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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调查了河北省不同果树种植生态区域内盲蝽种类组成和种群发生规律。调查结果表明，河北省不同果

树生态区域内，盲蝽主要发生种类均为绿盲蝽。调查结果还揭示了绿盲蝽在棉花 果树生态区、粮食 果树生态区和

果树单独种植区内的种群动态和发生规律。基于以上调查结果，讨论了河北省不同果树种植生态区域内的盲蝽分

区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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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蝽是半翅目盲蝽科昆虫的统称，我国对盲蝽

为害作物的相关报道始见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１］。但

是在我国农业生产中，该类害虫一直以来属于农业

次要害虫。直到２１世纪，由于抗虫棉大面积推广种

植，棉铃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Ｈüｂｎｅｒ）］种群

生态位空缺及棉田用药量大幅下降等因素，棉田盲

蝽种群数量快速上升，由次要害虫演变成了主要害

虫［２３］。由于寄主植物种类多、成虫飞行扩散能力强

等生物学习性，盲蝽从棉田逐渐扩散到同一种植区内

的枣、葡萄、桃、梨、苹果等多种果树上［３５］。我国盲蝽

种类众多，其中主要有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ＭｅｙｅｒＤüｒ）］、中黑盲蝽［犃犱犲犾狆犺狅犮狅狉犻狊狊狌狋狌狉犪犾犻狊

（Ｊａｋｏｖｌｅｖ）］、苜蓿盲蝽［犃犱犲犾狆犺狅犮狅狉犻狊犾犻狀犲狅犾犪狋狌狊

（Ｇｏｅｚｅ）］、三点盲蝽［犃犱犲犾狆犺狅犮狅狉犻狊犳犪狊犮犻犪狋犻犮狅犾犾犻狊

（Ｒｅｕｔｅｒ）］等
［６］。盲蝽具有为害隐蔽、扩散能力强等

特点，在适宜的环境下种群能迅速增长，常区域性暴

发和成灾，因而陆宴辉等［７］根据我国主要棉区农作

物种植结构、盲蝽种类组成与发生规律等，提出了适

用于不同农作物种植模式的盲蝽分区防治策略。

河北省是我国重要的植棉大省，近几年棉花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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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面积在４０万ｈｍ２ 左右，也是我国最早推广种植

抗虫棉的省份，因而盲蝽也发生较早、较重［８９］。河

北省还是我国重要的果树种植大省，苹果、梨、桃、

枣、葡萄等多种果树种植面积和产量在我国均位居

前列。李耀发等［１０］曾报道了河北省沧州棉区绿盲

蝽发生动态，但是，目前除了枣树［１１１３］，尚未见河北

省其他果树上盲蝽种类组成和种群发生规律的系统

研究与报道。基于此，笔者于２０１３年，采用扫网法、

目测法、性诱剂法等调查了不同种植模式下，河北省

果树盲蝽发生种类及其种群年内发生动态和发生规

律，旨在为提出河北省不同果树生态区域内盲蝽分

区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地点及果树种类

河北省沧州地区，代表果树和棉花混合种植生

态区域；保定地区，代表果树与粮食为主及少量棉花

混合种植生态区域；秦皇岛地区，代表果树单独种植

生态区域。从４月下旬开始，调查以上３个地区内

枣树、苹果、梨树、桃树、葡萄树、杏树、李树等主要果

树上盲蝽的种类及种群年内发生动态。

保定地区各种果树的面积均不低于０．３ｈｍ２，

各种果树的树龄均在１０年以上。沧州地区除李树

面积稍小约０．２ｈｍ２外，其他果树的面积均不低于

０．３ｈｍ２，树龄除葡萄为５～１０年，其他果树树龄均

在１０年以上。秦皇岛地区生态环境较复杂，葡萄树

可见大面积（超过５０ｈｍ２）种植，苹果、梨树、桃树、

杏树、李树面积均不低于０．３ｈｍ２，枣树则仅见于与

其他果树混合种植，未见大面积枣园；除枣树树龄为

３～１０年，葡萄树龄为５～１０年，其他果树树龄均在

１０年以上。

１．２　调查方法

扫网法：主要针对管理水平较低的果园，为了减

少边际效应的影响，剔除果园边行，对果树下生长的

杂草，采用捕虫网（直径３０ｃｍ，长度５０ｃｍ）进行５

点取样调查，每点扫１０网。每个地区每种果树调查

３个果园，记录盲蝽的种类和数量。

目测法：剔除果园边行，每个果园选取３株果

树，选取的３株果树间距５ｍ左右，每株果树，选取

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选择叶片有被害状的枝条，观

察从嫩梢往下０．５ｍ枝条上的芽点或嫩叶处的盲蝽

成若虫。调查时间，选择上午１０：００以前和下午

５：００以后，如果阴天则全天可以进行调查。每个地

区每种果树调查３个果园，记录盲蝽的种类和数量。

性诱剂：在果园中悬挂诱捕器（北京中捷四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桶型诱捕器），诱芯为绿盲蝽专用

诱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提供）。诱捕

器悬挂在离果园边际不少于３０ｍ的位置，每个果园

放置诱捕器不少于３个，每２个诱捕器之间距离不

少于３０ｍ，于８月底开始悬挂，每隔７ｄ观察记录诱

捕器中绿盲蝽成虫的数量。每个地区每种果树调查

３个果园。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性分

析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河北省果树盲蝽发生种类

河北省沧州、保定和秦皇岛三个地区果树上盲

蝽５－９月发生种类调查结果如图１所示（扫网法）。

从调查结果来看，保定地区各种果树均以绿盲蝽为

主，仅７月份发现三点盲蝽，其他月份均仅见绿盲

蝽，除这两种盲蝽外，未见其他种类盲蝽。沧州地区

各种果树以绿盲蝽为主，仅于６月份发现少量三点盲

蝽，其他月份仅见绿盲蝽。秦皇岛地区各种果树也以

绿盲蝽为主，在７、８月份可见部分三点盲蝽，也未发

现其他种类盲蝽。从总体发生数量来看，虽然早春第

一代绿盲蝽数量为保定最高，但是到７月份，秦皇岛

地区绿盲蝽数量迅速上升，绿盲蝽数量达到了４２头／

百网，同期保定地区和沧州地区均不足１头／百网，总

体来看，秦皇岛地区果树盲蝽数量最高。

综合河北省三个地区系统调查结果来看，河北

省主要果树上盲蝽发生数量最多的是绿盲蝽，其次

是三点盲蝽。而从不同地区发生数量来看，秦皇岛

地区发生数量最高，其次是保定地区。

２．２　河北省果树盲蝽的种群发生动态

２．２．１　越冬后第一代绿盲蝽早春寄主果树种类

综合来看，在河北省越冬后第一代盲蝽为害的

果树有枣树、梨树、葡萄树和苹果树（表１，目测法），

这几种果树基本上可以定义为第一代绿盲蝽早春寄

主，而在桃树、杏树、李树等其他果树上未发现越冬

后第一代绿盲蝽的发生与为害。

从不同地区调查结果来看，保定地区第一代绿盲

蝽发生最重的为梨树，其次为葡萄树，在枣树和苹果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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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均未发现绿盲蝽为害。沧州地区绿盲蝽发生最

重的是枣树，其次是葡萄树和梨树，在苹果树上未发

现绿盲蝽为害。秦皇岛地区绿盲蝽发生最重的果树

也是枣树，其次是葡萄树、梨树和苹果树。

图１　河北省不同地区果树盲蝽发生种类（扫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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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河北省果树第一代绿盲蝽发生情况（目测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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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Ｃ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３３ｂ ３．３３ｂ ７．３３ａ ０．００ｃ

秦皇岛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 １．００ｃ ６．６７ｂ ２１．６７ａ １．００ｃ

　１）根据Ｄｕｎｃａｎ’ｓ分析，同行数据后相同小写字母表示数据间在

０．０５水平差异不显著。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ｕｎｃａ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２．２．２　种群扩散期果树绿盲蝽发生规律

盲蝽种群转移扩散期（６－８月），河北省不同果

树上绿盲蝽发生分布如图２所示。６月份，秦皇岛

地区绿盲蝽在枣树、杏树、苹果树和葡萄树上均有较

大种群分布；保定地区绿盲蝽主要集中在梨树和枣

树；沧州地区绿盲蝽则主要分布在苹果树。

７月份，沧州地区和保定地区果树上绿盲蝽种

群数量均很少，分别分布在苹果树和梨树；秦皇岛地

区绿盲蝽也主要分布在梨树和苹果树，但同期李树

和桃树上也有相当数量的绿盲蝽发生。

到８月份，河北省沧州地区和保定地区果树上

绿盲蝽种群数量均有所回升，而秦皇岛地区绿盲蝽

发生数量总体有所下降。保定地区绿盲蝽集中在梨

树和枣树上；沧州地区则在苹果树和葡萄树上发现

一定数量的绿盲蝽；秦皇岛地区，绿盲蝽种群仍较分

散，苹果树、梨树和杏树均有分布。

图２　河北省不同地区果树上绿盲蝽发生规律

犉犻犵．２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狉狌犾犲狊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狅狀犳狉狌犻狋

狋狉犲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狉犲犪犻狀犎犲犫犲犻犫狔狊狑犲犲狆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２．２．３　回迁期绿盲蝽越冬寄主果树种类

于８月底至９月初，采用绿盲蝽性信息素，进行

了河北省不同地区果树绿盲蝽回迁期越冬情况调查，

结果见图３。保定地区枣树和葡萄树上绿盲蝽回迁越

冬虫量最大，而桃树、梨树、杏树和苹果树也可能是绿

盲蝽越冬寄主。沧州地区苹果树和葡萄均有较大量

绿盲蝽回迁种群，其他果树上较少。秦皇岛地区枣树

和葡萄树绿盲蝽回迁虫量最高，而其他果树，如苹果

树、梨树、杏树和桃树上也有较大的回迁虫量。

图３　河北省不同地区果树绿盲蝽回迁越冬监测（性诱剂）

犉犻犵．３　犕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狅犳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

犎犲犫犲犻狅狉犮犺犪狉犱犫狔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犿犲狋犺狅犱犳狉狅犿犾犪狋犲

犃狌犵狌狊狋狋狅犲犪狉犾狔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

总体来看，河北省绿盲蝽越冬寄主果树主要包

括葡萄树、枣树、苹果树和梨树，而其他果树，如杏树

和桃树也可能是绿盲蝽的越冬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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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在河北省不同地区，果树种植也呈现不同的生

态模式。沧州地区以枣树和梨树为主，这些果树周

围种植着不同面积的棉花、苜蓿、玉米等作物，其中，

棉花和苜蓿均为绿盲蝽的主要寄主。保定地区果树

种类包括葡萄树、梨树、桃树和苹果树等，近年来由

于棉花种植面积减少，这些果树周围种植的作物主

要为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秦皇岛地区主要果树

包括苹果、葡萄和梨等，由于其主要种植于昌黎县山

区或半山区，因而其他作物种植面积较少。

本研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了河北省不同果树生态

环境下，盲蝽发生种类及种群动态的田间调查，为河北

省盲蝽区域性综合治理策略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３．１　河北省果树盲蝽主要发生种类为绿盲蝽

前言已述及，目前为害作物、蔬菜、牧草和果树的

盲蝽主要种类有绿盲蝽、中黑盲蝽、苜蓿盲蝽、三点盲

蝽等［６］。本文调查结果表明，在棉花 果树混种区（如

沧州地区）、粮食 果树混种区（如保定地区）和果树单

独种植区（如秦皇岛地区），各地果树盲蝽发生数量差异

较大，但是主要种类为绿盲蝽，其他盲蝽种类，调查仅见

三点盲蝽，而中黑盲蝽和苜蓿盲蝽等均极少在果园中

发现，因而未列入统计数据。

３．２　河北省不同果树生态区域绿盲蝽发生特点和

分区防治策略

　　不同种类盲蝽在寄主植物范围、寄主偏好性等

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进而导致在不同生态区、不同

种植模式下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种群动态，因而有必

要针对盲蝽生态环境的不同，提出有针对性的盲蝽

分区防治策略［７］。

河北省果树种植生态环境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棉花 果树混种生态区、粮食 果树混种生态区和果

树单独种植生态区。这三种生态区域内，果树绿盲

蝽发生特点有差异。（１）棉花 果树生态区内，果树

和棉花为绿盲蝽的互为寄主，绿盲蝽在两种主要寄

主植物之间的转主为害特点明显。绿盲蝽以果树为

主要越冬寄主，第二代成虫出现后，陆续迁出果园，

转移到附近棉田为害，并进一步扩散至蔬菜、向日葵

及其他开花作物上为害，至８月下旬陆续迁回果树

产卵越冬。（２）粮食 果树生态区，绿盲蝽的主要越

冬寄主为果树，如葡萄、枣树。第一代成虫出现后，

田间适宜寄主作物较少，因而主要在果树周围杂草

上繁殖，６月下旬，第二代成虫出现时才开始大量转迁

到其他陆续开花的作物上为害，至８月下旬又陆续回迁

产卵。（３）果树单独种植生态区，生物种类多样，绿盲蝽

的越冬寄主更加复杂。从早春果园内绿盲蝽的种群数

量来看，其越冬寄主可能包括果树和生态环境内的多

种植物。６－８月种群扩散期，各种果园内绿盲蝽种群

数量仍较高，说明果园为绿盲蝽繁殖发展的主要生态

区域，至回迁产卵期，各果园内绿盲蝽种群数量仍然

较大。

针对河北省果树不同生态区域内盲蝽发生种类

不同，应提出不同的防治策略。针对棉花 果树生态

区和粮食 果树生态区内，绿盲蝽主要越冬寄主为果

树，应切断果树与其互为寄主之间的联系。棉花 果

树生态区内以两种互为寄主的防治为重点，狠治果

树越冬代和棉田第一代。粮食 果树生态区以果园

盲蝽防治为主。果树单独种植生态区，因生态环境

复杂多样，应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利用田间生态控制

能力，控制绿盲蝽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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