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 １０２９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５ １１ ３０
基金项目：　“十二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攻关计划（２０１２３１１０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５４１０３）；新疆农业科学院青年

基金（ｘｊｎｋｑ２０１３０２４）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ｙａｏｊｕ５００＠ｓｏｈｕ．ｃｏｍ

牧草盲蝽不同虫态在棉株上的分布规律

王　伟１
，２，３，　张仁福１

，２，３，　张　瑜４，　刘海洋１
，２，３，　姚　举１

，２，３

（１．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９１；２．农业部西北荒漠绿洲作物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９１；３．农业部库尔勒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野外科学实验站，库尔勒　８４１０００；４．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６３）

摘要　为了明确牧草盲蝽［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成虫、若虫和卵在棉株上的分布及其习性，采用目测法调查

棉株不同器官上牧草盲蝽成虫、若虫和卵的数量。研究显示：蕾期、花期、铃期和全生育期，棉株不同器官上的牧草

盲蝽成虫和若虫种群密度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成虫密度：叶片＞蕾＞花＞铃；若虫密度：蕾＞叶片＞铃＞

花。牧草盲蝽卵在整个棉株上均有分布，４３．５％卵分布在上部，同时叶柄和棉铃上卵量最多。以上结果表明牧草盲

蝽成虫主要分布在棉株的叶片上，而若虫主要分布在蕾和叶片上。卵主要集中产在棉株上部，叶柄和棉铃上居多。

本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明牧草盲蝽生物学特性有重要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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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盲蝽科（Ｍｉｒｉｄａｅ）、盲蝽亚科（Ｍｉｒｉｎａｅ）、

草盲蝽属（犔狔犵狌狊）
［１］，是新疆优势种。牧草盲蝽在新

疆棉区以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为害最为严重，引起棉

花蕾铃脱落率达６２．２％～８２．２％
［２３］。近年来新疆转

Ｂｔ基因棉广泛种植，２０１２年全疆转基因棉种植面积

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４２．３％
［４］，使牧草盲蝽在新疆部

分棉区发生数量剧增，增大了其潜在危害的可能性。

因此，如何有效防治牧草盲蝽已成为新疆棉花生产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对绿

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ＭｅｙｅｒＤüｒ）］种群在棉田及

棉株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相关研究［５９］。有关新疆牧草



２０１６

盲蝽成虫和若虫在棉株上的分布未见报道。本研究

通过田间调查牧草盲蝽成虫、若虫和卵在棉花不同生

育期及不同棉花器官上的数量，明确牧草盲蝽成虫、

若虫和卵在棉株上的分布，为牧草盲蝽的有效防治提

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成虫与若虫在棉株上的分布

１．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塔尕尔其乡（东经

７７°２６′，北纬３８°５５′）进行，棉花品种为‘中棉４３号’，

种植密度为２７万株／ｈｍ２。每块棉田面积为０．７～

１．３ｈｍ２。每年４月初进行播种，按常规方法进行栽

培管理，全生育期内不喷施任何杀虫剂。

１．１．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６－８月，每６～８ｄ进行１次系统

调查。采取随机取样法，每块田每点连续５株棉花为一

个样方，每次调查２０个样方。２０１３年调查了６块棉

田，２０１４年调查了９块棉田。采用目测法调查每个样

方内棉株上牧草盲蝽成虫和若虫数量，由于牧草盲蝽

的成虫善于飞行，若虫喜藏匿，故在接近取样点前先观

测棉株叶片上成虫数量，再全株调查，包括茎、叶、蕾、花

和铃。并记录成虫和若虫的数量及具体位置。

１．２　卵在棉株上的分布

在棉花铃期，将单株盆栽棉花放入养虫笼（６０

ｃｍ×６０ｃｍ×６０ｃｍ）中，每个养虫笼中接入１０头雌

虫，并放置蜂蜜棉球。雌虫采自苜蓿地。７２ｈ后，将

整株棉花用１％曙红溶液染色２ｍｉｎ
［１０］，根据长势将

棉花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逐一观察，记载落卵数

量及分布的具体位置。共观察棉花５０株。

１．３　数据分析

将牧草盲蝽成虫、若虫及卵在棉花器官上的分

布数据，按照牧草盲蝽虫态、棉花生育期、棉花器官

进行整理，对不同生育期不同棉花器官上牧草盲蝽

各虫态的数量进行方差分析，所有数据处理均采用

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５软件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成虫在棉株不同器官上的分布

牧草盲蝽成虫在棉花植株不同器官上的分布数

量见表１。数据分析表明，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蕾期、花

期、铃期和全生育期，棉株不同器官上的牧草盲蝽成

虫种群密度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在棉花四个

时期牧草盲蝽成虫分布规律相同，主要分布于叶片。

２０１３年，蕾期犱犳＝１０，狋＝３．２２，犘＝０．０１；花期犱犳＝２、

１５，犉＝４４．５６，犘＝０．００；铃期犱犳＝３、２０，犉＝４．３６，犘＝

０．０２；全生育期犱犳＝３、２０，犉＝７６．４３，犘＝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蕾期犱犳＝２２，狋＝３．１７，犘＝０．００；花期犱犳＝２、３３，

犉＝３３．０１，犘＝０．００；铃期犱犳＝３、４４，犉＝２９．１９，犘＝

０．００；全生育期犱犳＝３、４４，犉＝３４．５０，犘＝０．００。蕾期

叶片上的成虫数量显著高于蕾。花期叶片上的成虫

数量显著高于蕾和花，蕾与花上的成虫数量差异不

显著。铃期叶片上的成虫数量显著高于花和铃，

２０１３年叶片和蕾上的成虫数量差异不显著；２０１４年

叶片上的成虫数量显著高于蕾、花和铃，蕾、花和铃

上的成虫数量差异不显著。全生育期叶片上的成虫

数量显著高于蕾、花和铃，蕾、花和铃上的成虫数量

差异不显著。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不同生育期不同棉株器官上牧草盲蝽成虫的种群密度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犪犱狌犾狋狊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狋狋狅狀狅狉犵犪狀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犻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调查时间／年

Ｓｕｒｖｅｙｔｉｍｅ

棉株器官

Ｃｏｔｔｏｎｏｒｇａｎｓ

种群密度／头·（百株）－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蕾期

Ｂｕｄ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铃期

Ｂｏｌ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全生育期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１３ 叶Ｌｅａｆ （５．５０±１．６５）ａ （１４．８３±１．９９）ａ （３．３３±１．２３）ａ （２３．６７±２．１１）ａ

蕾Ｂｕｄ （０．１７±０．４１）ｂ （１．００±０．８２）ｂ （２．００±０．９７）ａｂ （３．１７±１．５４）ｂ

花Ｆｌｏｗｅｒ －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铃Ｂｏｌｌ － －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２０１４ 叶Ｌｅａｆ （１３．００±３．９７）ａ （１１．０８±１．７９）ａ （３４．８３±６．１９）ａ （５８．９２±９．７３）ａ

蕾Ｂｕｄ （０．３３±０．１９）ｂ （１．０８±０．４５）ｂ （１．６７±０．４５）ｂ （３．０８±０．６２）ｂ

花Ｆｌｏｗｅｒ －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１．５０±０．５６）ｂ （１．５０±０．５６）ｂ

铃Ｂｏｌｌ － － （０．２５±０．２５）ｂ （０．２５±０．２５）ｂ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ｉｓ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０．０５，ＤＭＲＴ）．Ｔｈｅ

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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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卷第５期 王伟等：牧草盲蝽不同虫态在棉株上的分布规律

２．２若虫在棉株不同器官上的分布

牧草盲蝽若虫在棉花植株不同器官上的分布见

表２。数据分析表明，除蕾期以外，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

花期、铃期和全生育期，棉株不同器官上的牧草盲蝽

若虫种群密度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且各时期

牧草盲蝽若虫分布相同。２０１３年，蕾期犱犳＝１０，狋＝

０．４５，犘＝０．６６；花期犱犳＝２、１５，犉＝２４．６７，犘＝０．００；

铃期犱犳＝３、２０，犉＝１６．１１，犘＝０．００；全生育期：犱犳＝

３、２０，犉＝３１．０５，犘＝０．００。２０１４年，花期犱犳＝２、３３，

犉＝３．３４，犘＝０．０４；铃期犱犳＝３、４４，犉＝２５．９１，犘＝

０．００；全生育期犱犳＝３、４４，犉＝２３．７１，犘＝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花期、铃期和全生育期，蕾上若虫数量显著

高于叶片、花和铃。２０１４年，花期、铃期和全生育

期，蕾和叶片上的若虫数量显著高于花和铃，蕾和叶

片上若虫数量无显著差异，但蕾上若虫数量多于

叶片。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不同生育期不同棉株器官上牧草盲蝽若虫的种群密度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狀狔犿狆犺狊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狋狋狅狀狅狉犵犪狀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狌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犻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调查时间／年

Ｓｕｒｖｅｙｔｉｍｅ

棉株器官

Ｃｏｔｔｏｎｏｒｇａｎｓ

种群密度／头·（百株）－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蕾期

Ｂｕｄ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铃期

Ｂｏｌ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全生育期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１３ 叶Ｌｅａｆ ０．３３±０．３３ （３．５０±１．０２）ｂ （０．８３±０．４０）ｂ （４．６７±１．０５）ｂ

蕾Ｂｕｄ ０．１７±０．１７ （３４．８３±６．６１）ａ （３６．１７±８．９３）ａ （７１．１７±１２．４７）ａ

花Ｆｌｏｗｅｒ －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铃Ｂｏｌｌ － －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２０１４ 叶Ｌｅａｆ － （７．５８±２．８４）ａ （１７．５０±１．２７）ａ （２５．０８±３．５８）ａ

蕾Ｂｕｄ － （８．２５±２．８９）ａ （２２．１７±３．８７）ａ （３０．４２±４．９５）ａ

花Ｆｌｏｗｅｒ － （０．５０±０．３４）ｂ （１．０８±０．２９）ｂ （１．５８±０．５３）ｂ

铃Ｂｏｌｌ － － （２．００±１．０７）ｂ （２．００±１．０６）ｂ

２．３　卵在棉株上的分布

牧草盲蝽卵在整个棉株上均有分布，其中棉花上部

卵量占总卵量的４３．５％，中部占２８．７％，下部占２７．８％

（图１）。从不同器官上卵的分布来看（图２），叶柄和棉

铃上最多，其次是铃柄和蕾，叶脉、蕾柄、花、花柄和主茎

最少，且差异显著（犱犳＝８、４４１，犉＝１１．２，犘＝０．００）。

图１　铃期棉株上牧草盲蝽卵的分布

犉犻犵．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犲犵犵狊狅狀犮狅狋狋狅狀

犪狋犫狅犾犾犳狅狉犿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棉花蕾期、花期、铃期及全

生育期，牧草盲蝽成虫主要分布于叶片，若虫主要

分布于蕾和叶片。Ｗｉｌｓｏｎ等
［１１］研究发现，棉田豆

荚草盲蝽若虫主要分布在蕾和叶片上，而成虫主要

分布在棉花叶片上。邢茂德等［１２］、矫振彪等［１３］的

研究表明，绿盲蝽成虫以叶片上的种群密度最高；

若虫以蕾上的种群密度最高，叶片上次之，花上最

低。美国牧草盲蝽在棉花营养组织（主叶）、繁殖

组织（棉蕾、棉铃、花）和主干末梢上的分布都有显

著差异。７５％的成虫和若虫分布在顶端６节的主

干末端、营养组织及繁殖组织上。若虫趋向于分布

在繁殖组织上，而成虫在棉蕾生长的前３周主要分

布在营养组织上，随后主要分布在营养组织、繁殖

组织和主干末端上［１４］。这些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

图２　铃期单株棉花不同器官上牧草盲蝽卵的分布情况

犉犻犵．２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犲犵犵狊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犮狅狋狋狅狀狅狉犵犪狀狊犪狋犫狅犾犾犳狅狉犿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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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牧草盲蝽成虫喜好分散产卵，在整个

棉株及不同棉花器官上均有分布。在棉株上部，叶

柄和棉铃上的落卵量居多，而棉花顶芯、主茎等部位

落卵量较低。有研究表明，绿盲蝽不喜好在最嫩和

偏老的棉花组织上产卵，且在棉花嫩叶、主茎等部位

卵量通常较低［１５］，卵主要分布在主茎叶由上到下第

２、３展开叶上，且叶柄上落卵量较多
［１６１７］，这与本试

验研究结果相近。

牧草盲蝽成虫、若虫及卵在棉株上的分布可能

与植物各组织的营养成分有关。丁岩钦［１８］研究了

绿盲蝽、苜蓿盲蝽、三点盲蝽和中黑盲蝽为害与棉株

化学成分含量的关系，发现四种盲蝽对棉株的为害

程度与棉株内的含氮量呈直线相关，即含氮量越高，

为害越重。嫩叶、幼蕾受害最重。棉花的蕾、叶、花

的蛋白质含量分析显示，蕾和叶的蛋白质含量相似

并显著高于花的蛋白质含量［１９］。

目测法和扫网法是新疆基层农业技术部门采取

的主要调查方法。本研究表明牧草盲蝽成虫主要分

布于叶片，若虫主要分布于蕾和叶片，因此扫网法捕

获成虫数量可能高于若虫，容易低估若虫数量。目

测法获得牧草盲蝽种群数量最高，但调查时，如不在

接近取样点前观测棉株叶片上成虫，或没有仔细观

测花蕾苞叶中若虫数量，那么调查容易低估整个种

群数量。因为牧草盲蝽成虫善于飞行，若虫喜藏匿，

因此在田间调查牧草盲蝽种群数量时，要根据牧草

盲蝽成虫和若虫在棉株上的分布特点，采用目测和

扫网相结合的办法，规避两种方法各自不足，准确获

取牧草盲蝽在棉田的种群数量。棉盲蝽防治中，通

常认为打顶、抹赘芽等措施可有效压低棉田棉盲蝽

卵量。本研究发现牧草盲蝽卵主要集中产在棉株上

部，叶柄和棉铃上的落卵量居多，而棉花顶芯、主茎

等部位落卵量较低。因此，打顶、抹赘芽等措施对棉

田牧草盲蝽卵量的控制可能有限。

本文通过田间调查及室内观察探索了牧草盲蝽

不同虫态在棉株上的分布情况，为全面了解牧草盲

蝽成虫、若虫的活动规律和产卵习性等生物学特性

奠定了基础，对制定科学的防控措施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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