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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上蓟马种类与发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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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为害葡萄的主要蓟马种类与发生规律，为今后葡萄生产中防治该虫提供参考，本研究选取广西桂林、

柳州、罗城和南宁等主要葡萄种植区代表点，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对葡萄上蓟马发生种类和规律进行了连续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在广西葡萄上共有７种蓟马，隶属于锯尾亚目（Ｔｅｒｅｂｒａｎｔｉａ）蓟马科（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２属６种和管尾亚目（Ｔｕｂｕｌｉｆ

ｅｒａ）管蓟马科（Ｐｈｌａｅｏ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１属１种。其中在桂林，柳州和南宁鲜食葡萄上优势种为黄胸蓟马［犜犺狉犻狆狊犺犪狑犪犻犻犲狀狊犻狊

（Ｍｏｒｇａｎ）］和杜鹃蓟马（犜犺狉犻狆狊犪狀犱狉犲狑狊犻Ｂａｇｎａｌｌ），罗城毛葡萄上为华简管蓟马（犎犪狆犾狅狋犺狉犻狆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Ｐｒｉｅｓｎｅｒ）。在这

７种蓟马中，茶黄硬蓟马（犛犮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犱狅狉狊犪犾犻狊Ｈｏｏｄ）在葡萄嫩梢叶上终年可见，其他种类蓟马仅在葡萄花期为害，花期

过后很难见到。葡萄上蓟马种类和发生规律的调查研究为今后该类害虫研究和综合防治措施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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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葡萄种植品种改良、驯化和栽培技术的改

进，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广西近年来葡萄种植业

飞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广西葡萄种

植面积已达１万多ｈｍ２
［１］，并且扩展迅猛，增幅位列

南方１１省份第一位
［２］，已经成为继香蕉、柑橘等之

后的又一个广西支柱型农业产业。

缨翅目昆虫通称为蓟马，全世界记录７０００余

种［３］，当中约有几百种是农林业生产上的有害种类。

蓟马个体微小，一般体长１～２ｍｍ，口器为锉吸式，

食性广泛，但以植食性居多。该类昆虫因个体较小，

常常隐藏于植物各部位如嫩叶、花蕾等取食为害，造

成叶片呈现大面积坏死斑点、萎缩，严重时枯死脱

落，为害花时，造成植株不能孕穗、结果或果实后期

形成大面积锈状斑点，影响产量和质量［４５］。蓟马为

害症状早期不易被人们发现，往往当为害严重时才

引起重视，但为时已晚。另一方面有些蓟马种类是

病毒的传播媒介，其传播病毒造成的危害往往比其

取食危害要大得多，如烟蓟马（犜犺狉犻狆狊狋犪犫犪犮犻Ｌｉｎｄｅ

ｍａｎ）传播番茄斑萎病毒（犜狅犿犪狋狅狊狆狅狋狋犲犱狑犻犾狋狏犻狉狌狊，

ＴＳＷＶ）和烟草条纹病毒（犜狅犫犪犮犮狅狊狋狉犲犪犽狏犻狉狌狊，

ＴＳＶ）；茶黄硬蓟马（犛犮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犱狅狉狊犪犾犻狊Ｈｏｏｄ）传播

花生黄化扇斑病毒（犘犲犪狀狌狋犮犺犾狅狉狅狋犻犮犳犪狀狊狆狅狋狏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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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ｓ，ＰＣＦＶ）等
［６８］。

葡萄是蓟马喜爱取食的寄主之一，在葡萄上为

害较严重的蓟马种类有烟蓟马（犜犺狉犻狆狊狋犪犫犪犮犻Ｌｉｎ

ｄｅｍａｎ）、茶 黄 硬 蓟 马 （犛犮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 犱狅狉狊犪犾犻狊

Ｈｏｏｄ）
［９］、腹突皱针蓟马（犚犺犻狆犻狆犺狅狉狅狋犺狉犻狆狊犮狉狌犲狀狋

犪狋狌狊Ｈｏｏｄ）
［１０］、西花蓟马［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狅犮犮犻犱犲狀

狋犪犾犻狊 （Ｐｅｒｇａｎｄｅ）］、梳 缺 花 蓟 马 ［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

狊犮犺狌犾狋狕犲犻 （Ｔｒｙｂｏｍ）］、双花蓟马 （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

犵犲犿犻狀犪Ｂａｇｎａｌｌ）、栀子花蓟马（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犵犪狉

犱犲狀犻犪犲Ｍｏｕｌｔｏｎ）、短茎花蓟马（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犫狉犲狏犻

犮犪狌犾犻狊Ｈｏｏｄ）、温室蓟马［犎犲犾犻狅狋犺狉犻狆狊犺犪犲犿狅狉狉犺狅犻犱

犪犾犻狊（Ｂｏｕｃｈé）］、葡萄黑蓟马［犚犲狋犻狋犺狉犻狆狊狊狔狉犻犪犮狌狊

（Ｍａｙｅｔ）］和红带滑胸针蓟马［犛犲犾犲狀狅狋犺狉犻狆狊狉狌犫狉狅

犮犻狀犮狋狌狊（Ｇｉａｒｄ）］
［１１１２］等。但在我国，迄今为止，葡

萄树上蓟马种类的系统调查还鲜有报道，记录的仅

有烟蓟马［１３１６］和茶黄硬蓟马［１７］两种。蓟马为害不

仅影响葡萄的产量，同时也影响其品质，造成重大的

经济损失。我国幅员辽阔，不同葡萄种植区气候、环

境各异，其生物多样性也呈现多样化。广西地处热

带亚热带地区，大部分地区全年无霜，非常适合蓟马

的发生。近年来伴随着广西葡萄种植业的飞速发

展，蓟马为害已非常突出。据笔者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

年对南宁明阳和罗文葡萄连片种植区的调查结果，

在发生高峰期，蓟马为害严重的果园嫩叶受害率最高

可达７２％；在开花前后未采取防治措施的果园内，每

串花序均可采集到蓟马，样本数量最多可达每串花３０

多头，发生率和果实受害率最高均可达１００％。广西

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决定了其病虫害的多样性，因

此弄清在广西葡萄上为害的蓟马种类及其发生规律，

从而制定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对广西乃至全国葡萄产

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本的采集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连续对广西境内桂林、柳州、罗

城和南宁等主要葡萄种植区，采用五点取样法对连片

种植区调查取样，每点取５个枝条，２串花。振动葡萄

嫩梢和不同部位叶片，下面用白色瓷盘收集，花期用

密封袋套住整串花取样或用白色瓷盘振落法取样，当

叶片或花朵上的蓟马落入磁盘内，用小号软毛笔挑入

７５％乙醇（含５％醋酸）中保存。

１．２　标本制作与鉴定

样本带回实验室后制作成玻片标本进行种类鉴

定。标本的制作参照张宏瑞等［１８］蓟马标本制作方法，

种类鉴定参照韩运发、童晓立和张维球等［１０，１９２０］分类

方法进行。

１．３　蓟马发生规律调查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从葡萄树长出嫩叶开始一直

到落叶，连续对葡萄叶期和花期蓟马的发生情况进

行调查监测，记录其发生种类和数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蓟马种类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连续对广西地区葡萄上的蓟马

种类调查，结果共发现蓟马种类７种，隶属于锯尾亚

目（Ｔｅｒｅｂｒａｎｔｉａ）蓟马科（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２属６种和管尾亚

目（Ｔｕｂｕｌｉｆｅｒａ）管蓟马科（Ｐｈｌａｅｏ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１属１种（表

１）。其中在桂林、柳州和南宁鲜食葡萄树花期优势种

为黄胸蓟马［犜犺狉犻狆狊犺犪狑犪犻犻犲狀狊犻狊（Ｍｏｒｇａｎ）］和杜鹃蓟

马［犜犺狉犻狆狊犪狀犱狉犲狑狊犻（Ｂａｇｎａｌｌ）］，罗城毛葡萄优势种为

华简管蓟马（犎犪狆犾狅狋犺狉犻狆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Ｐｒｉｅｓｎｅｒ）；在嫩叶

部为害的主要是茶黄硬蓟马（犛犮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犱狅狉狊犪犾犻狊

Ｈｏｏｄ），一年中从３－１２月份均可采集到。从样本数

量看，全部２２９２头样本中，茶黄硬蓟马最多，为１３４２

头，占总样本的５８．５５％，其次是杜鹃蓟马４２１头，占比

１８．３７％，黄胸蓟马２８６头，占比１２．４８％，华简管蓟马

１５６头，占比６．８１％，八节黄蓟马［犜犺狉犻狆狊犳犾犪狏犻犱狌犾狌狊

（Ｂａｇｎａｌｌ）］３７头，占比１．６１％，色蓟马（犜犺狉犻狆狊犮狅犾狅狉犪狋狌狊

Ｓｃｈｍｕｔｚ）３１头，占比１．３５％，和烟蓟马（犜犺狉犻狆狊狋犪犫犪犮犻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１９头，占比０．８３％。

２．２　蓟马形态特征

参考韩运发［１０］、张维球和童晓立等［１９２０］对蓟马

分类的整理，本文对采集到的蓟马种类形态特征进

行了描述，可为今后葡萄蓟马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

简要的种类鉴定参考。

１．雌虫腹面具锯齿状产卵器，腹部末端呈圆锥

状 ２!!!!!!!!!!!!!!!!!

雌虫产卵器无特殊形状，腹部末端呈管状。

触角第１～２节和７～８节褐色，第３～６节、

前足胫节和跗节黄色，体鬃较暗。前翅中部

收窄，下颚桥存在。头两颊无带刺小瘤，前足

股节无齿状凸起，口锥短而端部宽圆。触角

第４节有４个感觉锥，第３节不对称，外端有

１个感觉锥 华简管蓟马犎．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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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葡萄上蓟马种类调查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狉犻狆狊狅狀犵狉犪狆犲狊

种类Ｓｐｅｃｉｅｓ

采集数量／头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叶Ｌｅａｆ 花序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总数／头

Ｔｏ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锯尾亚目

Ｔｅｒｅｂｒａｎｔｉａ

蓟马科

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杜鹃蓟马

犜犺狉犻狆狊犪狀犱狉犲狑狊犻
０ ４２１ ４２１ １８．３７

黄胸蓟马

犜犺狉犻狆狊犺犪狑犪犻犻犲狀狊犻狊
０ ２８６ ２８６ １２．４８

茶黄硬蓟马

犛犮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犱狅狉狊犪犾犻狊
１３４２ ０ １３４２ ５８．５５

色蓟马

犜犺狉犻狆狊犮狅犾狅狉犪狋狌狊
３１ ０ ３１ １．３５

八节黄蓟马

犜犺狉犻狆狊犳犾犪狏犻犱狌犾狌狊
３７ ０ ３７ １．６１

烟蓟马

犜犺狉犻狆狊狋犪犫犪犮犻
２ １７ １９ ０．８３

管尾亚目

Ｔｕｂｕｌｉｆｅｒａ

管蓟马科

Ｐｈｌａｅｏ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华简管蓟马

犎犪狆犾狅狋犺狉犻狆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３７ １１９ １５６ ６．８１

　　２．腹背片无密排微毛 ３!!!!!!!!!

腹背片密排微毛。体黄色，翅较暗，触角８

节，前胸无强骨化板，腹部多节后缘无疏毛，

第９腹背片有３对长鬃，腹部背片有前缘

线，前胸背片后缘具１对长鬃，腹背片前部

有暗斑，腹部腹片全部具微毛

茶黄硬蓟马犛．犱狅狉狊犪犾犻狊

!!!!!

!!!!!!

３．触角８节 ４!!!!!!!!!!!!!

触角７节 ５!!!!!!!!!!!!!

４．腹部腹片无附属鬃，体黄色，触角３～５节端半

部、６～８节暗黄棕色

八节黄蓟马犜．犳犾犪狏犻犱狌犾狌狊

!!!!!!!!!

!!!!!!

腹部腹片有附属鬃，体暗棕色（雄虫黄色），

触角第３节黄色、第６节无长刚毛

杜鹃蓟马犜．犪狀犱狉犲狑狊犻

!!!

!!!!!!!

５．腹部腹片有附属鬃 ６!!!!!!!!!

腹部腹片无附属鬃，体黄至淡棕色，腹节２～

６背片中对鬃和亚中对鬃小于节３～６背片

中对鬃，前翅前脉端鬃４～６根，腹节２～８

背片较暗，前缘线暗褐色

烟蓟马犜．狋犪犫犪犮犻

!!!!!!!

!!!!!!!!!

６．体淡至暗棕色。触角除第３节黄色其余棕色。

胸部橙黄色，腹部第３～７节腹片具１３～２０根

附属鬃。雄虫体小，黄色

黄胸蓟马犜．犺犪狑犪犻犻犲狀狊犻狊

!!!!!!!!

!!!!!!

体橙黄色，触角第１～４节基部黄色，其余部

分灰棕色 色蓟马犜．犮狅犾狅狉犪狋狌狊!!!!!!

２．３　蓟马发生规律

对广西葡萄上蓟马发生动态初步调查发现，黄

胸蓟马、杜鹃蓟马、色蓟马、八节黄蓟马和烟蓟马５

种蓟马仅在葡萄花期出现，而在葡萄其他生长期并

未发现；茶黄硬蓟马在田间种植的葱、萝卜、菜心等

及杂草上越冬，３月下旬开始转移至葡萄嫩叶上繁

殖为害，直到１２月上、中旬葡萄树落叶前均可采集

到，其有两个发生高峰，分别出现在５－６月上旬及

８－１０月，在高峰期每片嫩梢叶可振落采集到６～２０

头虫；华简管蓟马在鲜食葡萄叶和花上可零星采集

到，但在毛葡萄花期（广西罗城６月上旬左右）大量

出现，是毛葡萄花期的优势种之一。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发生在广西葡萄上蓟马种类进行了普

查，共鉴定出７种。同我国其他地区葡萄上蓟马种

类相比，烟蓟马在广西发生较轻，仅占到采集样本量

的０．８３％。气候干旱对烟蓟马发生有利，而降雨会

导致其种群下降，广西每年３－４月为多雨季节，且

全年降雨丰富，不利于烟蓟马越冬后种群的繁殖，这

可能是烟蓟马在广西葡萄上发生较轻的因素之一，

但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茶黄硬蓟马已报道

能在多种作物如葡萄、茶树和荔枝上为害［２１２２］，根据

调查结果，该蓟马在广西发生严重，在葡萄整个生长

期均可为害，在今后的葡萄生产上应引起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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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杜鹃蓟马、黄胸蓟马、华简管蓟马、八节黄蓟马

和色蓟马在我国葡萄上还未见为害报道，在本研究

中分别占样本采集量的１８．３７％、１２．４８％、６．８１％、

１．６１％和１．３５％，可以看出广西地区葡萄上蓟马种

类具有多样性。广西处于热带与亚热带地区，全年

无霜，植被丰富，全年都有开花植物，尤其是田间杂

草，为蓟马种群繁殖和多样性提供了先天条件。华

简管蓟马在罗城毛葡萄花期发生严重，而鲜食葡萄

花期以杜鹃蓟马为主要优势种，推测可能是由于葡

萄品种差异造成的。在广西鲜食葡萄花期一般集中

在４月下旬左右，而毛葡萄开花期是在６月上旬左

右，季节性分布影响了不同种类的数量。

近年来，我国葡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截至

２０１３年已经达到５７万ｈｍ２，但相对于国外，我国关

于葡萄上重要害虫———蓟马的研究鲜有报道。蓟马

个体虽然微小但为害非常严重，其发生时不易被察

觉，当为害症状显现时再采取防治措施已经无法挽

回损失。因此葡萄蓟马的为害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

视，加大对葡萄蓟马种类、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的研

究，为我国葡萄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本研究初步对

葡萄树上的蓟马种类进行了调查，明确了广西葡萄

蓟马的种类、数量及发生规律，为下一步科学制定防

治措施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地区葡萄蓟

马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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