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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柑橘粉虱上升为主要害虫的原因及 

综合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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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柑橘粉虱(Dialeurodes  Citri)在赣南以前是零星分布与为害，而近年来已逐渐上升为柑橘的主要害虫，其主 

要原因为农药更替、冬季清园不彻底、环境利于该虫成长、防治时期不当、喷药不全面、杀伤天敌等。为此提出 

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基础的综合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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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leurodes citri distributed sporadically and was very little damage to the fruit trees. However, it 
became a major insect pest in resent years. The main causes included pesticide replace, fruit orchard which didn’t 
clear completely, orchard micro environment that fit its development, pesticide spray bottle non entire, and natural 
enemies  which  were  killed  and  wound,  and  so  on.Therefore,  a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technology  was 
suggested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good orchard ecolog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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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粉虱(Dialeurodes  citri)是同翅目粉虱科害 

虫，该虫2000年以前在赣南零星分布与为害，受多 

方面的影响，2005—2011年虫口基数逐渐增大，分 

布与危害范围越来越广，至今80%以上的柑橘园都 

有不同程度的危害，已成为当前柑橘园的主要害虫 

之一 [14] 。柑橘粉虱以幼虫群集在叶片背面吸食汁 

液，其分泌蜜露极易诱发烟煤病，阻碍柑橘叶片光 

合作用，导致树势衰弱，影响产量和果实品质 [5] 。 

为了减轻该虫的危害，提高果农的收入，增加经济 

效益，笔者根据多年的生产实践就该虫上升为主要 

害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以改善生态环境为 

基础的综合防控技术。 

1  上升为主要害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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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农药更替 

过去在赣南防控柑橘红蜘蛛、锈壁虱、蚧壳虫 

等害虫普遍使用广谱性高毒杀螨杀虫剂，由于近年 

来人民对生态和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引导果农严 

格选用有针对性的低毒农药防控害虫。由于柑橘粉 

虱是零星发生的害虫，常被果农忽略，加上农药的 

更替，果园常用防治害虫的农药对柑橘粉虱效果较 

差，导致虫口基数逐年增大。上述原因是其上升为 

赣南柑橘主要害虫的重要原因之一。 
1.2  冬季清园不彻底 

2008年冰灾后赣州市一直处于暖冬，加上近几 

年柑橘的价格波动较大，果农投入的积极性下降， 

冬季清园比例呈下降趋势， 导致虫口基数逐年增高。 

此外，该虫繁殖能力又强，每雌虫可产卵几百粒， 

扩散蔓延快，导致大部分果园大面积发生。 
1.3  环境利于其成长 

赣南脐橙种植规模迅速壮大，2001年脐橙面积 

只有2.53万hm 2 ，到2011年底面积达11.6万hm 2 ，并 

且集中连片开发，这样有利于柑橘粉虱的流行；又 

由于赣南柑橘园大部分是在2005年前种植，且提倡 

密植，行株距多为2 m×(2~3) m，最稀为3 m×4 m， 

这样每667 m 2 最少可种植55株以上，多的达160株， 

至今大部分树龄在7年以上， 早已封行， 但封行后果 

农舍不得间伐，果园荫蔽，湿度大，不通风透光； 

加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果园管理相对粗放，不抹 

控梢， 嫩梢常发， 营造了柑橘粉虱适宜的生长环境。 
1.4  防治时期不当 

由于幼虫虫体较小，加之其体色与嫩叶淡黄色 

几乎一致，一般肉眼不易看见，容易错过幼虫最佳 

防治时期。大部分果农在看见成虫发生期时才开始 

进行喷药，故防治效果差。 
1.5  喷药不全面 

柑橘粉虱卵、幼虫和蛹几乎全在叶背上尤其是 

树冠内、中下部枝叶密集的叶片背面最多，而大多 

数果农在喷药时多只喷叶正面和树冠外围的枝叶， 

而叶背、树冠内和中下部枝叶无法接触药液，而目 

前使用的药剂作用机理多为触杀而无内吸作用，该 

虫接触不到药液就不能被杀死，因此防治效果差。 
1.6  杀伤天敌 

柑橘果园主要病虫较多，果农掌握病虫的防控 

知识甚少，加上市场上的农药名称五花八门，如柑 

橘溃疡病药剂，笔者曾经调查市场上常见、果园常 

用的药剂达58种，其中铜制剂药就占26种。每年大 

面积大剂量地使用农药，不科学用药，非常容易杀 

伤捕食螨、草蛉、瓢虫、座壳孢菌等天敌，如大面 

积多次使用铜制剂农药防控溃疡病，严重杀伤了柑 

橘粉虱的天敌座壳孢菌，大大降低了该菌自然寄生 

幼虫的比率，失去自然控制的作用。 

2  综合防控技术 

2.1  冬季清园 

采果后冬季或早春萌芽前用机油乳剂100~200 
倍进行全面彻底清园一次，该技术不仅可降低柑橘 

粉虱的虫口基数，而且还可以降低红蜘蛛、木虱等 

其它害虫的虫口基数。根据2009—2010年在赣州虎 

形山悦风果园调查，从结果看，冬季清园比不清园 

的柑橘粉虱第一代株危害率降低80.8%，这样大大 

压低了第一代的虫口基数，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  改善果园小气候 

对新规划的果园应规划种植密度和设置隔离 

带。对集中连片种植的老果园重新设置隔离带，高 

杆树种进行隔离，同时对定植密度较大或已封行的 

果园进行间伐，并对留存的树进行大枝修剪，若在 

劳动力允许的情况下剪除密弱枝、过强枝和病虫害 

枝，全面改善果园通风透光条件，降低柑橘园的湿 

度，恶化柑橘粉虱的生存条件。 
2.3  保护和利用天敌 

赣南柑橘园自然天敌种类多，如座壳孢菌、刀 

角瓢虫和寄生蜂等。保护和利用天敌首要是采取生 

草栽培或自然留矮杆草、挂捕食螨等措施来调整果 

园生态环境，培育良好的有益生物群落，保持果园 

生物的多样性；其次，要有针对性地使用低毒、高 

效农药，不用广谱性的杀虫杀菌剂。在防治溃疡病 

时也尽量少用铜制剂或与其它非铜制剂药剂轮换使 

用，以免杀伤天敌座壳孢菌。该菌在脐橙生长季繁 

殖速度快，据赵士熙等 [6] 报道，4—6月和9—11月是 

座壳孢菌的流行高峰期，也是该菌生物防治的最佳 

时期。再次，采用人工助迁的方式，把天敌引进果 

园，如收集寄生蜂，待蜂出茧时挂放果园，或采集 

带有座壳孢菌的枝条悬挂在柑橘树上，有较好的效 

果。据高日霞 [7] 报道，座壳孢菌是柑橘粉虱若虫的 

重要寄生菌，该菌挂枝一次，其流行高峰期寄生率 

高达90%以上，平均寄生率75.46%。 
2.4  化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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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掌握防治时期 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最佳 

防治时期是越冬代成虫期3月下旬—4月上旬和各代 

若虫期，第1代若虫盛发期在5月上、中旬，第2代若 

虫盛发期在6月中旬—7月下旬， 第3代若虫盛发期在 
8月中旬—9月中旬， 第4代若虫盛发期在10月上旬— 
11月中旬。 但应重点防好越冬代和第1代幼虫，因为 

该虫越冬代和第1代幼虫发生较整齐，以后世代重 

叠，给防控带来更大的困难。果园生态条件好的果 

园第3、4代若虫可不用药即可被自然天敌座壳孢菌 

控制，寄生率在80%以上。 
2.4.2  全面喷雾的喷药方法 由于粉虱的幼虫、蛹 

几乎都寄生在叶片背面尤其是树冠中、下部密集的 

叶片背面，所以喷药时一定要将整株的叶片正背面 

全面喷雾， 防止漏网， 使之全面接触药剂即被杀死。 
2.4.3  药剂防控 药剂防治首先要做好预测预报， 

该虫开始发生时在果园具有明显的中心聚集特点， 

这时应进行挑治；其次，掌握防治指标，在20%叶 

片或果实发现有若虫为害时开始喷药；再次，尽量 

使用生物或植物源农药，少用铜制剂或使用时避开 

座壳抱菌寄生的有利时期。发生严重的果园，采用 

联防联控效果较好的药剂，可选99%绿颖EC  (机油 

乳剂)、10%吡虫啉WP、48%乐斯本EC、25%扑虱 

灵WP、25%噻嗪酮SC等药剂进行防治，尽量交替 

使用农药，避免产生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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