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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寿命和繁殖的影响

阎雄飞* ，王亚文，李 刚，贺 英，杨 杰，刘永华
( 榆林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陕西榆林 719000)

摘要: 为了明确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 Scythropus yasumatsui 成虫寿命和繁殖的影响，筛选出枣飞象成虫适宜的枣

树品种，以期为枣飞象建立人工饲养种群和综合治理奠定基础。在室内以木枣、狗头枣、赞皇枣、骏枣和酸枣分

别饲养枣飞象成虫，研究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寿命、产卵前期、产卵期、产卵量、卵孵化率和每雌子代数

的影响。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寿命有明显影响，取食木枣的雌、雄虫寿命最长，分别为 36. 6 ± 1. 15 d 和

32. 3 ± 1. 61 d，取食酸枣雌、雄虫寿命最短，分别为 29. 8 ± 1. 55 d 和 25. 6 ± 1. 64 d。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

产卵前期和产卵率没有明显影响。取食木枣和狗头枣的枣飞象成虫产卵期明显长于赞皇枣、骏枣和酸枣，取食木

枣的枣飞象成虫产卵量和每雌子代数最高，分别为 76. 3 ± 2. 87 粒和 67. 0 ± 2. 7 头，显著高于其它 4 种枣树，说明

木枣对枣飞象成虫产卵期、产卵量和每雌子代数有明显影响。在室内饲养枣飞象成虫，木枣是最适宜饲养枣飞象

成虫的枣树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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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on the longevity and reproduction of
Scythropus yasumatsui adults
YAN Xiong-Fei* ，WANG Ya-Wen，LI Gang，HE Ying，YANG Jie，LIU Yong-Hua ( College of Life and
Science，Yulin University，Yulin 719000，Shaanxi Province，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on the
longevity and reproduction of Scythropus yasumatsui adults，and to select suitable jujube cultivars for jujube
weevil. It is expecte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ificial breeding population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jujube weevil.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on the longevity，pre-
oviposition period，oviposition period，fecundity，egg hatchability and number of offspring per female were
studied by feeding the adults of S. yasumatsui，with Muzao，Goutouzao，Zanhuangzao，Junzao and Suanzao
in the laborato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had obvious effects on weight of
S. yasumatsui adults ( P ＜ 0. 05 ) ，The longevity of female and male weevils fed on Muzao were the
longest，which were 36. 6 ± 1. 15 d and 32. 3 ± 1. 61 d，respectively. The longevity of female and male
weevils fed on Suanzao were the shortest，which were 29. 8 ± 1. 55 d and 25. 6 ± 1. 64 d，respectively.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e-oviposition period and egg hatchability of
female weevils. The oviposition period of female weevils fed on Muzao and Goutouzao was longer than
Zanhuang，Junzao and Suanzao. The number of eggs laid and offspring per female of S. yasumatsui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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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uzao were 76. 3 ± 2. 87 eggs and 67. 0 ± 2. 7 head，respectively，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four jujube cultivar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uzao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oviposition period，the number of eggs laid and offspring per female of S. yasumatsui. Muzao is a suitable
jujube variety for raising the adults of S. yasumatsui in the laboratory.
Key words: Scythropus yasumatsui;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longevity; reproduction

枣飞象 Scythropus yasumatsui，别名枣食芽象

甲、太谷月象、枣象鼻虫，隶属鞘翅目 Coleoptera
象甲科 Curculionida，是枣树萌芽展叶期的一种重

要害 虫 ( 任 登 州 和 齐 向 英，2009; 阎 雄 飞 等，

2020a) 。目前该虫在国外未见分布，在我国所有

枣区均有分布，被国家林业局公布为危险性有害

生物之一 ( 张华普等，2015 ) ，枣飞象主要以成虫

取食枣芽或嫩叶补充营养危害，经常造成枣芽光

秃，枣枝抽干失绿，迫使枣树消耗大量营养二次

萌芽，结出小而苦涩枣果或不结果，严重影响红

枣的 产 量 和 品 质 ( 王 晶 玲 等，2017; 阎 雄 飞 等，

2019) 。
昆虫取食寄主植物获取营养，维持其正常生

长发育和生命活动需要 ( Plessis et al． ，2012; 刘志

欢等，2015) 。对于成虫期补充营养的植食性昆虫

来说，寄主植物营养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昆虫的

寿命和繁殖，决定着其种群的兴衰 ( 钦俊德和王

琛柱，2001; 林长春等，2009; 孙丽娜等; 2015; 朱

秀蕾等，2017) 。大部分植食性象甲均有补充营养

习性，高旭等 ( 2019 ) 报道以枹树 Quercus serrata
的幼 果、嫩 枝、清 水 和 10% 蔗 糖 饲 养 枹 栎 象

Curculio haroldi，发现寄主营养的好坏对枹栎象的

寿命有明显影响。用不同寄主植物叶片饲养红棕

象甲 Rhynchophorus ferrugineus 成虫，发现取食银海

枣和华盛顿椰子的红棕象甲寿命和繁殖力显著高

于布 迪 椰 子 和 棕 榈 ( Ju et al． ，2011 ) 。张 艳 等

( 2015) 研究了补充营养对沟眶象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 成虫繁殖力的影响，发现沟眶象取食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 萌生苗、2 － 3 年生枝条的产卵量

和孵化率显著高于苹果块和蜂蜜。寄主植物对植

食性象甲的寿命和繁殖有重要影响。
关于枣飞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史和生物

学特性 ( 贾增波等，1991; 师光禄等，2000 ) 、种

群空间分布和发生规律 ( 张锋等，2016; 洪波等，

2017; 阎雄飞等，2019) 、化学生态学 ( 阎雄飞等，

2017; 王晶玲等，2017; 阎雄飞等，2020a) 、化学

防治等方面 ( 高永强等，2009; 王妍妍等，2011;

杨斌等，2019) 。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寄主植物对

枣飞象成虫寿命和繁殖影响的研究报道。鉴于此，

本研究开展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寿命、产

卵量、卵孵化率、每雌子代幼虫数等指标的影响，

筛选出枣飞象成虫适宜的枣树品种，以期为枣飞

象室内大规模饲养和综合治理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虫源

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3 月 30 日，在陕西省佳

县刘国具镇王元村和郑家沟枣园 ( N38°12'44. 53″，
E110°25'7. 12″) ，在枣树周围，挖土过 40 目筛，

采集枣飞象的蛹，带回榆林学院榆林市植物保护

重点实验室，在温度 23 ± 2°C，相对湿度 50% ±
10%，光照周期 16 L ∶ 8 D 的人工养虫室内培养，

待成虫羽化后，选择生长健康，大小相对一致的

成虫供试。
1. 2 供试植物材料

试验所用的饲养枣飞象的植物材料为木枣、
狗头枣、赞皇枣、骏枣、酸枣的枣芽，采集自榆

林市植 物 保 护 重 点 实 验 室 的 实 验 基 地。树 龄 为

10 ～ 12 a，采集新鲜的 4 a 生枣树带枣芽枝条，用

蒸馏水冲洗干净，备用。
1. 3 枣飞象成虫寿命与繁殖的观测

在人工气候养虫室内，选择羽化日期相同的

枣飞象成虫 5 对，接入长宽高均为 35 cm 的养虫笼

内，分别饲以木枣、狗头枣、赞皇枣、骏枣、酸

枣的 3 a 生枣树带枣芽的水培枝条，每个品种枣树

重复 4 次。每天更换一次带枣芽的水培枝条和清

水，同时检查枣飞象的存活和产卵情况。若发现

枣飞象成虫开始产卵，则将其置于独立的养虫笼

内饲养。如果发现枣飞象有死亡的情况，及时清

除死亡的枣飞象。记录每一头枣飞象成虫的存活

情况和死亡时间，同时记录雌性枣飞象的产卵开

始日期、停止产卵日期和产卵量。
1. 4 枣飞象成虫卵孵化率和每雌子代幼虫数的

测定

如果在枣树水培枝条上发现乳白色或淡黄色

6501



4 期 阎雄飞等: 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寿命和繁殖的影响

的卵粒，用小号毛笔轻轻将枣飞象的卵粒刷到带

滤纸的培养皿中，用无菌水清洗 3 次，移入灭菌

的培养皿中，将培养皿置于气候箱内，设置温度

25 ± 1℃， 相 对 湿 度 20% ± 5%， 光 照 周 期

16 L ∶ 8 D 的条件下等待卵粒的孵化。每日定时检

查卵的孵化情况，每天记录卵的孵化数量，同时

统计每头雌虫子代的幼虫数。
1. 5 数据分析

将采集到的数据运用 DPS 7. 5 软件和与 Excel
2016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不同品种枣树饲养的

枣飞象寿命、产卵前期、产卵期、产卵量，分别

采用 Duncan's test 法检验差异的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寿命的影响

取食不同品种枣树雌虫的寿命: 木枣 ＞ 狗头

枣 ＞ 赞皇枣 ＞ 骏枣 ＞ 酸枣，取食不同品种枣树的

雄虫寿命: 木枣 ＞ 狗头枣 ＞ 骏枣 ＞ 赞皇枣 ＞ 酸

枣。取食木枣的雌雄虫寿命最长，分别为 36. 6 ±
1. 15 d 和 32. 3 ± 1. 61 d，取食酸枣雌雄虫寿命最

短分别为 29. 8 ± 1. 55 d 和 25. 6 ± 1. 64 d。取食木

枣和狗头枣雌虫寿命显著高于狗头枣、骏枣和赞

皇枣 ( P ＜ 0. 05) ，取食木枣的雄虫寿命显著高于

酸枣 ( P ＜ 0. 05) 。说明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

虫寿命有明显影响 ( 表 1) 。
2. 2 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产卵指标的影响

取食不同品种枣树的枣飞象成虫产卵前期:

骏枣 ＞ 酸枣 ＞ 赞皇枣 ＞ 狗头枣 ＞ 木枣，其中取

食木枣的成虫产卵前期最短为 7. 8 ± 0. 55 d，取食

赞皇枣成虫产卵前期最长为8. 4 ± 0. 39 d; 取食不

同品种枣树的成虫产卵前期差异均不显著 ( P ＞
0. 05) ，说明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产卵前期

无明显影响。取食不同品种枣树枣飞象成虫产卵

期: 木枣 ＞ 狗头枣 ＞ 赞皇枣 ＞ 骏枣 ＞ 酸枣，其中

取食木枣和狗头枣的枣飞象成虫产卵期明显长于

赞皇枣、骏枣和酸枣 ( P ＜ 0. 05 ) ，说明不同品种

枣树对枣飞象成虫产卵期有明显影响。取食不同

品种枣树枣飞象成虫产卵量: 木枣 ＞ 狗头枣 ＞ 赞

皇枣 ＞ 酸枣 ＞ 骏枣，其中取食木枣的枣飞象成虫

产卵量最高，为 76. 3 ± 2. 87 粒，显著高于其它 4
种枣树 ( P ＜ 0. 05 ) ，取食赞皇枣的雌虫产卵量最

低，为 58. 1 ± 2. 9 粒，取食狗头枣、赞皇枣、酸枣

和骏枣的雌虫产卵量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说

明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雌虫产卵量有一定影响

( 表 2) 。
2. 3 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卵孵化率和每雌子代

幼虫数的影响

取食不同品种枣树的枣飞象成虫卵孵化率在

85. 7% ～ 87. 6%，取食不同品种枣树枣飞象成虫

卵孵化率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说明不同品种

枣树对枣飞象卵孵化率影响不大。取食木枣的枣

飞象每雌子代数最高为 67. 0 ± 2. 7 头，及显著高于

其它 4 种枣树 ( P ＜ 0. 01 ) ，取食赞皇枣的枣飞象

每雌子代数最低为，51. 9 ± 3. 2 头，说明取食木枣

对枣飞象每雌子代数有明显影响 ( 图 1) 。

表 1 枣飞象成虫取食不同品种枣树的寿命

Table 1 Longevity of Scythropus yasumatsui adult feeding on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枣树品种

Jujube cultivars

寿命 ( d) Longevity

雌虫 Female adult 范围 Range 雄虫 Male adult 范围 Range

木枣 Muzao 36. 6 ± 1. 15 Aa 28 ～ 49 32. 3 ± 1. 61 Aa 18 ～ 45

狗头枣 Goutouzao 33. 4 ± 1. 31 ABab 24 ～ 47 30. 1 ± 1. 94 Aab 19 ～ 44

赞皇枣 Zanhuangzao 31. 7 ± 1. 23 ABb 24 ～ 43 27. 2 ± 1. 89 Aab 17 ～ 44

骏枣 Junzao 30. 3 ± 0. 99 Bb 23 ～ 41 28. 1 ± 2. 18 Aab 18 ～ 47

酸枣 Suanzao 29. 8 ± 1. 55 Bb 21 ～ 45 25. 6 ± 1. 64 Ab 16 ～ 43

注: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 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

极显著 ( P ＜ 0. 01) ( Duncan 氏多重比较法) 。下同。Note: Data in the table were mean ± SE，and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5 level，while followed by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1 level. ( Duncan' multiple range test) ． The same as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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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产卵指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on oviposition indexes of Scythropus yasumatsui

枣树品种

Jujube cultivars
产卵前期 ( d)

Pre-oviposition period
产卵期 ( d)

Oviposition period
产卵量 ( 粒 /雌)

Fecundity

木枣 Muzao 7. 8 ± 0. 55 Aa 24. 8 ± 1. 22 Aa 76. 3 ± 2. 87 Aa

狗头枣 Goutouzao 7. 9 ± 0. 50 Aa 21. 3 ± 1. 38 ABb 65. 1 ± 3. 43 ABb

赞皇枣 Zanhuangzao 8. 1 ± 045 Aa 20. 9 ± 1. 23 ABb 58. 1 ± 2. 91 Bb

骏枣 Junzao 8. 4 ± 0. 39 Aa 19. 7 ± 1. 11 Bb 60. 3 ± 3. 75 Bb

酸枣 Suanzao 8. 2 ± 0. 53 Aa 19. 1 ± 1. 05 Bb 62. 4 ± 3. 53 Bb

图 1 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卵孵化率 ( A) 和

每雌子代幼虫数 ( B) 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different jujube cultivars on egg
hatchability ( A) and offspring per female ( B)

of Scythropus yasumatsui

3 结论与讨论

成虫期补充营养是很多植食性象甲的重要习

性，寄主植物营养直接关系着象甲成虫的寿命和

繁 殖 ( 赵 艳 等， 2014 ) ， 这 在 栗 剪 枝 象

Cyllerhynchites ursulus ( 陈顺立等，1997 ) 、枹栎象

( 高旭等，2009) 、红棕象甲 ( Ju et al． ，2011) 、臭

椿 沟 眶 象 ( 张 艳 等，2015 ) 和 栗 实 象 Curculio
davidi ( 唐洪普等，2016 ) 等植食性象甲中已经得

到了证实。枣飞象是我国枣树的一种重要害虫，

通过取食枣树的枣芽或嫩叶补充营养从而危害枣

树 ( 师光禄等，2000; 张锋等，2019 ) 。本研究发

现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的寿命有明显影响，

取食木枣的枣飞象成虫寿命最长，取食骏枣和赞

皇枣的枣飞象成虫寿命较短，说明与其它品种枣

树相比，木枣芽是饲养枣飞象的最适宜材料。不

同学者报道的枣飞象雌雄成虫寿命差异较大，杜

仙当 ( 1997) 和师光禄等 ( 2000 ) 研究发现，自

然条件下，田间枣飞象雌成虫的寿命为 33 ～ 65 d，

雄成虫寿命为 25 ～ 49 d。贾增波等 ( 1991 ) 报道

枣飞象雌雄成虫寿命为 30 ～ 40 d。在室内饲养枣

飞象，其雌成虫寿命为 21 ～ 49 d，雄成虫寿命为

16 ～47 d。出现室内饲养的枣飞象成虫出现寿命比

自然条件下略短的情况，主要原因可能是在自然

条件下，枣飞象成虫在田间选择适宜品种枣树补

充营养，室内枣飞象为强迫取食，不能选择寄主

补充营养，可能导致枣飞象寿命变短。
寄主植物营养对不同植食性昆虫产卵前期和

孵化期有不同的影响，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产

卵前 期 和 孵 化 率 无 明 显 影 响， 这 和 涂 业 苟 等

( 2019) 对松褐天牛 Monochamus alternatus 和阎雄

8501



4 期 阎雄飞等: 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寿命和繁殖的影响

飞和 刘 永 华 ( 2012 ) 对 光 肩 星 天 牛 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的研究结果一致。取食木枣的产卵期

最长为 8. 4 d，说明取食木枣能促进枣飞象性成

熟。取食不同品种枣树的枣飞象成虫卵孵化率在

85. 7% ～ 87. 6%，这同师光禄等 ( 2000 ) 等报道

枣飞象卵的平均孵化率超过 80%，研究结果一致。
不同品种枣树对枣飞象成虫的产卵期、产卵量和

每雌子代幼虫数有明显的影响。取食木枣补充营

养的枣飞象成虫产卵期最长、产卵量最多、每雌

子代数最多。说明取食木枣补充营养，明显延长

了枣飞象成虫的产卵期，增加了产卵量，提高子

代的成活率。总之，木枣是枣飞象补充营养的最

适宜寄主，枣飞象是一种多食性害虫，目前报道

的寄主有 桑 树、榆 树、槐 树、枣 树 等 ( 刘 艳 萍，

2009; 阎雄飞等，2020b) 。目前尚未见到寄主植物

对枣飞象成虫寿命和繁殖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报道。
本试验供试的狗头枣、赞皇枣、酸枣、骏枣，在

寿命、产卵期、产卵量和每雌子代数等指标没有

明显差异，都能使枣飞象完成正常交配、产卵和

卵孵化，说明 5 种枣树对枣飞象的抗性差异不大，

木枣是饲养枣飞象的最适宜寄主，究竟木枣芽中

含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能延长枣飞象的寿命和提

高繁殖指标，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实验室饲养枣

飞象的角度来看，木枣是饲养枣飞象成虫的最适

宜枣树品种，可以用来繁殖枣飞象人工种群; 从

枣飞象田间防治角度来看，木枣可作为引诱树种

来监测和诱集枣飞象成虫，进行早期的预测预报

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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