放置时，性诱剂在季节中

被替换1次，收获后再移除。 

今年，奈特正式退休，所以他将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这次测试，目前在华盛顿、俄

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州的35个果园里，设置了3000多个诱捕器。所有使用新

的四组分性诱剂，制造商Trece现在正在测试商业化或包括信息素的五组分版本。“我和

真正的种植者一起工作，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奈特说。 

他的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的诱捕器，观察了传统的彩色水桶诱捕器，透明水桶诱捕器，

迷你水桶诱捕器和牛奶壶诱捕器（手柄两侧各有1个2英寸宽的开口）。奈特说，到目前

为止，加仑牛奶罐诱捕器在捕获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可能是因为开口大的缘故。  

苹果蠹蛾在黄昏时飞起来，因为天还亮，它们还能看见，而且倾向于避开白色的诱

捕器，这就是为什么橙色是监视诱捕器的首选，而奈特更喜欢透明的水桶。 

当然，诱捕器要花钱购买，每个可重复使用的诱捕器大约7-10美元，而单一季节使

用的牛奶罐每个70美分。但奈特认为，诱捕器可以在每英亩成本的基础上，与一些有机

种植者正在使用的无人机释放竞争性绝育昆虫的成本进行比较。 

“没有什么是免费的，”奈特说。“那天，我们不得不给种植者每英亩50美元，让他

们使用交配干扰，但一旦免费资金结束，他们就会消减使用率。他们说他们想花大约每

英亩60美元的交配干扰，这对他们来说是值得的。"因此，他的工作集中在寻找在这个

价格范围内的有效技术，但现在标准正在变化。 



 

 
 172 

他说：“对于有机‘蜜脆’，他们对每英亩花费310美元来绝育飞蛾不感兴趣。”“我的

挑战是，设置310美元的大规模诱捕器和投放310美元的绝育蠹蛾，并希望在最好的技术

之争中获胜。” 

最佳诱捕 

随着大量的诱捕，研究人员并不真正关心他们是否捕获雄性，但他们真正想要捕获

的是雌性成虫。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Summerland研究开发中心的化学生态学家Judd说，“对于雌性来

说，这是我们发现的最好的性诱剂，找到好的雌性性诱剂是化学生态学的里程碑。”他

曾与奈特合作过许多性诱剂试验，但并不是诱捕试验的一部分。 

贾德说，当种群数量较少时，以种群密度较高为目标集中诱捕或交配干扰与绝育昆

虫释放共同控制种群数量两种方法是最有意义的，且效果最好。 

贾德说：“种群密度较高处集中诱捕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可以使种群下降到交

配干扰将再次起作用的水平。”“这是有意义的，因为交配干扰实际上是以雄性寻找雌性

的能力为目标的，因此两者是非常互补的。”  

然而，贾德说，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了解这些强有力的新性诱剂与种群规模

之间的关系，以及捕获量对伤害率的影响，以及每英亩需要多少个诱捕器才能得到良好

的控制。 

奈特说，尽管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但这是控制苹果蠹蛾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时

刻。他说：“现在有更多的新东西发生在我们实施交配干扰之后。这为种植者带来了彻

底改变的机会。”  

来源：https://www.goodfruit.com/fatal-attraction/ 

（姜鹤，李玉玲 译，王树桐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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