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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毛蓟马在北京蒲公英上严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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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黑毛蓟马在北京温室蒲公英上严重发生$这是该蓟马又一个新记录寄主植物#本文选用几种常见杀虫剂对

其进行了生物测定和田间药效评价$对其可持续防治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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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毛蓟马
4,&*

<

-$*

A

&'

<

*"'-1- F̂B+

"属于蓟马

科
=-Q*

O

*L)B

"蓟马属
4,&*

<

-

"为杂食性害虫"可取食

多种蔬菜和开花植物%

#

&

'在国外的文献中该蓟马的

通用名称是菊蓟马!

2-Q

.

U)NC-B(T(C-Q*

O

U

$"在日本

主要为害菊花%

!

&

#

#%9J

年末"肯尼亚首次报道黑毛

蓟马为害除虫菊%

0

&

#在新西兰发现其为害翼蓟
7*&>

-*1/01"

A

#&(

%

4

&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发现其为害棉花

幼苗%

9

&

'

!"

世纪
9"f%"

年代"日本和马来西亚的

学者对黑毛蓟马进行了相关研究"包括其种群发生

动态%

0

&

"翅型分化的影响因素等%

!

&

'在我国"黑毛蓟

马又称为豆黄蓟马(莉黑毛蓟马"主要分布在东北地

区"豆科植物中的大豆受害最为严重%

/

&

'但其他有

关黑毛蓟马的报道仅见于分类学的资料中"国内其

他地区未见为害报道'

蒲公英
4#&#H#)1//'$

A

'"*)1/

属于菊科多年生

草本植物"因其营养价值丰富"且具有清热解毒等功

效"药食兼用"在我国作为特种经济作物进行栽培"栽

培面积逐年上升'

!"#$

年夏末"笔者在北京市昌平一

连栋温室内的蒲公英上发现有大量蓟马发生"超过

%"I

的蒲公英受害"经济损失严重'本研究调查了该

蓟马对蒲公英的为害情况"测定了两种多杀菌素类药

剂对其的毒力"调查了阿维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田间

的防治效果"以期为黑毛蓟马的防治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虫源

试虫采集)试虫采自北京市昌平区金六环农业

园"寄主植物为蒲公英'采用自制吸虫器直接吸取

植物上的蓟马"置于瓶盖有纱网的塑料瓶中"取当代

成虫进行毒力测定'

形态学鉴定)取田间采集的蓟马成虫和在室内

饲养
#

代后的成虫"保存于
%9I

乙醇中"分别于

!"#$

年
$

月
9

日和
%

月
#%

日寄给华南农大童晓立

教授进行形态学鉴定'

$%&

!

供试药剂

!19I

多杀霉素!

U

O

*N3U)L

$悬浮剂"美国陶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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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公司#

/"

K

*

@

乙基多杀菌素!

U

O

*NBC3Q)(

$悬浮

剂"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1$I

阿维菌素!

)G)(B2C*N

$

乳油"北京中农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

室内生物测定

生物测定采用叶管药膜法%

J

&

'采用二倍稀释法

将药剂用曲拉通!

"1"9I

$稀释成
9

个浓度梯度"以

曲拉通为空白对照'将新鲜干净的甘蓝叶片打成直

径为
#192(

的小圆片"分别在各梯度药剂中浸渍

!"U

"在室温下晾干之后置于
#19(@

离心管中"每

浓度重复
4

次'每管接入健康活泼的蓟马成虫
#!

头左右"置于温度为
!9\

"

@

$

>h#/-

$

$-

的培养

箱中放置
4$-

"

4$-

后统计各药剂浓度下蓟马的死

亡率'判断死亡的标准是)毛笔尖轻触虫体"试虫不

能爬出一个虫体长度视为死亡'使用
:3+3

软件处

理各个药剂的生测结果"得到每种药剂的
@;

9"

"

%9I

置信区间和卡方值等'

$%2

!

田间药效试验

选用
#1$I

阿维菌素
&;

和
/"

K

*

@

乙基多杀菌

素
6;

按照对其他种类蓟马的田间推荐剂量施用"

另设空白对照"共
0

个处理'小区面积
!"(

!

"每处理

4

次重复'分别将
"1"#09

K

的
#1$I

阿维菌素
&;

和

"1"0/

K

的
/"

K

*

@

乙基多杀菌素兑水
4@

"将药水搅

拌均匀"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进行全株均匀喷雾'

调查时每小区
9

点取样"每点固定
!

株蒲公英"调查

所有叶片上的黑毛蓟马数量'药前调查虫口基数"

药后
0L

和
JL

调查活虫数'

应用
>:6

数据处理系统软件"依据施药前虫口

基数和施药后各天活虫数"计算各药剂的田间防效'

&

!

结果与分析

&%$

!

黑毛蓟马的种类鉴定

形态学鉴定结果显示"在北京昌平区为害蒲公英

的蓟马为黑毛蓟马'图
#

为黑毛蓟马雌虫的玻片标

本和用体视镜拍摄的黑毛蓟马雌成虫'其分类学的

主要特征是后角内对鬃长于外鬃%

4

&

'总体上"雌成

虫体长
#

%

!((

"体黄色"胸部和腹部两端有不规则

灰棕斑'触角黄棕色"共
J

节"足淡黄色'雄成虫体

长比雌成虫略小"约
"1/((

'据介绍"该种分布广"

翅长(体色和鬃的变异大"雌虫有长翅(半长翅和短

翅类型"雄虫罕见"多为短翅型%

$

&

'

图
$

!

黑毛蓟马雌虫玻片标本%左#和雌成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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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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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田间受害症状

蒲公英从幼苗期到开花期均受到黑毛蓟马的为

害'黑毛蓟马的初孵若虫喜欢群集'雌成虫很少飞

行#雄虫比较活泼"飞行频繁"但是
#

次飞行距离最

多
#(

'黑毛蓟马的若虫和成虫白天避光"多在蒲

公英的叶片背面或者未展开的嫩叶内进行取食"叶

片受害后出现叶色褪绿"在叶片表面形成白色斑点"

叶片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失去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

受害严重时一片蒲公英叶子上有一百多头蓟马"整

株蒲公英的虫口密度可达上千头"造成叶片枯死"植

株长势减弱甚至整株死亡!图
!

$'黑毛蓟马主要在

蒲公英的叶片上进行为害"几乎不在花朵里取食为

害'在黑毛蓟马发生严重的蒲公英种植区周边"发

现蓟马可以从蒲公英转移到水培生菜上进行为害"

虫口密度可达几十头*株'

图
&

!

黑毛蓟马为害蒲公英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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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何秉青等)黑毛蓟马在北京蒲公英上严重发生

&%,

!

室内毒力测定

毒力测定结果显示"

!19I

多杀霉素
6;

对黑毛

蓟马的致死中浓度为
"1"J4(

K

*

@

"

/"

K

*

@

乙基多

杀菌素
6;

为
"1"44(

K

*

@

"与室内饲养的西花蓟马

敏感品系敏感性相当!西花蓟马对多杀霉素的
@;

9"

h

"1""9(

K

*

@

$

%

%

&

'

表
$

!

多杀菌素类药剂对黑毛蓟马的室内毒力测定

/9:;<$

!

/DP>G>F

I

DE@

C

>AD@

I

A>A@<GF>G>B<@FD;%".

'

*+.

)

"&

'

.2&*#*

药剂

ANUB2C*2*LB

试虫数*头

VT(GBQ3RCBUCBL*NUB2CU

@;

9"

!

%9I

置信限$*

(

K

+

@

f#

@;

9"

!

%9I23NR*LBN2B*NCBQ_)+

$

自由度

3

;

斜率
g

标准误

6+3

O

Bg6&

卡方值

!

!

!19I

多杀霉素
6;

U

O

*N3U)L!19I6;

!$/ "1"J4

!

"1"40

%

"1#!#

$

9 #1JJ$g"1!/"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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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乙基多杀菌素
6;

U

O

*NBC3Q)(/"

K

*

@6;

0#9 "1"44

!

"1"#4

%

"1"$9

$

9 #J#!g"10!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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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防效评价

在田间推荐剂量下"供试两种药剂均对黑毛蓟马

具有良好防效"

#1$I

阿维菌素
&;

和
/"

K

*

@

乙基多

杀菌素
6;

药后
0L

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1#I

和

#""I

"药后
JL

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1%I

和
#""I

'

调查表明"两种供试药剂均未对蒲公英产生药害'

表
&

!

两种药剂对黑毛蓟马的田间防治效果

/9:;<&

!

J><;BGDAF=D;<EE>G9G

I

DE>A@<GF>G>B<@DA;%".

'

*+.

)

"&

'

.2&*#*

药剂

ANUB2C*2*LB

有效剂量*
K

+!

-(

!

$

f#

&RRB2C*_BL3U)

K

B

防效*
I;3NCQ3+BRR*2)2

.

药后
0L

0L)

.

U)RCBQU

O

Q)

.

*N

K

药后
JL

JL)

.

U)RCBQU

O

Q)

.

*N

K

#1$I

阿维菌素
&;)G)(B2C*N#1$I&; /1J9 %%1# %%1%

/"

K

*

@

乙基多杀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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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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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和讨论

本文首次报道了黑毛蓟马在北京温室蒲公英上

严重发生"蒲公英是该害虫一个新的寄主植物'本

研究调查的温室从
!"#/

年开始种植蒲公英"在蒲公

英周边还种植了水培生菜和南方作物等'这些作物

上病虫害发生较轻"因此除进行日常管理外"几乎不

进行药剂防治'之前在蒲公英上发现有少量蓟马"

以为是常见的西花蓟马或者花蓟马等种类"加之未

造成明显损失而未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然而今

年的调查发现"黑毛蓟马在蒲公英上种群数量突增"

主要集中在叶片上"花中极少'在附近种植的水培

生菜上也采集到少量的黑毛蓟马'

由于黑毛蓟马发生突然且种群数量大"为了防

止其扩散蔓延"在室内毒力测定后即在田间喷施了

/"

K

*

@

乙基多杀菌素
6;

和
#1$I

阿维菌素
&;

进

行防治'药后黑毛蓟马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后茬

种植的蒲公英上几乎很难发现黑毛蓟马'可以看

出"目前该地区黑毛蓟马对多杀菌素类药剂和阿维

菌素相当敏感'但是应该注意"蓟马类害虫体型小"

隐蔽性强"且能够进行孤雌生殖"因此极易对药剂产

生抗药性'比如西花蓟马已经对包括多杀菌类药剂

在内的多种药剂产生了高水平抗性%

#"##

&

'因此"还

需要筛选更多的对黑毛蓟马活性高的药剂"为防治

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近年来"各地普遍反映蓟马类害虫在我国蔬菜

产区的发生呈逐年加重的趋势%

#!#0

&

"可能与全球气

候变暖"种植模式的改变"大量特色植物的引种等有

关'另外"大型种苗基地可能存在管理不善"销售带

虫种苗的隐患"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有害生物的

扩散'因此"查明源头"从源头控制"是控制病虫害

发生和蔓延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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