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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模式韭菜田韭菜迟眼蕈蚊和

葱黄寡毛跳甲的种群动态

周仙红１，　翟一凡１，　段陈波２，　沈一凡１，　庄乾营１，　于　毅１

（１．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山东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２．山东省莱芜市农业局，莱芜　２７１１００）

摘要　于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采用成虫诱捕法和挖根取样调查法，对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田中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

跳甲成虫的种群动态及发生世代进行系统调查。结果表明：韭菜迟眼蕈蚊在不同栽培模式中周年可发生５～６代，

受温湿度影响，设施栽培地比露地中韭菜迟眼蕈蚊发生周期长、发生量大，盛发期主要分布于春、秋和冬３个季节，

夏季未发现；葱黄寡毛跳甲成虫周年发生期集中于温湿度适宜的４月中旬至１１月上旬，其中温度高、湿度大的８月

发生数量少、为害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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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菜迟眼蕈蚊（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Ｙａｎｇ犲狋

Ｚｈａｎｇ）俗称“韭蛆”，属双翅目眼蕈蚊科，主要分布

在我国北方各省区以及四川、湖北、浙江、江苏等省，

是我国特有害虫［１］。该虫取食范围广，可为害百合

科、菊科、藜科、十字花科、葫芦科、伞形科等６科３０

多种蔬菜，其中百合科葱属的韭菜受害最为严重，因

该虫引起的产量损失在３０％～８０％
［２３］。葱黄寡毛

跳甲（犔狌狆犲狉狅犿狅狉狆犺犪狊狌狋狌狉犪犾犻狊Ｃｈｅｎ）属鞘翅目叶甲

科，该虫在吉林、河北、江苏、山西、安徽、山东等省市

发生普遍［４５］，主要为害葱、韭菜、洋葱、水葱、蒜等植

物，其成虫喜食幼嫩叶片造成叶片缺刻，成虫发生盛

期平均每１０扫网可捕得成虫３５６头
［６７］，是韭菜生

产过程中的重要害虫。

近年来，随着韭菜经济价值的提高，其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生产中，除常规露地韭菜生产模式外，温

室大棚、大小拱棚和小拱棚等设施栽培生产模式发

展迅速，各种设施栽培的多元化发展使得韭菜可周

年供应市场。但与此同时，温湿度适宜的设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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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模式也为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的种群

繁殖及为害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使这两种害虫

为害越发严重［８１６］。掌握其发生规律是准确制定综

合防控方案的先决条件。目前，拱棚和露地田韭菜

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的发生规律已有相关报

道［１７２０］，但至今未有连续两年对温室大棚、大小拱

棚、小拱棚和露地栽培韭菜地中两种害虫种群动态及

发生世代的系统研究。本研究对韭菜设施栽培模式

中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的种群动态和

发生世代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其在不同栽培模式下的

种群消长规律，旨在为制定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

跳甲合理的综合防控方案提供数据依托，确保不同栽

培模式下韭菜的安全生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与试验地点

调查时间：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试验地点：济南市蔬菜展示示范评价平台（山东

省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该试验地块０～２０ｃｍ耕

层土壤容重平均１．２４ｇ／ｃｍ３，土壤总孔隙度平均

５３．０％，有机质平均含量为１７．６ｇ／ｋｇ，ｐＨ７．７，试

验田不使用任何药剂处理。

１．２　韭菜品种与种植方式

供试韭菜于２０１１年采用温室大棚、大小拱棚、

小拱棚和露地４种栽培模式定植，韭菜品种为“独根

红”，种植密度为墩距２０ｃｍ、行距２０ｃｍ。

１．３　试验地选择

温室大棚：北墙和棚高度分别为２．５ｍ和３．５ｍ，

韭菜地畦长１４ｍ、宽１．８ｍ，温室大棚表面覆盖一层

塑料薄膜并留有通风口，冬季时加覆一层草毡保温。

简易大棚＋小拱棚：大棚和小棚分别高２．５ｍ

和０．９ｍ，韭菜地畦长１４ｍ、宽１．８ｍ，简易大棚用

塑料薄膜覆盖，冬季时在简易大棚内加设小拱棚并

覆盖一层草毡增加小拱棚内温度。

小拱棚：棚高１．６ｍ，韭菜地畦长１４ｍ、宽

１．８ｍ，冬季扣棚时间为每年的１１月下旬，表面覆盖

一层塑料薄膜和草毡进行保温；春季掀棚时间为每

年的４月中旬，之后进入韭菜露地养根生长期。

露地：韭菜地畦长１４ｍ、宽１．８ｍ，地势平坦，土

壤结构适宜、水肥管理良好。冬季土壤上冻，调查停

止，至来年立春后开始调查。

１．４　供试材料与仪器

黄色粘虫板：基板选用０．３～０．３５ｍｍ的ＰＰ材

料，双面涂有耐酸、耐碱、耐腐蚀、无毒、无异味的热熔

不干胶，该粘虫板光波值为５７７ｎｍ，规格为２００ｍｍ×

２４０ｍｍ，鹤壁佳多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土壤温度水分记录仪为Ｌ９９ＴＷＳ１，测量精度

为温度±０．２～０．５℃、水分２％～３％，杭州路格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

１．５　试验方法

１．５．１　韭菜迟眼蕈蚊幼虫调查方法

采用挖根取样的方法于小区内随机取３墩样点

（２０ｃｍ×２０ｃｍ×２０ｃｍ），连同韭根挖起，记录韭菜迟

眼蕈蚊幼虫数量，每种栽培模式试验田重复３个小区

（畦），每小区（畦）面积约２５ｍ２，每隔７ｄ调查１次。

１．５．２　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成虫调查方法

成虫调查采用色板诱捕法，于小区内随机悬挂

３块黄色粘虫板，每种栽培模式试验田重复３个小

区（畦），每小区（畦）面积约２５ｍ２，每７ｄ调查１次

并更换新的黄色粘虫板，检查并记录粘虫板正反两

面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的数量。

１．５．３　温湿度测定方法

将土壤温度水分记录仪Ｌ９９ＴＷＳ１的外置传感

器插入各栽培模式韭菜田５ｃｍ深土壤中，记录仪分别

于每天１：３０、５：３０、９：３０、１３：３０、１７：３０、２１：３０记录１次，

计算日平均温湿度，在日平均温湿度基础上计算周平

均温湿度，每种栽培模式重复３次。每３０ｄ导出土壤

温度水分记录仪内数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栽培模式中韭菜迟眼蕈蚊种群动态及温

湿度变化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温室大棚、大小拱棚、小拱棚

和露地中韭菜迟眼蕈蚊种群动态与温湿度变化趋势

见图１～８。图中数据表明：韭菜迟眼蕈蚊在不同栽

培模式中周年出现５～６个发生高峰，发生期主要分

布于春、秋和冬３个季节，夏季发生量小。其中

２０１３年不同栽培模式中韭菜迟眼蕈蚊种群动态如

下：温室大棚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图１）和成虫（图２）

盛发期集中于土壤周平均温度为２２．６℃（图３）和周

平均湿度为６４．８％（图４）的３月上旬，此时韭菜迟

眼蕈蚊成虫数量达到每板７００．６７头（图２），出现成

虫高峰期。８月中旬温室大棚内土壤周平均温度最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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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达到３４～３５℃，温度过高不利于韭菜迟眼蕈蚊

生长，发生数量为０。１０月下旬温室大棚内土壤周

平均温度为１８．５℃，韭菜迟眼蕈蚊幼虫进入越冬状

态，成虫发生数量相比于１０月上中旬开始减少；大

小拱棚中受上一年韭菜迟眼蕈蚊发生数量和越冬虫

量的影响，２０１３年１月上旬至２月中旬韭菜迟眼蕈

蚊幼虫数量最多可达到９９．４头／墩（图１），春季发

生高峰期主要出现在棚内温湿度适宜的３月上旬至

５月中旬，同时在土壤周平均温湿度分别为１４℃和

４８．７２％（图３～４）的１１月中旬也出现一次发生小

高峰，但发生数量明显小于春季。夏季棚内土壤周

平均温度达到３０℃以上时未调查到韭菜迟眼蕈蚊；

小拱棚中４月中下旬掀棚以后和刚扣棚时的１１月

下旬至１２月上旬时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图１）发生

数量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春季４月中旬随着田间

周平均温度升高至２３．３３℃时，韭菜迟眼蕈蚊幼虫

（图１）和成虫（图２）进入盛发期，冬季１１月下旬至１２

月上旬扣棚后小拱棚内周平均温度回升至１２．５℃时

出现发生高峰期，发生量少于４月中旬掀棚时的发

生量；露地栽培地中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图１）和成

虫（图２）盛发期集中于春季和初夏。４月中旬时随

着温度慢慢升高至周平均温度２２．５℃（图３）时，韭

菜迟眼蕈蚊幼虫开始活动取食进而出现发生高峰

期，但较温度回升快的设施栽培地发生晚、持续时间

短。８月中旬以后的夏季高温多雨，韭菜迟眼蕈蚊

幼虫和成虫的调查数量为０，之后在土壤周平均温

湿度分别为９．５℃和４３．０７％（图３～４）的１１月中旬

出现韭菜迟眼蕈蚊老熟幼虫越冬虫态。

图１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３，济南）

犉犻犵．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犾犪狉狏犪犲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３，犑犻’狀犪狀）

图２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３，济南）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犪犱狌犾狋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３，犑犻’狀犪狀）

　　２０１４年不同栽培模式中韭菜迟眼蕈蚊种群动

态及温湿度变化和２０１３年调查结果基本相似，不

同点在于：（１）３月中旬的温室大棚中土壤周平均

温度为１９．１℃（图５），周平均湿度为８３．５２％（图

６），此时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图７）和成虫（图８）的

发生数量分别为１．２２头／墩和０．７８头／板，较２０１３

年同期调查结果偏少；（２）大小拱棚中第一代韭菜迟

眼蕈蚊成虫发生高峰期与２０１３年相似，出现在３月

中旬，此时成虫数量最高可达到３４６．６头／板（图

８），发生量明显少于２０１３年；（３）１２月上旬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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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周平均湿度分别为１１．５℃（图５）和７４％（图

６）的小拱棚中韭菜迟眼蕈蚊幼虫数量有一次突增进

入发生期，会导致第二年春季韭菜迟眼蕈蚊大规模

发生。

图３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田５犮犿深土壤温度变化趋势（２０１３）

犉犻犵．３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狋狉犲狀犱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狋５犮犿狊狅犻犾犱犲狆狋犺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犺犻狏犲狊犳犻犲犾犱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３）

图４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田５犮犿深土壤湿度变化趋势（２０１３）

犉犻犵．４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狋狉犲狀犱狅犳犺狌犿犻犱犻狋狔犪狋５犮犿狊狅犻犾犱犲狆狋犺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犺犻狏犲狊犳犻犲犾犱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３）

图５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田５犮犿深土壤温度变化趋势（２０１４）

犉犻犵．５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狋狉犲狀犱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狋５犮犿狊狅犻犾犱犲狆狋犺犻狀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犺犻狏犲狊犳犻犲犾犱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４）

２．２　不同栽培模式中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种群动态

及温湿度变化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不同栽培模式

中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种群动态（图９～１０）与温湿

度变化趋势（图３～６），可见：葱黄寡毛跳甲成虫

在温室大棚、大小拱棚、小拱棚和露地中周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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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卷第３期 周仙红等：不同栽培模式韭菜田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的种群动态

生期集中于４月上旬至１１月下旬。其中：２０１３

年水肥以及管理条件相对完善的温室大棚中于

周平均温湿度分别为２５．６℃和７６．４３％（图３～

４）的５月２８日调查到每板０．３３头葱黄寡毛跳

甲成虫（图９），周平均温湿度分别为２７．４℃和

７２．１４％的６月２０日葱黄寡毛跳甲成虫进入盛

发期；管理相对粗放、杂草等庇护物较多的露天韭

菜地中于周平均温湿度分别为２５℃和７８．８９％（图３

～４）的６月６日调查到葱黄寡毛跳甲成虫每板最多

可达２８．２２头（图９）；大小拱棚和小拱棚中于周平

均温湿度分别为２５．４℃和７１．７％（图３～４）的４月

１８日开始发生，延续至７月中旬葱黄寡毛跳甲成

虫取食韭菜叶和茎部进入田间为害盛期；４种栽

培模式中于１２月上旬至翌年３月下旬使用成虫

色板诱捕法调查未发现葱黄寡毛跳甲成虫活动。

２０１４年不同栽培模式中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种群

动态发生规律（图１０）与２０１３年基本相似。周平

均温度高、土壤湿度大的８月调查显示４种栽培

模式中葱黄寡毛跳甲成虫发生数量较少、为害

轻；９月上旬至１０月中旬温湿度适宜，使得葱黄

寡毛跳甲成虫结束越夏而进行发育、取食和

繁殖。

图６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田５犮犿深土壤湿度变化趋势（２０１４）

犉犻犵．６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狋狉犲狀犱狅犳犺狌犿犻犱犻狋狔犪狋５犮犿狊狅犻犾犱犲狆狋犺犻狀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犺犻狏犲狊犳犻犲犾犱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４）

图７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４，济南）

犉犻犵．７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犾犪狉狏犪犲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４，犑犻’狀犪狀）

　　通过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调查温室大棚、大

小拱棚、小拱棚和露天地栽培中葱黄寡毛跳甲

成虫种群动态对比发现，２０１３年葱黄寡毛跳甲

成虫较２０１４年整体发生平稳且发生数量少；露

天栽培地中葱黄寡毛跳甲成虫发生为害相对较

为严重，但是发生周期短，３种设施栽培模式中

管理条件相对比较完善的温室大棚发生为害

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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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图８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４，济南）

犉犻犵．８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犪犱狌犾狋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４，犑犻’狀犪狀）

图９　不同栽培模式下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３，济南）

犉犻犵．９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犔狌狆犲狉狅犿狅狉狆犺犪狊狌狋狌狉犪犾犻狊犪犱狌犾狋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３，犑犻’狀犪狀）

图１０　不同栽培模式下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４，济南）

犉犻犵．１０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犔狌狆犲狉狅犿狅狉狆犺犪狊狌狋狌狉犪犾犻狊犪犱狌犾狋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狊（２０１４，犑犻’狀犪狀）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各种设施栽培为韭菜带来增产和

周年供应的同时也为韭菜迟眼蕈蚊生长繁殖提供

了条件。不同栽培模式中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发生

期主要在春季、秋季和冬季，以１８～２５℃和４０％～

７０％为最适生长温湿度范围。成虫发生期集中于

春季和秋季，以温湿度适宜的春季发生量最大。温

室大棚、大小拱棚和小拱棚３种设施栽培较露地中

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和成虫发生为害严重，其中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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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卷第３期 周仙红等：不同栽培模式韭菜田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的种群动态

大棚和大小拱棚中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及成虫发生

数量最多；温室大棚、大小拱棚、小拱棚和露地栽

培中，２０１４年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和成虫较２０１３年

周年发生数量少、发生时间晚。水肥管理良好、温

湿度相对恒定的温室大棚和大小拱棚中韭菜迟眼

蕈蚊幼虫周年可发生６代，发生为害期长；小拱棚

中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和成虫于春季掀棚后及冬季

刚扣棚时发生数量增加明显，这与王承香等［２１］报

道的温度是小拱棚内韭菜迟眼蕈蚊大发生的主导

因素结果一致。露地韭菜田中韭菜迟眼蕈蚊幼虫

和成虫发生世代少，为害轻。

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的发生与韭菜生产过程中管

理的粗放程度以及不同栽培模式中周年温湿度因素

有关。２０１３年夏季，露地韭菜进入养根生长期时田

间管理相对粗放、韭菜田中杂草较多，同时韭菜植株

周围的田头、地埂以及石头缝也为葱黄寡毛跳甲成

虫提供了良好的越夏场所，导致其在露地韭菜田中

发生最为严重；２０１４年葱黄寡毛跳甲成虫种群较

２０１３年整体发生时间晚但发生数量多，其中以管理

设施完善、杂草及石块堆等容易越冬越夏场所较少

的温室大棚发生相对较轻；葱黄寡毛跳甲成虫对环

境及土壤中的温度和湿度非常敏感，温度过高或过

低、土壤湿度过大都不利其发育和为害。

通过对温室大棚、大小拱棚和小拱棚设施栽培

地以及露天栽培地中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

种群动态及发生世代的系统调查，掌握其在不同栽

培模式中春、夏、秋和冬季中的发生规律，可以在确

保韭菜产量和品质的同时确定准确的防治时间、制

定合理的防控措施。例如：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

毛跳甲成虫发生期内在设施栽培地中悬挂黄色粘虫

板诱杀成虫，降低其下一代的虫口密度；保持韭菜正

常生长的同时适当降低土壤含水量从而减轻韭菜迟

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的为害。鉴于掌握种群动态

在韭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综合防治中的重要

性，本研究调查不同栽培模式韭菜地中温湿度对韭

菜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虫口密度及发生世代的

影响，为韭菜高产量绿色生产及高效、安全防控韭菜

迟眼蕈蚊和葱黄寡毛跳甲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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