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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全国红枣五大产区之一，现已成为我
国重要的红枣生产、加工基地，榆林是陕西红枣
主产区，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的清涧、绥德、神
木、吴堡、佳县等县。

枣树虫害在榆林市枣林区每年程度不等的发
生，严重制约着红枣的优质丰产，为解决防虫难
题，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枣树生态气候观测，同时观测
每年枣尺蠖、枣镰翅小卷蛾、食芽象甲、桃小食
心虫等主要虫害的发生变化情况观测。从气候因
子的角度分析究，得出虫害不同时期所要求的气
温、积温、降水、地温、日照等，建立预报虫害
发生的气候指标，从而确定防虫日期，合理指导
枣农科学防治，有效地减少枣农在防虫中的人力、
财力方面的浪费。
枣尺蠖

榆林枣尺蠖每年发生１次，发生时间、危害
程度与气候有着明显的关系，春季日平均气温上
升到８～１１ｏＣ，００～８０ｏＣ积温达２７０ｏＣ·ｄ
以上时枣尺蠖开始羽化。羽化期最早出现在３月
２０日，最晚出现在３月３０日。成虫高峰期大多发
生在羽化后１０ｄ左右，日平均气温为≥１２０ｏＣ，
５ｃｍ地温≥１３０ｏＣ，００～１２０ｏＣ日积温１５００
ｏＣ·ｄ以上。最早发生在３月３１日，最晚发生在
４月８日，积温值越高，出现时间越晚，则成虫羽
化的数量越多，并且相对集中，形成的危害越大。
枣镰翅小卷蛾

榆林枣镰翅小卷蛾每年发生３次，第一代在
４月下旬，气温稳定通过１８０ｏＣ时，≥００ｏＣ积
温达４５００ｏＣ·ｄ时，后期虫害程度为中等，积温

值越高，危害程度也越大。资料表明，第一代最
早出现在４月１７日，最晚４月２９日。第二代发
生的数量和危害的程度与第一代的虫情有关，第
一代越严重，第二代也就越严重，第二代发生的
日期，是在第一代发生后的２０ｄ左右开始危害，
即５月中旬。第三代发生在枣果的膨大期，危害
期较长，出现时对气候要求不明显，影响红枣表
面。
食芽象甲

榆林市食芽象甲每年发生１次，幼虫化蛹最
佳期为气温８０ｏＣ，≥００ｏＣ的积温３５０ｏＣ·ｄ。
幼虫化蛹期出现最早为３月８日，最晚３月２６
日。气温１０４ｏＣ，≥００ｏＣ的积温１８６０ｏＣ·ｄ
时，成虫出现并开始危害，最早出现在３月２８日，
最晚出现在４月１２日。气温１７０ｏＣ，积温达
３５００ｏＣ·ｄ时，进入危害高峰期。高峰期最早出
现在４月１０日，最晚出现在４月２２日。
桃小食心虫

榆林市桃小食心虫每年发生２次，发生时间、
危害程度和出现时段与降水量、降水日期有着密
切关系。第一代桃小食心虫蛹虫出现在５月下旬
—６月上旬，当日平均气温达２００ｏＣ，日总降水
量≥８０ｍｍ时的第１０ｄ后成虫出现，降水量越
大，成虫出现越集中，降水次数越多，出现的成
虫也就越多，危害越大。第二代从７月中旬—８月
上旬之间，日总降水量达１００ｍｍ，降水过程的
降水量越大，以后的成虫越多，越集中，危害越
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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