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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绿盲蝽越冬卵的分布及粘虫板对

其秋季成虫落卵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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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山西省太谷地区‘壶瓶枣’枣园绿盲蝽越冬卵分布及粘虫板对绿盲蝽产卵的影响，对该地区不同管理

水平的枣园绿盲蝽越冬场所进行调查，并结合室内外饲养观察卵孵化规律，在枣园悬挂黄色粘虫板观察其对绿盲蝽

秋季成虫落卵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管理水平枣园，绿盲蝽越冬卵分布场所均以枣树断茬口为主，其次是修剪

口和中年生枣股，一年生枣股、老年生枣股及翘皮缝也有少量分布；枣园内外的杂草上均发现有少量绿盲蝽越冬卵，

而在土壤中几乎没有分布；枣树不同部位卵分布的集中程度不同，卵粒数由多到少顺序为：断茬口＞枣股＞修剪口

＞翘皮缝；绿盲蝽越冬卵４月中下旬开始孵化，孵化盛期为４月底到５月初；秋末，挂黄色粘虫板可使绿盲蝽越冬卵

数量降低４２．８８％～８７．５６％。研究结果对‘壶瓶枣’枣园绿盲蝽的防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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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第２期 张晓凤等：枣园绿盲蝽越冬卵的分布及粘虫板对其秋季成虫落卵量的影响

　　红枣具很高的保健及营养价值，是山西省重要

的特色支柱产业之—。枣树由零星栽培、间作栽培

已逐步演变为园艺式的集约化栽培模式，种植面积

急剧扩大，单位面积产量大幅上升。但是普遍存在

枣树生产中重发展、轻管理的现象，导致枣树病虫害

问题日益严重。

近年来，枣树生产中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ＭｅｙｅｒＤüｒ）为害问题日益突出，该虫已成为当前

山西省枣树上的主要害虫之一［１５］。绿盲蝽以刺吸

式口器吸食枣树嫩芽、嫩叶、花蕾、幼果，常引起落花

落果，其中为害最重的是越冬卵孵化的第１代
［５７］。

绿盲蝽若虫喜藏匿于嫩芽内，不易被发现，成虫

活动性强，夜晚较活跃，白天多在叶背、叶柄等处躲

避和爬行，受震动或惊扰后立即飞行，防治比较困

难［８９］。长期使用化学药剂导致绿盲蝽对高效氯氟

氰菊酯、吡虫啉、灭多威、硫丹及有机磷类等杀虫剂

产生了抗性，喷药时易被农药短暂击晕，苏醒后爬行

转移上树，需多次喷药才能控制其为害［８９］。绿盲蝽

以卵越冬，清除越冬卵能够降低虫口密度，从而有效

控制绿盲蝽为害。目前关于枣园绿盲蝽越冬场所

说法存在分歧，有的认为该虫主要以卵在枣树修剪

口、枣股和其他伤口中越冬［９１１］，还有的认为该虫

主要以卵在枣头残留橛、枣股、树皮缝等组织内越

冬［１２］。张秀梅等研究发现枣园内外地面上的双子

叶杂草上也有少量越冬卵分布［１３］。不同的枣园生

态区，绿盲蝽的越冬场所也不一致［１２］。山西省枣

树品种较多，最负盛名的有太谷‘壶瓶枣’。绿盲

蝽在‘壶瓶枣’枣园的越冬场所未见报道。为了有

效消灭‘壶瓶枣’枣园的绿盲蝽越冬卵，降低虫口

密度，本研究对晋中太谷地区‘壶瓶枣’枣园绿盲

蝽的越冬场所进行了调查，并研究了黄色粘虫板对

其秋季成虫落卵量的影响，旨在为绿盲蝽的有效防

治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选取３个不同管理水平的地块进行调查，枣树

均为山西省太谷县‘壶瓶枣’。枣树树势适中，树龄

１０～２０年。枣园一为精细管理，纯枣园，常规化学

防治，周围也是‘壶瓶枣’纯枣园；枣园二为一般管

理，修剪口较多，树下零星种植豇豆犞犻犵狀犪狌狀犵狌犻犮狌

犾犪狋犪（Ｌｉｎｎ．）Ｗａｌｐ，枣园周边栽植大面积‘壶瓶枣’和

少量玉米；枣园三为粗放管理，周边环境复杂，枣园及

周边杂草较多，杂草种类主要为草犎狌犿狌犾狌狊狊犮犪狀

犱犲狀狊（Ｌｏｕｒ．）Ｍｅｒｒ．、艾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犪狉犵狔犻Ｌｅｖｌ．犲狋

Ｖａｎｔ．，也有少量的苍耳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狊犻犫犻狉犻犮狌犿 （Ｐａｔｒｉｎ

犲狓Ｗｉｄｄｅｒ）、益母草犔犲狅狀狌狉狌狊犪狉狋犲犿犻狊犻犪（Ｌａｕｒ．）Ｓ．Ｙ．

Ｈｕ、野菊花犇犲狀犱狉犪狀狋犺犲犿犪犻狀犱犻犮狌犿 （Ｌ．）ＤｅｓＭｏｕｌ．

等，往年绿盲蝽发生严重。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枣园绿盲蝽越冬卵的调查

绿盲蝽在枣树上产卵部位调查：分别于２０１７

年和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０日－４月１０日在各枣园采用

５点取样法进行调查，每点选取４株枣树作为１个

重复，每株树按东、西、南、北４个方位，上、中、下３

个层次分成１２个空间资源单位。每株树每个资源

单位各选取１年生枣股、中年生枣股（２～６年生）、

老年生枣股（６年生以上）、修剪口、断茬口、翘皮缝

各３个，同时在靠近地面的主干部分选取１０个翘

皮缝，用放大镜调查各处越冬卵数量，并进行统计。

带卵率＝（调查有卵部位数／调查部位总数）

×１００％。

枣园内外杂草及浅层土壤中绿盲蝽越冬卵调

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５日采用倒置“Ｗ”九点取样法

调查各枣园树冠下杂草及枣园周围杂草上绿盲蝽

的落卵量。选取９个样方，每个样方面积１ｍ２，为

１次重复。分别将各样方的杂草剪下、装袋、标记，

在显微镜下观察并统计杂草中绿盲蝽越冬卵数量。

于２０１８年４月中旬，用同样的方法选取９个样方，

清除样方内杂草，用１２０目的纱网和枝条支架搭建

小网室，对土壤中绿盲蝽越冬卵进行调查，４月１５

号开始罩养，每天观察１次卵孵化情况。计算每平

方米杂草和土壤中的越冬卵量［１３］。

绿盲蝽越冬卵量的调查：在３个不同管理水平

枣园，随机选取带卵的断茬口、枣股、修剪口、翘皮缝

等各２０个，每４个作为１个重复，共设５次重复，在

室内将绿盲蝽的卵粒用昆虫针剥下，用放大镜统计

各产卵部位的卵粒数。

１．２．２　枣树绿盲蝽越冬卵孵化规律

试验主要采取田间枝条查虫法调查枣树绿盲蝽

越冬卵孵化规律，同时，为了确定枣园绿盲蝽越冬代

１龄若虫、成虫出现的准确日期和越冬卵的孵化

率，还进行了田间枝条罩养观察和室内培养皿卵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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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化观察，试验分别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的４月１０

日－５月３０日进行。具体方法如下，田间枝条查

虫法：采取５点取样法，每点选取２株枣树，每株树

按东、西、南、北４个方位各选取１个生长状况良好

的标准枝，每５ｄ观察并统计１次各标准枝绿盲蝽

若虫的发生量；田间枝条罩养：在枣园内随机选取

１０个带卵率较高的标准枝，用１２０目的纱网制成

的枝条笼罩养［１４］，每日上午７：００左右观察１次，

确定绿盲蝽第１代若虫和成虫首次出现的时间；室

内培养皿孵化饲养：在调查的枣园内随机采集带卵

的断茬口、修剪口、枣股各１０个，装袋带回室内，用

０．５％次氯酸钠溶液擦拭消毒，剥取卵粒２００粒，

放入１０个垫有湿滤纸的培养皿内，每皿２０粒，室

内常温培养，（如发现新孵化若虫则及时将其转移

至装有新鲜豆角的养虫盒内继续饲养），观察并统

计培养皿中绿盲蝽越冬卵的孵化情况，确定绿盲蝽

越冬卵的自然孵化率，具体方法参照张秀梅等的观

察方法［１３］。

１．２．３　粘虫板对绿盲蝽越冬卵分布及数量的影响

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３０日，在粗放管理

枣园随机选取面积为０．２ｈｍ２的枣园作为对照，并

在距对照枣园２０ｍ处选取相同面积的枣园悬挂黄

色粘虫板，粘虫板间距为５ｍ，共６３块，每５～７ｄ更

换１次。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采取５点取样法，调查

对照枣园和挂粘虫板枣园绿盲蝽越冬卵的分布及数

量，具体方法同１．２．１并统计粘虫板对绿盲蝽越冬

代的防治效果。

防治效果＝［（对照园枣树各部位带卵率－挂粘

虫板园枣树各部位带卵率）／对照园枣树各部位带卵

率］×１００％。

１．３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软件进行数据整理

和表格绘制，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相关分

析和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比

较，数据用平均值±标准误差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绿盲蝽卵的越冬场所

２．１．１　枣园绿盲蝽产卵部位及越冬卵量的调查

绿盲蝽越冬卵主要分布在枣树的断茬口、修剪

口、枣股及翘皮缝等部位，各部位带卵率从大到小依

次为断茬口＞修剪口＞枣股＞翘皮缝。精细管理枣

园中，断茬口带卵率（２０．００％）显著高于其他产卵部

位，修剪口次之，中年生枣股带卵率较低，仅为

３．３３％，一年生枣股、老年生枣股、翘皮缝中均未发

现绿盲蝽越冬卵。一般管理枣园中各产卵部位的带

卵率均高于精细管理枣园相同部位。断茬口带卵率

（３３．３０％）显著高于其他部位，其次为修剪口，该类

枣园修剪口较多，修剪口带卵率显著高于精细管理

园相同部位及同园中的枣股和翘皮缝，一年生枣股

和翘皮缝中越冬卵较少，带卵率分别为２．５％和

３．０％，两者没有显著差异。粗放管理枣园中，枣树

各产卵部位的带卵率均高于其他两个枣园相同部

位。断茬口带卵率达到了４８．８８％，显著高于同园

其他产卵部位，修剪口和中年生枣股次之，带卵率

分别为２８．０６％和２３．３３％，两者差异不显著，一

年生枣股、老年生枣股、翘皮缝中也有少量越冬卵

分布。从管理水平来看，带卵率高低依次为粗放管

理枣园＞一般管理枣园＞精细管理枣园，随着管理

水平提高带卵率明显下降（表１）。

表１　不同管理水平下枣园绿盲蝽越冬卵分布部位及带卵率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犲犵犵狊犪狀犱犲犵犵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狉犪狋犲犻狀犼狌犼狌犫犲狅狉犮犺犪狉犱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犲狏犲犾

枣园

Ｊｕｊｕｂｅｏｒｃｈａｒｄ

带卵率／％Ｅｇｇ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

枣股 Ｍｏｔｈｅｒｓｐｕｒｏｆｊｕｊｕｂｅ

一年生

Ｏｎｅｙｅａｒｏｌｄ

中年生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老年生

Ｏｌｄａｇｅｄ

修剪口

Ｗｏｕｎｄｓｏｆ

ｐｒｕｎｉｎｇ

断茬口

Ｗｏｕｎｄｓｏｆ

ｓｔｕｂｂｌｅ

翘皮缝

Ｃｒａｃｋｓｏｆ

ｏｌｄｂａｒｋｓ

精细管理

Ｆｉ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０．００±０．００）ｃＢ （３．３３±１．６７）ｃＢ （０．００±０．００）ｃＢ （１０．００±２．０４）ｂＢ （２０．００±７．０７）ａＣ （０．００±０．００）ｃＢ

一般管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５０±２．０４）ｄＢ （１０．００±３．３３）ｃＢ （１０．００±５．６５）ｃＡ （２５．００±５．２７）ｂＡ （３３．３０±５．８９）ａＢ （３．００±２．４５）ｄＡＢ

粗放管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６７±４．２５）ｃＡ （２３．３３±５．６５）ｂＡ （５．８３±２．０４）ｃＡＢ（２８．０６±３．９７）ｂＡ （４８．８８±４．９２）ａＡ （８．００±５．１０）ｃＡ

　１）同列不同大写字母和同行不同小写字母均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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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第２期 张晓凤等：枣园绿盲蝽越冬卵的分布及粘虫板对其秋季成虫落卵量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同一管理水平下枣树不同部位绿盲

蝽卵粒数有较大差异。精细管理枣园内，断茬口卵粒

数为３５．８０粒，显著高于枣股和修剪口，翘皮缝中未

发现绿盲蝽越冬卵；一般管理枣园内，断茬口卵粒数

为４８．４０粒，枣股和修剪口卵粒数也较高，分别为

３８．４０粒和３３．６０粒，翘皮缝中卵粒数仅为５．２０粒；粗

放管理枣园各部位带卵量都高于其他枣园同一部位，

断茬口中卵粒数最高，达到５９．８０粒。该类型枣园中老

翘皮缝多，翘皮缝空间较大，其卵粒数达到了１２．８０粒。

枣股和修剪口中卵粒数差别不大。枣树同一部位绿盲

蝽落卵数在不同管理水平枣园内也存在差异。从多到

少依次为：粗放管理枣园＞一般管理＞精细管理枣园，

其中粗放管理和一般管理枣园的枣树断茬口和修剪口

的卵粒数显著高于精细管理枣园。

表２　不同管理水平下枣树不同部位绿盲蝽卵粒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犲犵犵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狊狅犳犼狌犼狌犫犲狋狉犲犲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犾犲狏犲犾

枣园

Ｊｕｊｕｂｅｏｒｃｈａｒｄ

卵粒数／粒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

断茬口

Ｗｏｕｎｄｓｏｆｓｔｕｂｂｌｅ

枣股

Ｍｏｔｈｅｒｓｐｕｒｏｆｊｕｊｕｂｅ

修剪口

Ｗｏｕｎｄｓｏｆｐｒｕｎｉｎｇ

翘皮缝

Ｃｒａｃｋｓｏｆｏｌｄｂａｒｋｓ

精细管理Ｆｉ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５．８０±４．４５）ａＢ （３０．００±７．０４）ｂＡ （２４．２０±４．９６）ｃＢ －

一般管理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４０±７．３９）ａＡ （３８．４０±７．９４）ａｂＡ （３３．６０±５．１２）ｂＡ （５．２０±２．５６）ｃ

粗放管理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９．８０±７．４４）ａＡ （４０．４０±９．０２）ｂＡ （３７．４０±５．５４）ｂＡ （１２．８０±４．５３）ｃ

２．１．２　枣园内外杂草及浅层土壤中绿盲蝽越冬卵

的调查

　　调查结果（表３）显示，在３种管理水平下，园内外

的杂草内均发现有越冬卵。其中，粗放管理枣园内、

外的杂草中越冬卵量最多，分别为１３．００粒／ｍ２ 和

８．００粒／ｍ２，差异显著；一般管理枣园和精细管理枣园

越冬卵量较少，且在同一管理水平下，枣园内外杂草

内越冬卵量差异不显著。３种管理水平下，枣园内外

的浅层土壤中仅在粗放管理枣园内发现有少量越冬

卵（３．００粒／ｍ２），其他地方均未发现越冬卵。以上结

果说明越冬卵主要分布在园内杂草中，而在土壤中基

本没有分布。管理粗放的枣园更易吸引绿盲蝽产卵。

表３　不同管理水平下枣园内外杂草及浅层土壤中绿盲蝽越冬卵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犲犵犵狊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狑犲犲犱狊犪狀犱狊犺犪犾犾狅狑狊狅犻犾犻狀狊犻犱犲犪狀犱

狅狌狋狊犻犱犲狅犳犼狌犼狌犫犲狅狉犮犺犪狉犱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犾犲狏犲犾

枣园

Ｊｕｊｕｂｅｏｒｃｈａｒｄ

杂草内越冬卵量／粒·ｍ－２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ｅｇｇｓｉｎｗｅｅｄｓ

枣园内

Ｉｎｓｉｄ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ｇａｒｄｅｎ

枣园外

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ｇａｒｄｅｎ

浅层土壤内越冬卵量／粒·ｍ－２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ｅｇｇ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ｏｉｌ

枣园内

Ｉｎｓｉｄ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ｇａｒｄｅｎ

枣园外

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ｊｕｊｕｂｅｇａｒｄｅｎ

精细管理Ｆｉ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００±０．７１）ａＢ （４．００±１．５８）ａＡ （０．００±０．００）ｂ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一般管理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００±２．７４）ａＡＢ （３．００±２．２４）ａｂＡ （０．００±０．００）ｂ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粗放管理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３．００±４．４７）ａＡ （８．００±２．５５）ｂＡ （３．００±１．５８）ｂｃＡ （０．００±０．００）ｃ

２．２　绿盲蝽越冬卵孵化规律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田间调查发现，４月下旬枣树

处于萌芽展叶期，越冬卵在枣园开始孵化；４月末到

５月初，绿盲蝽若虫在枣树上的平均百枝虫量显著

上升，此时为绿盲蝽越冬卵的孵化盛期；５月７日左

右，绿盲蝽在枣树上的百枝虫量达到最高值，２０１７

年和２０１８年分别为６５０头和５９０头，此时为防治第

１代若虫的关键时期；５月上中旬，绿盲蝽若虫开始

羽化，枣树上的百枝若虫量开始逐渐降低（图１）。

田间纱网罩住的枝条上绿盲蝽１龄若虫最早出现的

时间在４月２０日左右，与田间枝条查虫法观察到的

时间相差２ｄ左右，分析原因可能是初孵若虫体型

小、孵化后会迅速找到隐蔽的地方躲藏，受惊扰后迅

速转移，在田间不易被发现。５月１０日左右，罩养

的枝条上开始有成虫出现，此时仍有少量越冬卵孵

化。室内常温条件下孵化饲养发现，绿盲蝽越冬卵

自然孵化率为８５．５０％～９３．００％。

２．３　粘虫板对回迁期枣园绿盲蝽末代成虫产卵的

影响

　　从表４可以看出，挂黄色粘虫板的枣园绿盲蝽

越冬卵量明显低于对照枣园。一年生、中年生和老

年生枣股的带卵率由６．６７％、２３．３３％、５．８３％降到

０．８３％、７．５０％、３．３３％，防治效果显著，最高可达

８７．５６％；修剪口带卵率由２８．０６％降到６．６７％，防治

效果达到了７６．２３％；断茬口的带卵率由４８．８８％降到

１６．７０％，防治效果为６５．８３％。翘皮缝防治效果为

６２．５０％。可见挂黄色粘虫板是诱杀绿盲蝽末代成虫

的有效措施，此方法可大幅度减少越冬卵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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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表４　粘虫板诱杀秋季成虫对绿盲蝽越冬卵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狋犻犮犽狔狋狉犪狆狅狀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犲犵犵狊狅犳犾犪狊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犪犱狌犾狋狊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带卵率／％ Ｅｇｇ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

对照

ＣＫ

挂粘虫板

Ｈａｎｇｉｎｇｓｔｉｃｋｙｔｒａｐ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枣股 Ｍｏｔｈｅｒｓｐｕｒｏｆｊｕｊｕｂｅ

一年生Ｏｎｅｙｅａｒ （６．６７±４．２５）ｃ （０．８３±１．６７）ｃ　 ８７．５６

中年生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２３．３３±５．６５）ｂ （７．５０±３．１２）ｂ　 ６７．８５

老年生Ｏｌｄａｇｅｄ （５．８３±２．０４）ｃ （３．３３±３．１２）ｂｃ ４２．８８

修剪口 Ｗｏｕｎｄｓｏｆｐｒｕｎｉｎｇ （２８．０６±３．９７）ｂ （６．６７±２．０４）ｂ　 ７６．２３

断茬口 Ｗｏｕｎｄｓｏｆｓｔｕｂｂｌｅ （４８．８８±４．９２）ａ （１６．６７±５．８９）ａ　 ６５．８３

翘皮缝Ｃｒａｃｋｓｏｆｏｌｄｂａｒｋｓ （８．００±５．１０）ｃ （３．００±２．４５）ｂｃ ６２．５０

　１）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

图１　绿盲蝽第一代若虫发生动态

犉犻犵．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

狀狔犿狆犺狊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３　结论与讨论

掌握山西省太谷地区绿盲蝽在‘壶瓶枣’枣园的

越冬场所和粘虫板对绿盲蝽落卵量的影响，可以高

效清除越冬虫源，较大程度地减少越冬虫源基数，减

轻绿盲蝽的暴发为害。调查结果表明，晋中地区绿

盲蝽越冬卵在枣园分布场所主要为枣树的断茬口、

修剪口和枣股，翘皮缝、浅层土壤及杂草中也有少量

分布。枣园带卵率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而明显降

低；枣树不同部位绿盲蝽卵粒数也有较大差异，断茬

口的卵粒数显著高于其他部位；绿盲蝽越冬卵４月

中下旬开始孵化，孵化盛期为４月底到５月初，孵化

的若虫吸食嫩芽、嫩叶，严重抑制枣树生长，此时为

防治第一代若虫的关键时期；９月初到１０月末，绿

盲蝽从周围寄主植物回迁至枣园，挂黄色粘虫板可

明显降低枣园绿盲蝽越冬卵量。

绿盲蝽越冬卵的分布与产卵部位的质地和孔隙

大小有关。枣树断茬口不平整，孔隙多且质地松软，

落卵量高；枣树修剪口切口平整，木质部相对坚硬，

卵分布于木质部和韧皮部之间，受空间影响，带卵量

低于断茬口，但是有些修剪口长时间受雨水冲刷，质

地变得松软，也会形成细小缝隙，为成虫产卵提供了

场所；枣股中一年生枣股小且没有明显缝隙供绿盲

蝽卵藏身，中年生枣股质地相对松软，且芽缝明显，

利于藏匿虫卵，老年生枣股芽缝明显，但是枣股坚

硬，成虫产卵时难以刺入，易脱落，带卵率不高；翘皮

缝空隙明显，卵粒容易脱落，带卵率低。相关研究发

现，绿盲蝽越冬卵主要分布在枣树修剪口、枣股芽

鳞、树皮翘缝等伤口处［９１３］。本研究发现断茬口为

绿盲蝽越冬卵主要分布部位，其次为修剪口、枣股及

翘皮缝。同时，本研究发现不同管理水平下的枣园，

园内外的杂草上均有少量越冬卵，但在土壤中几乎

未发现越冬卵，这与有些报道中所述在枯枝落叶和

杂草中未发现绿盲蝽越冬卵的叙述不一致［９１０，１２］。

产生这样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枣树品种、树龄、修

剪程度、枣园管理水平及周围生态环境不同，使得枣

树上伤口数量、分布、形态不同，最终导致产卵部位

不同。

绿盲蝽成虫对黄色具有趋向性［１５１６］，悬挂黄色

粘虫板可明显降低枣园内绿盲蝽越冬卵量。９月初

到１０月末，绿盲蝽开始从周围寄主植物回迁枣园，

此时在枣园悬挂粘虫板，绿盲蝽成虫被大量诱杀，成

虫的交配、产卵活动减少，枣园的越冬卵量明显减

少，对翌年枣园绿盲蝽的虫口基数可起到较好的控

制作用［１７１９］。这与前人报道的茶园悬挂黄板对末代

绿盲蝽有很好的控制效果［２０２１］结论一致。因此，在

‘壶瓶枣’枣园绿盲蝽的防治中注重越冬卵和第１代

若虫防治的同时，也要认真做好绿盲蝽最后１代的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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