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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燕麦&糜子和小麦田发现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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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严重%田间调查表明'青稞&燕麦&糜子和小麦的受害株!丛"率分别为

,'&"%P

&

%$&"!P

&

$''P

和
)"&)!P

(有虫株!丛"率分别为
#!&"-P

&

$*&$,P

&

$#&#'P

和
#*&$,P

(百株虫量分别为

#)&$%

&

#%&'-

&

$#

头和
!#&,)

头%同时(发现草地贪夜蛾在青稞&燕麦&糜子上的为害特征与在玉米上的特征不同(

表现为低龄幼虫食叶蛀心(高龄幼虫切根断蘖!穗"%与在小麦上的为害特征相似'

$

!

#

龄幼虫分布于叶片和心叶

上)

%

!

!

龄幼虫向下移动至中部叶片&叶鞘和近地表面的分蘖着生处)

!

!

"

龄幼虫多数躲避在麦丛基部和表土下

$D+

根茎连接处和缝隙中(与地下害虫的为害特征相似(不易发现(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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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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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赵雪晴等!草地贪夜蛾在云南元谋县青稞+燕麦+糜子田的发生为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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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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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境外迁入中国的第一降落区*也是进

入中国内陆的重要通道$其气候条件和丰富的寄主

资源为草地贪夜蛾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

年
"

月下旬云南全省
$#,

个县全境发生草地贪夜

蛾"

$

#

*同期全国多个省份报道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

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为一种经长期演化而形成的

特殊玉米型"

#

#

*迁入定殖后对我国小麦+甘蔗+高粱+

马铃薯+甘蓝等农作物等造成较重为害"

%*

#

$

$'

月

%$

日*位于云南省元谋县黄瓜园镇金雷村委会小新

村%

#-&),,k]

*

$'$&*,$k\

*海拔
$','&",+

&的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试验基地小麦和

青稞冬繁育种田发生严重虫害*谌爱东研究员第一

时间带队到现场进行虫情调查和种类鉴定*经室外

对害虫幼虫头部倒
L

形纹和尾部正方形排列的
!

个

黑点初步判断后*再采集样本进行室内镜检确认是

草地贪夜蛾$现将调查与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9!

!

发生区基本情况

!&!&!

!

气候类型和天气概况

云南省元谋县属于南亚热带干热季风气候*高

温干旱*年平均气温
#$&,h

*年平均降雨量
#)*&!

!

,'"&*++

*年蒸发量为降水量的
"&!

倍,年平均相

对湿度为
-%P

$草地贪夜蛾发生区*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试验基地所在地黄瓜园镇

$$

月上旬平均气温
#'&"h

*最高温
%#&-h

*最低温

$#&-h

*降雨量
-&!++

$

!&!&"

!

作物种植情况

小麦面积约
#R+

#

*前作为豌豆*已于苗期翻犁

压地*

,

月
$#

日播种*

,

月
#'

日出苗*为多个育种亲

本资源混种$调查时大部分处于抽穗 灌浆期*部分

为分蘖期$播种规格!

$''D+

开墒*墒面
"'D+

*条

播*株塘间距
#'D+

$前期使用辛硫磷灌根防治*无

效果$

青稞面积约
$&%R+

#

*前作为高粱$

$'

月
$

日

播种*为多个育种亲本资源混种$生育期为苗期%

%

叶&$播种规格!

$#'D+

开墒*墒面
*'D+

*条播*株

塘间距
$-D+

$前期未防治过$

燕麦
$'''+

#

*前作为豌豆*已于苗期翻犁压

地*周边种植小麦+青稞+糜子+豌豆等作物$

,

月
$-

日播种*

,

月
#%

日出苗$由于遭受虫害毁产*

$'

月

%'

日重播*

$$

月
$!

日调查时处于分蘖初期$播种

规格!墒面
"'D+

*条播*株塘间距
#'D+

$调查前一

天使用过杀虫剂$

糜子面积大约
$'''+

#

*前作为豌豆*已于苗期

翻犁压地*

,

月
$-

日播种*

,

月
#%

日出苗*为多个育

种亲本资源混种$生育期为灌浆期$播种规格!

$''D+

开墒*墒面
"'D+

*条播*株塘间距
#'D+

$

!9"

!

调查方法

!&"&!

!

幼虫

田间多点取样*记录调查总株数+有虫株%丛&

数+虫口数+龄期等$观察各龄期幼虫分布情况*为

害情况等并做记录$调查时小麦处于抽穗 灌浆期*

部分为分蘖期*故按丛计数*其他作物处于苗期 分

蘖期*按单株计数$

!&"&"

!

成虫

采用性信息素监测法*草地贪夜蛾诱芯和桶型

诱捕器均为中捷四方产品*诱捕器悬挂高度离地面

-'D+

左右*小麦+燕麦和糜子田种植区相连*累计

面积
#R+

#

*共设置
%

个诱捕器$青稞田面积

$&%R+

#

*设置
#

个诱捕器$每
#

个诱捕器间相隔

%'+

以上*每天清晨用密封袋收集诱捕器中成虫

并计数$

"

!

结果与分析

"9!

!

幼虫为害特征和虫龄组成

草地贪夜蛾主要为害青稞+燕麦+糜子及小麦的

叶片+心叶+地表茎秆基部$幼虫取食叶片形成孔

洞*咬断麦苗基部造成断蘖+断穗*蛀食心叶形成枯

心$苗期受害*叶片可见多处孔洞*

$

!

#

龄幼虫在

青稞和燕麦苗期不但为害叶片亦可钻蛀到心叶和生

长中心*形成枯心枯苗或心叶缺刻%图
$

&$分蘖期

受害导致大量分蘖缺失*严重时缺塘现象明显$拔

节期后受害可导致断蘖断穗*大大降低分蘖数和成

穗率%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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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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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

$

!"燕麦&

%

!"糜子&

*

!心叶和生长中心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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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受草地贪夜蛾严重为害的小麦&

$

!和糜子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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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小麦+青稞+燕麦和糜子田没有明显

的草地贪夜蛾为害中心株*虫口分布比较随机$卵

多产于上部叶片正面*偶见产于叶片背面的卵块$

$

!

#

龄幼虫分布于小麦+青稞+燕麦和糜子的叶片+

心叶上$

%

!

!

龄幼虫向下移动*麦苗中部叶片+叶

鞘和近地表面的分蘖着生处比较容易查见%图
%

&$

!

!

"

龄幼虫多数躲避在麦丛基部和表土下
$D+

根

茎连接处和缝隙中%图
!

&$

图
:

!

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小麦叶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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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躲避在小麦苗基部和土壤中的草地贪夜蛾幼虫

K3

8

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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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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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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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1/)3&

调查表明*麦苗苗期和分蘖期主要是
$

!

%

龄的

低龄幼虫为害,拔节 抽穗期幼虫龄期较为复杂*各

龄幼虫都有分布*低龄幼虫栖息于上部*高龄幼虫集

中在中下部,抽穗灌浆时则以
-

!

"

龄幼虫为主*重

点集中在近地表面和土壤中为害$

"9"

!

草地贪夜蛾田间种群发生情况

"&"&!

!

青稞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

月
#

日调查*青稞田内草地贪夜蛾虫龄比较

整齐*主要是
#

!

!

龄幼虫*

#

龄幼虫占
,'P

以上*

%

龄幼虫占比不到
$'P

*偶见
!

龄幼虫$田间被害

株率
,'&"%P

*有虫株率
#!&"-P

*百株虫量
#)&$%

头%表
$

&$基地于
$$

月
#

日使用
"'

4

)

7

乙基多杀

菌素
./

和
$-P

多杀-茚虫威
./

按推荐剂量进行叶

面喷雾防治*

$$

月
*

日虫量基本得到控制*田间有

虫株率
%&$"P

*百株虫量
%&-"

头$

$$

月
$'

日*再

次使用
$-P

多杀-茚虫威
./

和
!'P

毒死蜱
\/

按推

荐剂量叶面喷雾及滴灌施药防治*

$$

月
$-

日调查*

大部分青稞长出的新叶上没有受害症状*被害株率

%X#P

*地上部有虫株率
$&#P

*百株虫量
#

头$

"&"&"

!

燕麦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据当地繁种工作人员反映*第
$

批燕麦出苗后

受害严重*已全部毁产*

$'

月
%'

日翻犁重播*

$$

月

$-

日调查时燕麦苗为分蘖期*调查前
$:

叶面喷雾

#'P

甲氰菊酯
\/

防治$田间被害株率
%$&"!P

*有

虫株率
$*&$,P

*百株虫量
#%&'-

头*落卵率
#&*%P

%表
#

&$虫龄
$

!

#

龄*初孵
$

龄幼虫占
,'P

*可见

幼虫吐丝迁移$查见
*

个卵块*

$

块未孵化*其余均

已孵化*已孵化的卵块四周有初孵幼虫活虫和死虫*

比例各占
-'P

左右$

-

)$#

-



!"

卷第
#

期 赵雪晴等!草地贪夜蛾在云南元谋县青稞+燕麦+糜子田的发生为害特征

表
!

!

青稞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

!

I**+,,'0*')54

(

*2*

(

#.%'

5

%1

6

,

(

.%2'3073

8

7&$01%$,&'

L

53'&1

调查日期)月 日

Q=G5

取样点

.=+

N

<86

4

N

T86G

调查株数)株

]T&T;

AC>U5

M

5:

N

<=6G

被害株数)株

]T&T;

:=+=

4

5:

N

<=6G

有虫株数)株

]T&T;

86;5AG5:

N

<=6G

虫量)头

]T&T;

86A5DG

幼虫

龄期

Z6AG=>

作物生育期

/>T

N4

>TKGR

N

5>8T:

备注

]TG5

$$ '#

$

#

%

!

-

"

*

小计
2T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龄

#

!

!

龄

#

龄

#

龄

#

!

%

龄

#

龄

#

!

!

龄

(

苗期

苗期

苗期

苗期

苗期

苗期

苗期

(

$$ '*

$

#

%

小计
2TG=<

$''

*-

*)

#-%

$''

"*

"#

##,

#

-

$

)

#

"

$

,

#

龄

$

龄

#

龄

(

苗期

苗期

苗期

(

叶面喷施杀

虫剂加滴灌

防治后

$$ $-

$

#

%

!

-

小计
2T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龄

$

龄

#

龄

$

龄

#

龄

(

分蘖初期

分蘖初期

分蘖初期

分蘖初期

分蘖初期

(

第
#

次叶面喷施

杀虫剂加滴灌

防治后

表
"

!

!!

月
!E

日燕麦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

!

I**+,,'0*')54

(

*2*

(

#.%'

5

%1

6

,

(

.%2'30)$6/53'&1/)0V)>9!E

取样点

.=+

N

<86

4

N

T86G

调查株数)株

]T&T;

AC>U5

M

5:

N

<=6G

被害株数)株

]T&T;:=+=

4

5:

N

<=6G

有虫株数)株

]T&T;86;5AG5:

N

<=6G

虫量)头

]T&T;

86A5DG

幼虫

龄期

Z6AG=>

卵块数)块

\

44

+=AA

作物生育期

/>T

N4

>TKGR

N

5>8T:

$ !, " ! $'

初孵
$

龄
%

分蘖初期

# -' , % "

初孵
$

龄
$

分蘖初期

% -# %' $- #$ $

!

#

龄
'

分蘖初期

! -' #$ $' $' $

!

#

龄
'

分蘖初期

- -- $- $# $# $

!

%

龄
%

分蘖初期

小计
2TG=< #-" )$ !! -, ( * (

"&"&:

!

糜子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调查田缺塘严重*被害株率
$''P

*有虫株率

$#&#P

*百株虫量
$#

头$多为高龄幼虫*栖息于

植株基部和表土下
$D+

左右的根茎接合部和土

缝中$

"&"&B

!

小麦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全田发生*多个龄期幼虫同时为害*

$$

月
#

日

调查*小麦被害丛率
)"&)!P

*有虫丛率
#*&$,P

*百

丛虫量
!#&,)

头%表
%

&$

$$

月
%(!

日*麦田使用

"'

4

)

7

乙基多杀菌素
./

和
$-P

多杀-茚虫威
./

按

推荐剂量分别进行叶面喷雾防治*

$$

月
*

日调查*

有虫丛率
##&!*P

*百丛虫量
#,&#$

头$未见土壤

中有高龄幼虫$

$$

月
$%

日*地上喷雾
$#P

甲维-虫

螨腈
./

处理*地下
#'P

甲氰菊酯
\/

滴灌防治后*

土壤中没有调查到幼虫*植株叶片上有少量低龄虫*

有虫丛率
$&),P

$

"9:

!

田间性诱剂监测

通过使用性信息素对小麦+燕麦+糜子种植区域

和青稞地种植区域的成虫进行监测*

#

个监测区相

距
#''+

*其结果如表
!

*小麦+燕麦+糜子种植区单

个诱捕器日诱集成虫量超过
$''

头的比例占

*'&)%P

*

$$

月
*

日至
$!

日*该区域
%

个诱捕器日平

均诱集量分别为
$"#

+

#,"

+

#-,

+

,#

+

$)-

+

$)!

+

,!

头和

-%

头,青稞种植区单个诱捕器日诱集成虫量只有

$

组没有超过
$''

头*最高诱集量
%""

头*

$$

月
*

日

至
$!

日*该区域
#

点日平均诱集量分别为
$%$

+

%#%

+

%$'

+

$!'

+

#*$

+

#"$

+

$!,

头和
,'

头,但田间调查时*

麦株上只偶见成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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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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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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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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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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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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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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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虫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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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5

幼虫

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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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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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TG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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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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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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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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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

龄

$

龄

#

!

"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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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

!

%

龄

#

龄

%

龄

(

抽穗期

抽穗期

分蘖期

分蘖期

分蘖期

抽穗期

抽穗期

抽穗期

分蘖 抽穗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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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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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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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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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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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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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龄

%

龄

#

!

%

龄

%

龄

%

龄

#

!

!

龄

$

龄

%

龄

(

抽穗期

分蘖期

抽穗期

抽穗期

抽穗期

分蘖期

分蘖期

分蘖期

分蘖 抽穗期

叶面喷施

杀虫剂防

治后

$$ $-

$

#

%

!

-

小计
2T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抽穗期

抽穗期

抽穗期

抽穗期

抽穗期

抽穗期

滴灌防

治后

表
B

!

元谋小麦"燕麦"糜子和青稞田草地贪夜蛾成虫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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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日期)月 日

Q=G5

小麦+燕麦+糜子田
!

VR5=G

*

T=GA=6:

N

>TAT+8<<5G;85<:A

诱集量)头

/=GDR5A

日平均诱集量)头

0U5>=

4

5T;:=8<

M

D=GDR5A

青稞田
!

8̂

4

R<=6:S=><5

M

;85<:

诱集量)头

/=GDR5A

日平均诱集量)头

0U5>=

4

5T;:=8<

M

D=GDR5A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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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目前*草地贪夜蛾在我国的为害寄主已达
$,

种*

其中农作物
$-

种*禾本科杂草
!

种"

)

#

$安徽+云南

等多地已经报道草地贪夜蛾为害小麦"

!

*

,

#

*但草地贪

夜蛾为害青稞+燕麦+糜子在中国未有报道$本研究

首次确认草地贪夜蛾在青稞+燕麦+糜子上为害*新

增了受该虫为害的作物名录$

调查表明*草地贪夜蛾为害青稞+燕麦+糜子时的

特征与玉米不同*表现为低龄幼虫取食叶片和钻蛀心

叶,高龄虫咬食茎秆和分蘖基部*造成分蘖减少+成穗

折断*严重时大幅减产甚至绝收$与对小麦的为害特

征相似*出苗期 分蘖期多为低龄幼虫为害*拔节后

低+高龄幼虫均有*抽穗灌浆期则以高龄幼虫为主$

在小麦+青稞+燕麦+糜子植株垂直方向上幼虫分布和

为害具有规律性!

$

!

#

龄幼虫喜欢栖息于上部幼嫩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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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赵雪晴等!草地贪夜蛾在云南元谋县青稞+燕麦+糜子田的发生为害特征

叶片或钻蛀心叶取食,

%

龄幼虫少量停留于麦苗中部

叶片+叶鞘上*麦苗近地表面的分蘖着生处容易查见,

!

!

"

龄幼虫多数躲在麦丛基部和表层土壤下
$D+

左

右的根茎连接部或缝隙中*少量聚集在着生分蘖的麦

蔸内*麦株上部和中部很难查见$研究发现草地贪夜

蛾在田间的分布随机性较强*聚集分布不明显*这与

杨现明等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

,

#

,草地贪夜蛾在麦田

内产卵趋性与玉米相似*多数选择在叶片正面*少数

在叶片背面产卵,开展田间调查时几乎不见成虫*但

通过性信息素监测*可诱集到大量成虫$

总之*草地贪夜蛾为害麦类作物较为隐蔽*前期

容易被忽视*后期从茎基部咬断麦苗+分蘖和麦穗*

与地下害虫为害特点类似*容易造成误判$因此笔

者建议!一是做好监测*把握低龄幼虫期防治$苗期

田间分蘖较少*株间稀疏*低龄幼虫集中在上部叶片

和心叶上*防治相对容易,二是分蘖后麦苗丛生*害

虫躲避在茎秆下部或近地表的分蘖着生处*防治时

药液很难接触到虫体*特别是幼虫龄期较大时*喜欢

躲在地表土壤缝隙里*用药不易伤其根本*较大程度

上影响了防治效果$所以*害虫种群下移后要科学

用药*喷淋和滴灌效果较好*可以考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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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范围广*冬粉薯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期间

基本不需要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

,

月份的调查也

并未发现冬粉薯田有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但附近

的玉米田发生严重*因此冬粉薯可能不会成为草地

贪夜蛾的主要寄主*但假如草地贪夜蛾对冬粉薯的

适生性较高*可以在其上完成生活史*那么当玉米或

甘蔗等作物进入收获期或非适宜种植期*草地贪夜

蛾在缺少该类作物的食物来源时*便可能会转移到

冬粉薯上取食为害*继而在来年春天玉米等寄主作

物进入苗期后又再转移为害*从而形成草地贪夜蛾

的周年适生区$北海市是广西南部的沿海城市*稳

定的虫源将对广西区内+周边及以北部省区的农业

生产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有效识别冬粉薯的草

地贪夜蛾田间为害状和对其发生情况进行实时监

测*及时防控其为害*对保障其他作物+其他地区的

农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很有必要进一步

开展草地贪夜蛾在冬粉薯上适生性+发生和为害规

律研究*弄清其对冬粉薯的适应能力*以明确草地贪

夜蛾在广西的虫源地和周年繁殖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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