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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杏李园梨小食心虫成虫消长动态及迷向防治效果

曹华毅 1,2 杨 龙 2 潘云飞 2 王亚桥 1,2 冯宏祖 1* 陆宴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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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南疆新兴特色水果杏李上梨小食心虫Grapholita molesta（Busck）的发生规律和迷向

防治效果，于2021—2022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杏李园采用性诱剂诱集法监测梨小食

心虫种群动态，评估性信息素迷向丝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梨小食心虫在阿克苏杏

李园1年发生4代，其中越冬代羽化高峰期在4月上中旬，第1代羽化高峰期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

第2代羽化高峰期在7月上旬，第3代羽化高峰期在8月上中旬，存在世代重叠现象。2022年农户

常规防治区内梨小食心虫的蛀果率为 2.46%，性信息素迷向防治区内蛀果率为 0.06%；2021 年和

2022年使用性信息素迷向丝对梨小食心虫的蛀梢减退率为98.13%和88.65%，2022年的蛀果减退

率为98.40%；对不同世代梨小食心虫的雄成虫迷向率在2021年为92.87%~100.00%，雌、雄成虫虫

口减退率在 2022 年为 58.75%~81.37%。表明采用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迷向丝为主的综合防控技

术，可有效控制南疆杏李园梨小食心虫的发生与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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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termine the occurrence pattern and control efficacy of sex pheromone emitter against

the oriental fruit moth Grapholita molesta (Busck),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is pest using sex pher‐

omone traps in plumcot orchards in Aksu during 2021 and 2022 were monitor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sex pheromone emitter in controlling oriental fruit moths in plumcot orchards were also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riental fruit moth occurred four generations per year in Aksu. The emer‐

gence of the overwintering generation peaked in early to mid-April, followed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in

late May to early June,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early July,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early to mid-Au‐

gus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overlapping among these generations. The rate of boring fruits caused by

oriental fruit moths in conventional control orchards (2.4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orchards

using sex pheromone emitters (0.06%) in 2022. The reduction in boring treetops ranged from 88.65% to

98.13% in 2021—2022, while the reduction in boring fruits was 98.40% in 2022. The disorientation

rates of sex pheromone emitter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oriental fruit moths ranged from 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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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100.00% in male adults in 2021, the reduction rates of adult abundance ranged from 58.75% to

81.37% in 2022.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sing sex pheromone emitter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sup‐

press the density and damage caused by oriental fruit moths in plumcot orchards in southern Xinjiang.

Key words: Prunus simonii (Decne.) Carrière; Grapholita molesta (Busck); pest management; sex pher‐

omone; control cost

梨小食心虫Grapholita molesta（Busck）属鳞翅

目卷蛾科，是一种世界性果树害虫，严重影响杏、李、

梨、苹果和桃等水果的生产（Benoit et al.，2016；Liu

et al.，2022）。果实近成熟之前梨小食心虫成虫主要

在果树嫩梢处产卵，果实近成熟期到成熟期之间主

要在果面产卵，幼虫孵化后钻蛀嫩梢或果实，粪便堆

积在蛀孔口，形成“红豆沙”，被钻蛀的果实会腐烂变

质，形成“黑膏药”，虫害会造成树梢枯萎或果实脱

落，严重影响果实产量与品质，若不进行有效防治，

梨、桃等果树蛀果率可达到75%以上，甚至绝收（胡

增丽和李海芳，2010；赵金良等，2010）。目前，生产

上梨小食心虫的防治主要依靠化学农药，但其防治

效果往往受幼虫钻蛀习性的影响（华曹杰等，

2020）。此外，大量使用农药会引起害虫抗药性增强

（Bras et al.，2022）、农区面源污染及果品农药残留

等问题，从而影响农业安全生产，威胁生态环境安

全，甚至危害人类健康。

杏李Prunus simonii（Decne.）Carrière原产于我

国，在美国经多年杂交培养得到多个新型品种，并于

2000年引入我国河南省等地进行栽培。2004年由

新疆林业科学院技术推广中心首次从河南省引种栽

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阿克苏地区温

宿县进行种植（杨红丽等，2014）。与传统的李相比，

杏李的植株耐盐碱、产量高，果实风味独特、营养丰

富且耐储存，有较高的经济效益（陈玉玲等，2021）。

前期调查发现，梨小食心虫是南疆杏李上的主要害

虫，有些杏李园在常规化学防治后其幼虫对果实的

为害率仍达7%左右，严重影响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因

此，亟需探索杏李园梨小食心虫防治的新方法。

性信息素由两性繁殖的动物外分泌腺释放，能

够吸引同种异性个体产生求偶及相应生理反应的微

量化学物质。一般是雌性分泌散发性信息素，诱引

雄性产生性兴奋，但也有由雄性分泌性信息素的动

物种类（王留洋等，2022）。George（1965）首次从梨

小食心虫雌成虫腹部分离出性信息素，Roelofs et al.

（1969）鉴定其主要成分为（Z）-8-十二碳烯-1-醇醋酸

酯。之后，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的合成及应用研究

快速发展，生产中已将梨小食心虫雌成虫性信息素

及其类似化合物用于梨小食心虫成虫的监测和防控

（杜娟等，2013；刘中芳等，2016；金唯新等，2022），如

沈志杰等（2021）利用性信息素监测了多种果园梨小

食心虫各代成虫的数量，明确了梨小食心虫在不同

果园内的发生规律。王安佳等（2018）研究发现性信

息素迷向丝通过持续释放人工合成的梨小食心虫雌

成虫性信息素，使环境中弥散高浓度的性信息素，干

扰梨小食心虫雄成虫对雌成虫的定位，降低交配概

率，降低下一代虫口数量。李晓龙等（2013）、王荣辕

（2020）和公义等（2022）分别在苹果园、桃园内测定

性信息素迷向丝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控效果，发现其

对梨小食心虫的发生和为害有显著防效。然而，性

信息素迷向技术的防治效果常受寄主植物种类、种

植密度和气候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马涛等，2018；

庾琴，2019；胡仙和李莉，2020）。因此，性信息素迷

向防治方法对南疆杏李园内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

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本研究在 2021—2022年使

用性诱剂监测杏李园梨小食心虫成虫的种群消长，

同时评估性迷向丝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及其经

济效益，以期为迷向技术防治南疆杏李园梨小食心

虫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地点：试验地点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

县喀什克沙亚提村绿疆园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41°

4'20" N，80°34'48" E）。园内标准化混合种植恐龙

蛋、味厚、味帝和风味皇后 4个品种的杏李树，树龄

为 6~7年，株间距为 3 m，行间距为 5 m。合作社每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0 日在杏李园统一使用石硫合

剂、高效氯氰菊酯和溴氰菊酯进行清园处理。

试剂及仪器：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芯（持效期

1个月）、梨小食心虫性迷向丝（持效期6个月），中捷

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糖醋液按照红糖∶醋∶酒精∶

水体积比 4∶1∶1∶16自制而成，使用前密封发酵 2 d

（崔艳波和王莉，2021）。与性诱剂配套使用的通用

桶型诱捕器购自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高

20.60 cm、上口径20.80 cm、下口径18.30 cm的白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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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塑料桶自制盛装糖醋液的诱捕装置，容积5 L，桶

体距上口 5 cm 处开 2 个宽 5 cm、长 15 cm 的口用

于散发气味及供梨小食心虫进入（张绍阳等，

2021）。

1.2 方法

1.2.1 梨小食心虫种群动态监测

于2021年和2022年的4—9月在绿疆园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杏李种植区随机选择3个面积约10 000 m2

的果园开展梨小食心虫成虫种群动态监测试验，每

个果园中央随机悬挂3个装有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

芯的通用桶型诱捕器，每个诱捕器间隔不少于40 m，

悬挂于高度约为树体 1/2（距地面约 1.5~1.8 m）且空

气流通处（王荣辕等，2021）。每7 d对诱集到的梨小

食心虫雄成虫数量进行统计，1个月更换 1次诱芯。

使用GraphPad Prism 8软件绘制种群消长动态图。

1.2.2 性信息素迷向法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评价

2021年和 2022年在绿疆园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杏李种植区随机选择1个面积为40 000 m2的果园

开展迷向防治试验，果园划分为迷向防治区和对照

区 2个部分，分别为 20 000 m2。为避免迷向防治区

与对照区相互干扰，两者间设置宽100 m的隔离带。

迷向防治区按照性信息素迷向丝的使用说明，每

667 m2均匀悬挂40根性信息素迷向丝，间距4~5 m，

悬挂在通风良好处，距地面高度 1.5~1.8 m；以不悬

挂迷向丝作为对照区。迷向防治区与对照区分别设

置 4个试验小区，小区面积均为 1 333 m2，同一处理

区内相邻小区间间隔40 m，试验小区与果园边缘之

间设置20 m宽的隔离带。

2021年 6月中旬（第 2代梨小食心虫幼虫发生

期），每小区随机选择 5株树，调查每株树的蛀梢数

量，并统计该树嫩梢总数，计算蛀梢率及蛀梢减退

率，蛀梢减退率=（1-迷向防治区蛀梢率/对照区蛀梢

率）×100%。同时，使用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芯于

梨小食心虫不同世代成虫发生高峰期调查其雄成虫

数量，每小区随机悬挂3个通用桶型诱捕器，方法同

1.2.1，7 d后调查统计诱捕到的梨小食心虫雄成虫数

量，计算迷向率，迷向率=（1-迷向防治区雄成虫数

量/对照区雄成虫数量）×100%。

2022 年 6 月下旬调查统计蛀梢率及蛀梢减退

率，方法同2021年。7月下旬（第3代梨小食心虫幼

虫发生期），每小区内随机选择 5株树，调查每株树

的蛀果数量，并统计该树果实总数，计算梨小食心虫

蛀果率及蛀果减退率，蛀果减退率=（1-迷向防治区

蛀果率/对照区蛀果率）×100%。同时，使用糖醋液

于各世代成虫发生高峰期前后对梨小食心虫种群数

量进行调查，每小区悬挂 1个盛装糖醋液的诱捕装

置。7 d后对诱捕到的梨小食心虫雌、雄成虫数量进

行统计，计算虫口减退率，虫口减退率=（1-迷向防

治区成虫数量/对照区成虫数量）×100%。

1.2.3 农户常规防治与性迷向防治的成本投入分析

2022年，采用问卷调查形式从绿疆园果业农民

专业种植户获得防治梨小食心虫的农药种类、使用

频次及人工费用等信息，结合迷向丝的单价和使用

情况分别计算对照区与迷向防治区防治梨小食心虫

的投入总成本。对照区防治总成本=每667 m2农药

费用+每667 m2人工费用，迷向防治区防治总成本=

每667 m2迷向丝费用+每667 m2人工费用。

1.3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软件进行整

理，使用 GraphPad Prism 8 软件进行假设性检验数

据分析。2021年蛀梢、第1代成虫数量以及2022年

蛀果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Kolmogorov-

Smirnov 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中统计量为 D 值；

2022年蛀梢数据满足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要求，采

用 t测验法检验，结果中统计量为 t值。使用R 4.1.0

软件的 lme4包建立广义线性混合模型或线性模型

分析不同处理（处理和对照）对成虫虫口数量的影

响。2021 年越冬代及 2~3 代成虫数量和 2022 年越

冬代雌、雄成虫虫口数量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广义

线性混合模型，结果中统计量为 z值；2022年1~3代

雌、雄成虫虫口数量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采用

线性模型，统计量为 t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梨小食心虫种群动态

种群监测结果表明，阿克苏杏李园梨小食心虫

1 年发生 4 个世代。越冬代羽化时间在 3 月下旬

至 5 月上旬，高峰期在 4月上中旬；第 1代成虫羽化

时间在5月中旬至6月下旬，高峰期发生在5月下旬

至6月上旬；第2代成虫羽化时间为6月下旬至7月

上旬，高峰期发生在7月上旬；第3代成虫羽化时间

为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高峰期时间在 8月上中旬；

各世代之间存在重叠现象。2022 年越冬代、第 2~

3 代梨小食心虫成虫的发生数量小于2021年同期的

发生数量，第1代的发生数量相近；2022年第1代梨

小食心虫的发生时长比 2021 年的多 2 周时间，种

群数量到达高峰的时间比 2021 年晚 1 周；2022 年

第3代成虫的高峰期时间晚于2021年；同时，2022年

成虫的世代重叠现象更明显（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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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1年与2022年杏李园梨小食心虫种群动态

Fig. 1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oriental fruit moth in plumcot orchards in 2021 and 2022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Data are mean±SE.

2.2 性信息素迷向的防治效果

2.2.1 2021年防治效果

2021年6月中旬梨小食心虫主要为害嫩梢，对

照区平均蛀梢率为 17.00%，迷向防治区蛀梢率为

0.25%，两者间有显著差异（P=0.008），蛀梢减退率

为98.13%（表1）。使用性诱剂在迷向防治区诱集到

的梨小食心虫雄成虫数量均显著低于对照区诱集到

的雄成虫数量（越冬代：P<0.001；第 1 代：P=0.029；

第2代：P<0.001；第3代：P<0.001），性信息素迷向丝

对不同世代梨小食心虫雄成虫的迷向率为92.87%~

100.00%（表2）。

表1 2021年性信息素迷向丝对梨小食心虫蛀梢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sex pheromone emitters on boring treetops by oriental fruit moths in 2021

世代（日期）

Generation (date)

第2代（6-19）

2nd generation (6-19)

处理

Treatment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蛀梢率

Rate of boring

treetops/%

17.00±4.06

0.25±0.15

蛀梢减退率

Reduction rate of

boring treetops/%

-
98.13±0.013

D

1.00

P

0.008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Data are mean±SE.

表2 2021年性信息素迷向丝对性诱剂诱捕的梨小食心虫雄成虫数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sex pheromone emitters on the abundance of male oriental fruit moths trapped by sex pheromone in 2021

世代（日期）

Generation (date)

越冬代（4-23）
Overwintering generation (4-23)

第1代（6-04）
1st generation (6-04)

第2代（7-10）
2nd generation (7-10)

第3代（8-10）
3rd generation (8-10)

处理

Treatment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平均数量/（头/诱捕器）

Average abundance/

(individuals/trap)

32.80±11.30

1.75±0.56

4.42±1.24

0.00±0.00

24.20±3.88

0.42±0.21

53.10±7.16

0.83±0.35

迷向率

Disorientation

rates/%

-
92.87±2.30

-
100.00±0.00

-
98.50±0.60

-
98.58±0.56

统计量

Statistic

-7.03

1.00

-8.70

-10.81

P

<0.001

0.029

<0.001

<0.001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第1代成虫数据的统计量为D值，其他世代的统计量为 z值。Data are mean±SE. The statistic

D value is for the first generation and z value for the oth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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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022年防治效果

2022年6月下旬对照区的平均蛀梢率为6.86%，

显著高于迷向防治区的0.43%（P=0.002），蛀梢减退

率为88.65%（表3）。2022年7月下旬梨小食心虫主

要为害果实，对照区平均蛀果率为2.46%，显著高于

迷向防治区平均蛀果率0.06%（P =0.029），蛀果减退

率为98.40%（表3）。

表 3 2022年性信息素迷向丝对梨小食心虫蛀梢、蛀果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sex pheromone emitters on boring treetops and boring fruits by oriental fruit moths in 2022

世代（日期）

Generation(date)

第2代（6-27）
2nd generation (6-27)

第3代（7-30）
3rd generation (7-30)

为害状

Damage symptoms

蛀梢
Boring treetops

蛀果
Boring fruits

处理

Treatment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为害率

Damage rate/%

6.86±1.23

0.43±0.33

2.46±0.21

0.06±0.02

为害减退率

Reduction rate/%

-
88.65 ± 0.10

-
98.40 ± 0.33

统计量

Statistic

5.06

1.00

P

0.002

0.029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蛀梢数据的统计量为 t值，蛀果数据的统计量为D值。Data are mean±SE. The statistic t value

is for the boring treetops, and D value for the boring fruits.

采用糖醋液在迷向防治区诱集不同世代梨小食

心虫成虫，迷向防治区诱捕数量均低于对照区的诱

集数量。其中，越冬代成虫的平均虫口数量分别为

57.75头和 38.50头，两者差异不显著（P=0.096）；对

第 1~3 代的诱集数量均有显著差异（第 1 代：P<

0.001；第 2代：P=0.007；第 3代：P=0.005），第 1~3代

梨小食心虫的雌、雄成虫虫口减退率为 58.75%~

81.37%（表4）。

表4 2022年性信息素迷向丝对糖醋液诱捕到的梨小食心虫雌、雄成虫虫口数量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sex pheromone emitters on the population abundance of female and male oriental fruit moths

trapped by sugar-vinegar liquid in 2022

世代（日期）
Generation (date)

越冬代（4-18）
Overwintering generation (4-18)

第1代（6-11）
1st generation (6-11)

第2代（7-16）
2nd generation (7-16)

第3代（8-19）
3rd generation (8-19)

处理
Treatment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对照Control

迷向防治Disorientation

平均数量/（头/诱捕器）
Average abundance/

(individuals/trap)

57.75±3.09

38.50±10.27

84.00±7.67

20.00±7.15

3.75±0.48

1.50±0.29

16.50±3.10

2.75±0.85

成虫虫口减退率
Reduction rate of
adult abundance/%

-
31.01±21.16

-
74.45±8.88

-
58.75±9.01

-
81.37±7.07

统计量
Statistic

-1.66

-6.10

-4.03

-4.28

P

0.096

<0.001

0.007

0.005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越冬代数据的统计量为 z值，其他世代统计量为 t值。Data are mean±SE. The statistic z value

is for the overwintering generation, and t value for the other generations.

2.3 对照区与性迷向防治区的成本投入

相比于化学防治方法，使用迷向丝防治可减少

5 次化学药剂的使用。对照区使用化学药剂高效

氯氰菊酯、氯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和甲维盐防

治梨小食心虫，防治总成本为 143.40 元/667 m2；迷

向防治区使用性信息素迷向丝的防治总成本为

125.00 元/667 m2（表 5），对照区的防治总成本投入

比迷向防治区的成本多18.40元/667 m2。

3 讨论

性信息素类诱捕产品具有高效、专一性强等特

点，可用来监测梨小食心虫成虫的发生规律（王留洋

等，2022；吴帆等，2023）。本试验利用性信息素监测

南疆地区杏李园梨小食心虫雄成虫的发生情况，发

现在杏李园内梨小食心虫1年发生4代，各世代的发

生时间与该地区苹果园、梨园等果园内梨小食心虫

的发生时间基本一致（林伟丽等；2006；庞华，2015；

宋博文等，2022）。然而，梨小食心虫发生数量和各

世代的持续时间受温度（鲍晓文等，2019）、湿度（庾

琴等，2017）和光周期（杨小凡等，2017；王怡等，

2019）等因素影响，不同年份梨小食心虫的种群数量

稍有差别，但发生代次和成虫羽化高峰期相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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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前市面上性诱剂有效成分主要为雌性性信息

素，仅能对雄成虫的消长规律进行监测（Witzgall et

al.，2010），冉红凡等（2013）研究发现梨小食心虫雌

成虫羽化时间与雄成虫相差无几，因此性诱剂诱捕

结果可以反映梨小食心虫成虫的种群动态。

表5 2022年梨小食心虫不同防治方法的成本投入

Table 5 Inputs for different control methods against Grapholita molesta in 2022

处理
Treatment

对照

Control

迷向防治

Disorientation

农药
Pesticide

氯虫苯甲酰胺

Chlorantraniliprole

四氯虫酰胺

Tetrachlorantranilip‐

role

甲维盐

Emamectin benzoate

高效氯氰菊酯

Beta-cypermethrin

性信息素迷向丝

Sex pheromone

emitter

次数
Frequency

2

1

1

1

1

施药日期
Date for
applying
pesticide

5-01，

7-01

5-15

6-01

8-01

4-10

单价/（元/kg农药
或元/根迷向丝）
Unit price/(yuan/
kg pesticide or

yuan/emitter piece)

850.00

180.00

90.00

120.00

3.00

每667 m2用药量/
（kg/根）

Pesticide dosage
per 667 m2/(kg/
emitter pieces)

0.04

0.10

0.06

0.10

40.00

每667 m2人工
费用/（元/次）
Labor cost per
667 m2/(yuan/

time)

10.00

5.00

防治总成本/
元

Total control
cost/yuan

143.40

125.00

本研究于 2021年使用性诱剂诱芯诱捕雄成虫

来评价性信息素迷向丝对雄成虫的迷向效果，结果

发现迷向丝在整个生产季能有效干扰梨小食心虫雄

成虫定位雌成虫，对越冬代到第 3代雄成虫的迷向

率均在 90.00%以上。李晓龙等（2019）在多个果园

内的研究也发现迷向丝对梨小食心虫的迷向率达到

96.00%以上。本研究于 2022年使用糖醋液调查迷

向防治区与对照区内梨小食心虫成虫的数量，发现

在越冬代成虫虫口数量无明显差异的情况下，迷向

丝的使用显著降低了1~3代雌、雄成虫的数量，表明

迷向丝干扰雄成虫定位雌成虫后能有效降低后续世

代的虫口数量。在多数性迷向防治试验中采用与迷

向丝成分类似的性诱剂模拟雌成虫诱集靶标害虫雄

成虫（李晓龙等，2019；公义等，2022；金唯新等，

2022），仅能确定迷向丝对雄成虫的迷向效果。使用

糖醋液食诱或粘虫板诱捕等方法调查试验区域中的

雌、雄成虫，能够明确性迷向防治对靶标害虫成虫数

量的控制效果（曾云等，2023）。迷向防治技术对靶

标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但其对害虫的作用方式并

不直观，致使农户的接受度不高。在实际推广应用

迷向防治法防治梨小食心虫的过程中，可以使用性

诱剂和糖醋液诱捕 2种方法作为观测手段，便于农

户观察到迷向丝的作用效果，提高对迷向防治等绿

色防控措施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另外，利用糖醋液

诱捕法进行实时的虫口数量监测能够判定是否需要

使用其他辅助性防治措施，确保对梨小食心虫的有

效防治。

性迷向技术能够干扰梨小食心虫雄成虫定位雌

成虫（王安佳等，2018；程杰等，2022），并不能直接减

少当代成虫的数量。本研究中 2022年使用性迷向

丝对杏李园内越冬代成虫数量并没有显著防效。梨

小食心虫为多寄主害虫，存在明显的寄主转移现象，

仅对当前果园内梨小食心虫进行迷向干扰，无法影

响其他虫源地成虫的交配以及已交配雌成虫的迁

入。因此，大区域范围内推广迷向防治技术，实行统

防统治、多年连续防治有利于控制区域范围内梨小

食心虫的发生数量，减少梨小食心虫从周围虫源地

迁入果园造成为害（金唯新等，2022）。

使用性迷向防治代替常规化学药剂防治杏李园

梨小食心虫提高了成果率的同时降低了防治成本的

投入。另外，绿色防控技术的使用也有利于打造绿

色农产品品牌，提高果实单价，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

益。人类的生产活动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会对环

境中的一些因素及整个生态系统本身带来影响，即

产生生态效益。从长远来看，性迷向丝的使用减少

了杏李园化学杀虫剂的使用，有利于自然天敌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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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提高对其他害虫的自然控害能力，能带来较高的

生态效益。本试验仅比较了迷向防治技术的成本与

农户常规防治的成本，对性信息素迷向法的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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