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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甜菜夜蛾发生动态与气象因子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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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性诱法、灯诱法及田间调查法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武汉地区甜菜夜蛾成虫、幼虫开展动态监测，结果表明：武

汉地区甜菜夜蛾成虫、幼虫主高峰出现在８－１０月。根据同时期逐日的气象数据，探讨了武汉地区甜菜夜蛾越冬及成

虫高峰日前期气象条件。甜菜夜蛾在武汉越冬虫源存活率低，高温少雨日照多有利于甜菜夜蛾成虫暴发。本研究为

进一步探讨甜菜夜蛾在全国范围内迁飞和种群消长提供支撑，为实现基于气象预报的甜菜夜蛾发生测报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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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夜蛾，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多食性农业害虫［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我国南方和长江流域连续

多年暴发成灾［１］。受甜菜夜蛾为害的寄主作物一般

减产１０％～２０％，严重的达３０％～５０％，少数作物

甚至绝收［２］。国内外学者对甜菜夜蛾的发生规律及

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如戴率善等［３］对徐州地区

甜菜夜蛾发生规律进行了初步研究，翁启勇等［４］对

福建漳州地区甜菜夜蛾发生规律及其防治对策进行

了研究。Ｗａｋａｍｕｒａ等
［５］研究发现甜菜夜蛾在

２５℃、Ｌ∥Ｄ＝１４ｈ∥１０ｈ的室内条件下，成虫在灭

灯后５～７ｈ后开始交配。Ａｌｉ等
［６］分析表明，在１５

～３６℃之间甜菜夜蛾在３种饲料上的发育速率呈线

性增长，３６℃以上高温则抑制其各虫态的生长发育。

宋月芹等［７］研究表明甜菜夜蛾幼虫存活率及保护酶

活性与温度密切相关。徐金汉等［８］阐明了不同温湿

组合对甜菜夜蛾各虫态生长发育和繁殖力有明显的

影响。甜菜夜蛾的生长发育、越冬、迁飞等与气象条

件密切相关，目前尚缺乏武汉地区甜菜夜蛾田间种

群动态与自然气象因子相关的研究报道。本文采用

性诱法、灯诱法及田间调查方法分别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武汉地区甜菜夜蛾成虫与幼虫开展动态监测，选

用同时期的逐日气象数据，探讨了武汉地区是否适

合甜菜夜蛾越冬，采用积温推算其发育历期，初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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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甜菜夜蛾成虫高峰日前期气象条件，以期为进

一步探讨甜菜夜蛾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和迁飞规律

提供数据支撑，为实现基于气象预报的甜菜夜蛾发

生、发展气象适宜度等级预报奠定基础，为甜菜夜蛾

的测报和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性诱法

诱捕器选用宁波纽康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通用

型诱捕器。诱芯选用宁波纽康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

ＰＶＣ基质缓释长效诱芯（测报型），诱芯生产日期分

别为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日、２０１０年２月６日，保质期均

为１８个月。监测时间：２００９年４月９日至１２月３１

日，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２１日。监测方法：监测

点选择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蔬菜生产基地，武湖蔬菜基

地种植面积约４．３３ｈｍ２，包括露地区面积２．６７ｈｍ２、温

室大棚设施区１．６７ｈｍ２，全年种植的蔬菜种类很

多，春季以花椰菜、甘蓝、菠菜、生菜、莴苣、韭菜、苋

菜、辣椒、空心菜、小白菜等为主；夏季以甘蓝、小白

菜、黄瓜、番茄、辣椒、豇豆、菜豆、丝瓜、茄子、苦瓜、

毛豆等为主；秋季以菜心、小白菜、苋菜、芥菜、甘蓝、

萝卜、冬瓜、番茄、辣椒、黄瓜等为主；冬季以甘蓝、花

椰菜、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豌豆、菠菜、生菜、蒜、

葱、藜蒿、茼蒿等为主。各类蔬菜均按常规种植。监

测点设置３只诱捕器，呈等腰三角形放置，每诱捕器

中放１枚蓝色诱芯，每两个诱捕器间距为５０ｍ以

上，诱捕器放置高度以超出蔬菜作物２０ｃｍ为宜，或

悬挂在１ｍ高的竹竿上，并注意添换肥皂水。每天

早晨调查诱捕到的成虫数，并将统计后的成虫去除。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甜菜夜蛾中等程度发生。

１．２　灯诱法

诱集灯选用河南佳多虫情测报灯，型号ＪＤＡ０

Ⅲ光控型，整灯功率≤３５Ｗ，固定灯座的水泥台离

地面高度０．５ｍ，灯管离地面高度大约１．７ｍ。灯光

颜色为蓝紫色，主波长３６５ｎｍ。诱集害虫撞击面

积≥１５ｍ
２。监测时间：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至１２月

３１日，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至１２月１６日。监测方法：安

装于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所武湖基地，蔬菜生产基

地空旷、便于进出调查，周边无干扰光源。在甜菜夜

蛾发生期内，每日检查灯下成虫数量。

１．３　幼虫调查法

选择甘蓝寄主，品种主要有‘京丰１号’、‘夏

光’、‘黑叶小平头’、‘争春’、‘寒光’、‘鸡心包’、‘牛

心包’等，株行距均按常规种植。从监测到成虫后开

始，每５ｄ调查１次，直至成虫监测结束为止。调查

地块面积６６７ｍ２，不施任何农药。采用棋盘式１０

点取样法，苗期每点调查１０株，共调查１００株，成株

期每点调查５株，共调查５０株，在清晨（或傍晚）调

查幼虫数。

１．４　气象资料

气象资料选用武汉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逐日日平均气

温、日最高气温、降水量、相对湿度、日照时数数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甜菜夜蛾发生规律

２．１．１　甜菜夜蛾成虫发生动态

采用性诱法，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开始诱捕到甜

菜夜蛾成虫，但５月份成虫数量很少，至６月下旬达

到第一个小高峰，６月平均每个诱捕器诱捕虫量为

１６２头。７月诱捕到成虫量较６月有所增多，为２１２

头。８月上旬诱捕到的成虫数量迅速增加，达到主

高峰期（３５１头），随后诱捕到的成虫数量总体呈减

少趋势。８月、９月、１０月平均每个诱捕器诱捕到的

甜菜夜蛾成虫数量分别为８６０、４３６、３９１头，为２００９

年甜菜夜蛾成虫数量最多的时段。１１月上旬诱捕

到的成虫总数量为１０５头，１１月中旬开始甜菜夜蛾

诱捕总量迅速减少，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下旬各旬每

个诱捕器诱捕到的成虫总数量均小于３头（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武汉市甜菜夜蛾成虫

诱捕量消长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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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灯诱法，２００９年９月下旬诱捕到的甜菜夜

蛾成虫总量为７６３头，１０月上旬迅速增加到１４８８

头，其中１０月１日为高峰日，当日诱捕成虫总量为

２１６头，１０月中旬开始诱捕到的甜菜夜蛾总量不断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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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灯诱法与性诱法在同一时段的变化趋势完全

一致，其相关系数为０．７９３，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图１）。

２０１０年性诱法从４月１０日开始诱捕到成虫，

较２００９年提前一个月，但４－６月成虫数量极少。７

月上旬诱捕到的成虫数量明显增加，至７月９日出

现第一个小高峰，但晚于２００９年，当日平均每个诱

捕器诱捕虫量达１８头。７月上旬的诱捕成虫总数

量为９６头，８月中旬诱捕到的成虫数量迅速增加，

达到主高峰期（４０１头），８月诱捕到的甜菜夜蛾成虫

数量为５３８头，９月诱捕到的成虫总数量明显减少，

为１５９头。９月下旬较前两旬诱捕到成虫数量增

加，至１０月上旬又一次达到一个峰值，随后诱捕到

的成虫总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１０－１２月诱捕到

的成虫总数量分别为３４７、１４５、２０头。２０１０年甜菜

夜蛾成虫高峰出现８月、１０月，较２００９年发生量偏

低，但发生期偏长。

２０１０年采用灯诱法，至６月３日开始诱捕到成

虫，６月上旬至７月上旬诱捕到的虫量非常少，７月下

旬开始增加，至９月上旬达到最高峰，随后开始减少，

１０月中旬诱捕到的甜菜夜蛾成虫数量明显减少。

两年结果显示，性诱法与灯诱法在发生量、发生

时期都表现出较为一致的趋势，高发时期均为８月

上旬至１０月上旬，但性诱法曲线呈波动多峰型，灯

诱法呈单峰型。

２．１．２　幼虫动态变化规律

由于甜菜夜蛾寄主很多，本研究仅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寄主甘蓝调查幼虫发生动态。２００９年武汉

市最早于７月７日发现甜菜夜蛾幼虫，年内有两个

发生高峰，分别在８月中旬及１０月中旬，虫口密度

约为５１２头／百株和２６６头／百株，其中８月中旬为

主高峰期。２０１０年武汉市最早于５月２５日出现，

与成虫监测较为一致。年内幼虫有３个发生高峰，分

别在８月上旬、９月上中旬、１０月下旬。虫口密度约为

４５６、１７０～１８０、８０头／百株。其中８月上旬为主高峰期。

２．２　甜菜夜蛾发生规律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２．２．１　甜菜夜蛾在武汉的越冬气候条件分析

江幸福等［９］的研究表明，蛹是甜菜夜蛾最可能

的越冬虫态。甜菜夜蛾蛹在５℃低温下持续１６．２ｄ

后死亡率可达５０％，持续２９．４ｄ死亡率达９０％；在

０℃低温下持续２ｄ后死亡率可达５０％，持续５．８ｄ

死亡率达９０％。因此当年的越冬虫源基数与冬季

的气温密切相关。由表１可见，武汉市仅在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２２日、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３、１９日出现低于０℃的天

气，未出现日均温连续低于０℃情况。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至２００９年２月低于５℃的天数为３８ｄ，其中连续低

于５℃的日数为２１ｄ，出现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７日－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武汉市２０１０年１月、２月日均

温连续低于０℃的日数分别为２、４ｄ，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至２０１０年２月低于５℃的天数为４５ｄ，其中连续低

于５℃的日数为１４ｄ，出现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４日－１

月１７日。由此推断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武汉甜菜夜蛾

越冬虫源有一定存活，但存活率低于５０％，且２０１０

年存活率较２００９年低。

图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武湖蔬菜基地甘蓝上甜菜夜蛾

幼虫的动态变化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犪犾犮犺犪狀犵犲狅犳狋犺犲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犾犪狉狏犪犲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犪狋

犠狌犺狌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犫犪狊犲

表１　武汉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甜菜夜蛾越冬气温条件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犻狀犠狌犺犪狀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时间Ｔｉｍｅ

月（季）均温／℃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天数／ｄ

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０℃

连续＜０℃天数／ｄ

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０℃

＜５℃天数／ｄ

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５℃

连续＜５℃天数／ｄ

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５℃

２００９年 上年度１２月份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ｉｏｒｙｅａｒ ６．４ １ 无 １２ ５

１月份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６ ２ 无 ２１ １６

２月份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３ ０ 无 ５ ３

冬季Ｗｉｎｔｅｒ ６ ３ 无 ３８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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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时间Ｔｉｍｅ

月（季）均温／℃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天数／ｄ

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０℃

连续＜０℃天数／ｄ

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０℃

＜５℃天数／ｄ

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５℃

连续＜５℃天数／ｄ

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５℃

２０１０年 上年度１２月份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ｉｏｒｙｅａｒ ５ ０ 无 １４ ９

１月份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５ ２ ２ ２１ １４

２月份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７ ４ ４ １０ ９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５．５ ６ ４ ４５ １４

２．２．２　积温推算甜菜夜蛾世代发育期

根据韩兰芝等［１，１０］对甜菜夜蛾各虫态的发育起

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的研究结果表明，甜菜夜蛾全世

代有效积温为２６５．６日·度。其中卵、幼虫、蛹、产卵

前期的发育起点温度分别为１３．７３、１５．６８、１５．０９、

１２．８３℃，有效积温分别为３７．９、１２６．３、７３．８、２９．２日·

度。李淑清［１１］研究表明连续的降水将导致预蛹期延

长。薛敏生等［１２］认为土壤湿度大，影响蛹的成活和

正常羽化。因此理论上可根据积温推算各世代发育

时间，并在推算时根据降雨实况对发育期做适当后

延，依据武汉市气象资料推算结果见表２。

根据理论推算，甜菜夜蛾在武汉地区每年可发

生５～６代，第６代为不完全代，从第３代开始世代

重叠。上述研究表明，甜菜夜蛾在武汉地区有可能

越冬。积温推算首次诱捕到成虫的时间２００９年为

５月１日，２０１０年为５月１２日。实际诱捕到成虫得

时间分别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

２０１０年诱捕到成虫的时间较理论推算早一个多月，

可能有外地虫源或保护地虫源所致。由下表可见，

武汉市甜菜夜蛾发生为害最重的代次为４～５代。

甜菜夜蛾第１代的发育历期较长，２～４代由于气温

升高，发育历期明显缩短，第５代由于天气转凉，发

育历期延长。表３发育历期时间与薛敏生、赵传东

等［１２１３］对甜菜夜蛾实际调查的发育历期中各虫态日

数近似，经咨询专家，理论世代数与武汉甜菜夜蛾实

际发生情况基本吻合。

表２　积温法推算甜菜夜蛾发育历期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犲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狊

年份

Ｙｅａｒ

代数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卵Ｅｇｇ

起止日期／月 日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ｅ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ｅ

日数

Ｄａｙｓ

幼虫Ｌａｒｖａ

起止日期／月 日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ｅ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ｅ

日数

Ｄａｙｓ

蛹Ｐｕｐａ

起止日期／月 日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ｅ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ｅ

日数

Ｄａｙｓ

产卵前期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起止日期／月 日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ｅ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ｅ

日数

Ｄａｙｓ

２００９ 越冬代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０４ ０７－０４ ２６ ２０ ０４ ２７－０５ ０１ ５

１ ０５ ０２－０５ ０７ ６ ０５ ０８－０５ ３０ ２３ ０５ ３１－０６ ０７ ８ ０６ ０８－０６ １２ ５

２ ０６ １３－０６ １５ ３ ０６ １６－０６ ２５ １０ ０６ ２６－０７ ０４ ９ ０７ ０５－０７ ０７ ３

３ ０７ ０８－０７ １０ ３ ０７ １１－０７ １９ ９ ０７ ２０－０７ ２６ ７ ０７ ２７－０７ ３０ ４

４ ０７ ３１－０８ ０２ ３ ０８ ０３－０８ １３ １１ ０８ １４－０８ １９ ６ ０８ ２０－０８ ２１ ２

５ ０８ ２２－０８ ２４ ３ ０８ ２５－０９ ０６ １３ ０９ ０７－０９ １５ ９ ０９ １６－０９ ２０ ５

６ ０９ ２１－０９ ２５ ５ ０９ ２６－１０ １６ ２１

２０１０ 越冬代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０４ １８－０５ ０６ １９ ０５ ０７－０５ １２ ６

１ ０５ １３－０５ １８ ６ ０５ １９－０６ ０５ １８ ０６ ０６－０６ １６ １１ ０６ １７－０６ １９ ３

２ 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２ ３ ０６ ２３－０７ ０２ １０ ０７ ０３－０７ ０９ ７ ０７ １０－０７ １３ ４

３ ０７ １４－０７ １６ ３ ０７ １７－０７ ２７ １１ ０７ ２８－０８ ０１ ５ ０８ ０２－０８ ０３ ２

４ ０８ ０４－０８ ０５ ２ ０８ ０６－０８ １４ ９ ０８ １５－０８ ２１ ７ ０８ ２２－０８ ２３ ２

５ ０８ ２４－０８ ２８ ５ ０８ ２９－０９ １１ １４ ０９ １２－０９ １８ ７ ０９ １９－０９ ２０ ２

６ ０９ ２１－０９ ２７ ７ ０９ ２８

２．２．３　甜菜夜蛾成虫主峰期前期的气象条件分析

２００９年武汉市甜菜夜蛾主峰期出现在８月１０

日左右，主峰出现前期的７月中旬，气温异常偏高，

旬平均最高温度达３５．９℃，旬降雨量及降雨日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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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日照偏多，相对湿度在８０％以下；７月下旬、８

月上旬气温较常年平均值偏低，但旬平均气温在

２７～２８℃之间，适宜甜菜夜蛾各虫态的生长发育。７

月下旬降雨量６２．３ｍｍ，雨日为５ｄ，较常年同期略

偏多，日照偏少。８月上旬降雨量和雨日均为０，日

照正常，相对湿度较上一旬略有下降。

２０１０年武汉市甜菜夜蛾主峰期出现在８月１６

日左右，主峰出现前期７月下旬，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旬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成，旬雨日为４ｄ，旬

日照时数正常。８月上旬，气温明显升高，旬平均最

高温度达３５．７℃，降雨量虽然偏多１倍以上，但降

雨日数仅为２ｄ，日照偏多，相对湿度明显下降。８

月中旬气温持续偏高，降雨量仅有３６．３ｍｍ，雨日为

３ｄ，日照偏多，相对湿度变化不大，低于８５％。

表３　成虫发生主峰前期气象环境因子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狊狆狉犻狅狉狋狅狋犺犲犿犪犻狀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狆犲犪犽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犪犱狌犾狋

年份

Ｙｅａｒ

旬值

Ｔｅｎｄａｙｓ

最高气温／℃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平均

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

相对

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降雨

量／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日照／ｈ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降雨

日数／ｄ

Ｒａｉｎ

ｄａｙｓ

最高气温

距平／℃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平均气温

距平／℃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降雨量距平

百分率／％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日照

距平／ｈ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

２００９ ７月中旬 ３５．９ ３０．９ ７９．４ ０ ９０．９ ０ ３．８７ ２．９０ －１００ ２３．８

７月下旬 ３１．４ ２７．８ ８６．３ ６２．３ ４７．０ ５ －１．９８ －１．３１ ５３．４ －３４．３

８月上旬 ３１．６ ２７．７ ８４．９ ０ ６９．０ ０ －２．０６ －１．６３ －１００ －１０．４

２０１０ ７月下旬 ３３．０ ２９．０ ８８．７ ４９．８ ７１．１ ４ －０．３５ －０．１５ ２２．７ －１０．２

８月上旬 ３５．７ ３１．０ ８２．６ ８６．５ ９０．３ ２ ２．０２ １．７２ １２４．７ １０．９

８月中旬 ３４．２ ２９．７ ８３．３ ３６．３ ８０．０ ３ ２．０８ １．８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结论与讨论

武汉市甜菜夜蛾成虫５－６月数量较少，但总体

呈增加趋势，７月开始增多，主高峰主要出现在８

月，随后波动减少，年内８－１０月为甜菜夜蛾成虫数

量最多的时段，１１月开始成虫数量明显减少。２００９

年性诱法与灯诱法均在１０月上旬出现波动小高峰，

随后数量呈下降趋势；而２０１０年性诱法呈一个主高

峰，多个小高峰的变化规律，灯诱法呈单峰型的特

点，这可能与田间寄主作物有关，也与不同试验方法

有关，性诱法更具灵敏度及代表性。

武汉市甜菜夜蛾幼虫在甘蓝寄主上每年有２～

３次发生高峰，主要发生在８－１０月，其中主高峰出

现在８月。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９年甜菜夜蛾在甘蓝

寄主上成虫发生高峰为８月上旬，幼虫的发生高峰

为８月中旬，这与理论推断的第４代卵、幼虫发育所

需日数相吻合。化学农药防治甜菜夜蛾的最佳时段

为３龄幼虫期前，因此成虫的发生监测，对幼虫的防

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甜菜夜蛾的越冬、迁飞和各虫态发育历期与气

象条件密切相关。武汉甜菜夜蛾越冬虫源有一定存

活，但存活率很低。江幸福等［１０］根据１月份气温将

武汉划分为甜菜夜蛾可能越冬区，与本文研究结果

一致。但由于近年来武汉市设施农业的迅猛发展，

有少量甜菜夜蛾蛹可在大棚内越冬，增加了本地的

越冬虫源基数。

对甜菜夜蛾发生高峰前期的气象条件分析表

明：有利于甜菜夜蛾暴发的气象条件一是持续高温

天气，特别是旬平均最高气温达３５℃以上；二是大

部时段旬降雨日数为０或者小于５ｄ，这与薛敏生

等［１２］、戴淑慧等［１６］的调查结果一致；三是大部时段

相对湿度在８５％以下；四是日照正常或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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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彭丽娟等［１７］２０１５年报道陕西苹果园山楂叶螨

各田间种群对哒螨灵产生了１３．２９～６９．６３倍的中

等至高水平抗性，对阿维菌素，多数田间种群尚处于

敏感性下降阶段；本研究监测结果显示，运城种群

对哒螨灵的抗性已由低水平抗性升至中等水平抗

性，抗性最高达到１４．１８倍，对阿维菌素的抗性由

２０１３年的１．２７倍，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３．０７倍和

２０１５年的５．６０倍，敏感性也处于下降阶段，虽然

两种药剂的整体抗性水平与彭丽娟等２０１５年报道

的结果类似，但由于抗性倍数来自于不同的敏感基

线，因此，仍不能比较出不同地区或不同省份的山

楂叶螨对同一药剂的抗性水平，如果以彭丽娟等

２０１５年报道中的哒螨灵、阿维菌素基线中ＬＣ５０为

标准，本研究中的运城种群对哒螨灵的抗性则全部

为高水平及极高水平抗性，而阿维菌素也处于中等

或高水平抗性。王洪涛等［１８］２０１２年监测发现山

东省１１个地区的苹果全爪螨中有部分地区种群已

经对阿维菌素、哒螨灵、炔螨特和三唑锡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抗药性。

阿维菌素、哒螨灵、三唑锡和炔螨特是近些年来

生产上大量使用的杀螨剂，在山西、陕西、山东等苹

果产区都有一定的用药历史，长期用药势必导致害

螨敏感性下降，抗药性产生。因此，在今后的防治

中，加强统一连续性的抗性监测尤为重要，根据抗性

监测结果，合理使用各类农药，不仅能延缓害螨的抗

药性产生，还能减少农药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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