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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湖北省后快速蔓延$为害玉米%高粱%甘蔗%薏米等作

物$但主要为害玉米$尤其对秋玉米为害最重&本文通过全省植保系统的系统监测和调查$总结了
'&%J

年草地贪夜

蛾在湖北省发生区域%为害作物种类%受害面积$以及春%夏%秋三茬玉米主要被害时期的虫口密度和受害情况&结

果显示$

=

月上中旬草地贪夜蛾从鄂东南%江汉平原南部侵入$

=

月中下旬是其主要蔓延扩散期'幼虫喜食苗期和喇

叭口期玉米'全年玉米受害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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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百株虫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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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虫量秋玉米
&

夏玉米
&

春玉米$且

同一季玉米播种迟的受害重'根据高空测报灯和性诱捕器的诱虫量$明显的成虫高峰期有
'

个$分别在
>

月下旬和

J

月中下旬'

%'

月中下旬湖北部分县区仍查见存活幼虫和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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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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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鳞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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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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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翅夜

蛾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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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

一种重要的迁飞性(杂食性农业害虫)

%'

*

+

'&%J

年

%

月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

#

*

+

=

月

>

日在湖北省仙桃市玉米田首次发现该虫幼虫)

!

*

+

随后害虫迅速扩散+至
"

月
'"

日湖北全省
%$

个地

市州
>J

个农业县市$区%均发现该虫+至
%&

月底+草

地贪夜蛾在湖北春(夏(秋三季玉米累计发生面积

%&h&>#

万
61

'

'湖北玉米产区不仅是该虫适生区+

也是其从华南越冬区迁往黄淮海玉米主产区重要的

迁飞过渡地带)

="

*

'摸清该虫迁入时间(种群密度(

为害特点及规律(探索有效监测工具+对实现准确预

报(指导科学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

!

材料与方法

#<#

!

调查对象%时间及地点

'&%J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全省各县区

春玉米(夏玉米和秋玉米田调查草地贪夜蛾成虫(

卵(幼虫和蛹+并兼顾其他作物田'

#<!

!

调查方法

成虫!在玉米(高粱等寄主作物生育期内悬挂桶

式性诱捕器+内置草地贪夜蛾专用诱芯$深圳百乐宝

生物农业有限公司(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百米生物实业

有限公司生产%+诱芯有
!

种主要组分+其中$

P

%

?$?

十二烯
?%?

醇乙酸酯$

P$?%'

!

L5

%是其主成分)

$

*

&诱捕

器的悬挂参照$

/̂

#

M#'=#?'&%>

%农作物害虫性诱监

测技术规范$夜蛾类%设置)

>

*

+一般每天
%&

!

&&

查

%

次+虫量低时
'

"

#<

查
%

次'在枝江(安陆(钟祥(

崇阳等
%'

个县区安装
%'

台佳多科工贸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高空测报灯$

NEX]?'

型+金属卤化物灯

%&&&_

%+每天
%J

!

&&

开灯(次日
&$

!

&&

关灯+每天

检查计数诱集的草地贪夜蛾虫量'

幼虫及被害植株!苗期至灌浆期的玉米等作物

田+每块田
=

点取样+玉米抽雄前采用.

_

/形(抽雄

后.梯子形/取样+每点取
%&

株'观察叶片+重点心

叶(茎秆(雄穗(花丝(雌穗等部位受害情况+记录被

害株数和幼虫量+分别计算被害株率和百株虫量+查

见幼虫的地块面积计为发生面积+玉米每生长季只

记录
%

次面积)

J

*

'

#<=

!

数据处理

以各县$区(市%首次查见虫日期为本市$州%首

见虫时间&以各市县$区(市%调查的平均#最高被害

株率(平均#最高百株虫量+辅以发生面积加权计算

市$州%平均被害株率(平均百株虫量+市$州%最高百

株虫量(最高被害株率采用所辖县$区(市%调查的最

高数值'市$州%按旬记载新增县数+发生面积为各

县$区(市%每季玉米最终查实面积之和'

!

!

结果与分析

!<#

!

发生时间和区域

'&%J

年
=

月
>

日+仙桃市植物保护局在九合垸

原种场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喇叭口期春玉

米'

=

月中旬+在咸宁市通山县(黄石市阳新县(荆

州市监利县等南部县区发现其幼虫为害'

=

月下旬

发生草地贪夜蛾为害的县区数量急剧增加+

=

月份

共有
%=

个市$州%的
"$

个县区发生+占全省最终发

生县数的
$=9#;

'

"

月
%%

日(

'"

日+随州市曾都

区(神农架林区查见幼虫+至此+全省
%$

个市$州%全

部出现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新增宜昌市宜都市(随

州市曾都区(武汉市东西湖区(神农架林区等
'%

个

县$区%+占最终发生县数的
'#9";

'

$

月
%"

日黄冈

市龙感湖区发现幼虫为害玉米+至此湖北全省
>J

个

农业县区都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

%'

月份统计发

生草地贪夜蛾的乡镇共计
>"J

个$表
%

%'

!<!

!

为害作物%发生面积及区域

'&%J

年湖北省玉米(高粱(甘蔗(薏米(油菜
=

种作

物+以及苏丹草
G')

C

+.(,.4%"/",/

$

K-

S

.3

%

D,+

S

49

(墨西

哥玉米草
#.).,

A

).(/"8.(

两种牧草受到草地贪夜蛾

为害+合计查实发生面积为
%&9%!!$

万
61

'

$表
'

%'

草地贪夜蛾在湖北省主要为害玉米+发生早+为

害时间长'

=

月上旬至
"

月中旬+主要为害春玉米+

全省春玉米查实发生面积
#9!!

万
61

'

+占春玉米播

种面积的
>9&";

+占全年查实面积的
#!9%;

'

"

月

中旬夏玉米出苗后+开始为害夏玉米+夏玉米查实发

生面积
=9"$#

万
61

'

+占播种面积的
'&9=;

+占全年

查实面积的
="9#;

'

>

月中旬后随着夏玉米灌浆成

熟+幼虫主要取食为害秋玉米+查实秋玉米发生面积

&9J$

万
61

'

+占秋玉米播种面积的
#!9$;

+占全年

查实面积的
J9";

'春(夏(秋三季玉米累计发生面

积
%&9&>#

万
61

'

+占玉米种植总面积的
%#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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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杨俊杰等!

'&%J

年湖北省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规律和监测技术探索

表
#

!

!D#W

年湖北各市州
"

月
EI

月草地贪夜蛾发生县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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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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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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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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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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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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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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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07

"

月中

8-<?N07

"

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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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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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0*

@

$

月中

8-<?N0*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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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_06+7 & ' # % & & & & "

$

#!

%

黄石
V0+7

I

H6-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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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堰
D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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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宜昌
-̂56+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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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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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 % #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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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
Ga6)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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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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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
N-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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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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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感
[-+)

I

+7 & & = ' & & & & $

$

$J

%

荆州
N-7

I

a6)0 & % " % & & & & >

$

"=

%

黄冈
V0+7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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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J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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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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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
[-+77-7

I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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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
D0-a6)0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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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
G7H6- & % = & & % & & $

$

$%

%

仙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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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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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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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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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
M-+71.7 & & % & & & & & %

$

%=

%

神农架
D6.77)7

Ì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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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M),+* ' %! =% 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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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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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数字为该市州全年发生草地贪夜蛾乡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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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湖北省发生草地贪夜蛾的县数%主要受害作物%牧草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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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

+%.03-*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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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QX.0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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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

Y3)

S

发生区域
!

8+

`

)3+3.+)4)55033.75.

发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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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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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5033.75.+3.+

玉米
8+-a.

全省
>J

个县区
>"J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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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蔗
D0

I

+35+7.

赤壁(嘉鱼
'

个县区
#

个乡镇
!!!!!!!

!&&9&

高粱
D)3

I

601

仙桃(安陆(云梦(竹山
!

个县区
$

个乡镇
!!!!!!!

%$#9#

薏米
!

N)2

-

H,.+3H

蕲春
%

个县
%

个乡镇
!!!!!!!

!&

油菜
P-*H..<3+

S

.

咸安区
%

个区
%

个乡镇
!!!!!!!

&9$

苏丹草
D0<+7

I

3+HH

仙桃(荆门
'

个县区
#

个乡镇
!!!!!!!

'9&

墨西哥玉米草
8.A-5+75)37

I

3+HH

荆门沙洋
%

个县区
%

个乡镇
!!!!!!!

%9#

!!

甘蔗查实发生面积
!&&61

'

+集中在鄂东南赤壁(

嘉鱼县+

$

月
e>

月中旬幼虫为害伸长期甘蔗顶端幼

叶'高粱查实发生面积为
%$#9#61

'

+主要集中在仙

桃市(安陆市(云梦县和竹山县+幼虫在
$

月中下旬为

害拔节期至抽穗期高粱'薏米受害面积
!&61

'

+主要

发生在鄂东蕲春县四流山周边+幼虫在
$

月中下旬拔

节期为害)

%&

*

'草地贪夜蛾在苏丹草(墨西哥玉米草两

种牧草上零星发生+查实发生面积分别为
'9&61

'和

%9#61

'

'

%%

月初+咸宁市咸安区发现草地贪夜蛾

!

龄幼虫为害油菜秧田+面积约
&9$61

'

$表
'

%'

全省
%$

个市$州(区%均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

从发生面积来看+超过
%

万
61

' 的有襄阳市(宜昌

市(荆门市
#

个市&发生面积在
&9"$&

万
"

%

万
61

'

之间的有荆州市(黄冈市和咸宁市
#

个市&发生面积

在
&9##&

万
"

&9"$&

万
61

'之间有恩施州(十堰市(

黄石市(孝感市和武汉市
=

个市$州%&发生面积在

&9&"$

万
"

&9##&

万
61

' 的有随州市(仙桃市
'

个

市&发生面积低于
&9&"$

万
61

' 的有鄂州市(神农

架林区(天门市(潜江市等
!

个面积小的市$直管市(

区%$图
%

%'

!<=

!

虫口密度和为害情况

从湖北省各地田间调查结果来看+春玉米幼虫

主要为害时间是
=

月中旬至
"

月中旬+即处于喇叭

口期的玉米'虫量最高(受害重的是宜昌(襄阳(恩

施三地+平均百株虫量为
$9'

头(平均被害株率为

$9";

&其他多数市州平均百株虫量均低于
=

头(平

均被害株率低于
=;

+但是鄂州(黄冈(荆门虫量较

低+被害株率较高+分别为
%'9!;

(

J9%;

和
=9J;

'

春玉米百株虫量(被害率最高县区是襄阳市襄州+分

别为
%&=

头和
$";

$表
#

%'夏玉米主要被害时间是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为拔节期至喇叭口期玉米+宜

昌市虫量(被害株率最高+分别为
%%9'

头和

%&h';

&黄石(鄂州(荆门(荆州(孝感(咸宁(天门(十

堰等
>

地市百株虫量集中在
=

头左右+平均被害株

率在
=;

"

%&;

&武汉(襄阳(黄冈(随州(恩施(神农

架(潜江(仙桃
>

市州平均虫量低(被害株率也低&夏

"

J!'

"



'&'&

玉米局部受害最重的是阳新县+最高虫量和被害株

率为
!>

头和
>=9';

$表
!

%'秋玉米自
>

月中旬后

开始受害+从苗期至灌浆期虫量一直居高不下+特别

是迟播秋玉米幼虫量(蛾量(卵量均明显增高+各地

市平均百株虫量均超过
=

头'大喇叭口期平均百株

虫量(被害株率最高的咸宁市+达到
#>9=

头和

!=h=;

&荆州(襄阳(黄冈(黄石(孝感
=

地市百株虫

量为
%&

"

'&

头+平均被害株率
%%;

"

#&;

&其他地

市平均百株虫量在
=9$

"

J

头之间+平均被害株率多

在
=9&;

"

%'9";

'蔡甸(赤壁(阳新(襄州(沙洋(

云梦(公安
$

县市局部田块最高虫量超过
=&

头(最

高
%#&

头$沙洋%+最高被害株率
"#;

"

J';

$赤壁%

$表
=

%'由田间幼虫量和被害株率整体看+春(夏(

秋三季玉米+面积大(连片种植的地块虫量小(被害

株率低+发生面积小(零星种植的地块虫量高(被害

株率高&秋玉米重于夏玉米+夏玉米重于春玉米+同

一季玉米播种迟的发生较重+春夏或夏秋玉米混播

区迟玉米发生重+早玉米发生明显减轻'

图
#

!

!D#W

年湖北省各市州玉米草地贪夜蛾发生面积

N.

9

<#

!

;332--(03(%-(%*1+%.U(.01(36(5&

B

NQX.0(%343.6

B

*-

,

-(1(362-(.0H2&(.

,

-*7.03(.0!D#W

!

表
=

!

湖北各市州春玉米草地贪夜蛾幼虫虫口密度和被害株率#

!

$%&'(=

!

?%-7%'

,

*

,

2'%6.*05(0/.6

B

*1NQX%055%+%

9

(5-%6(*1/

,

-.0

9

+%.U(.05.11(-(063*206.(/*-

,

-(1(362-(.0H2&(.

,

-*7.03(

市州

Y-,

@S

3.4.5,03.

百株虫量#头
!

C+3B+7012.3

S

.3%&&

S

*+7,H

平均值

LB.3+

I

.

最高值平均

LB.3+

I

.

1+A-101B+*0.

最高值$县%

8+A-101

B+*0.

$

5)07,

@

%

被害株率#
;

!

K.35.7,+

I

.)4-7

`

03.<

S

*+7,H

平均值

LB.3+

I

.

最高值平均

LB.3+

I

.

1+A-101B+*0.

最高值$县%

8+A-101

B+*0.

$

5)07,

@

%

武汉
_06+7 %9J $9= %!9&

$蔡甸%

#9# %#9' '%9&

$蔡甸%

黄石
V0+7

I

H6- '9> %&9> %=9&

$大冶%

#9# %=9$ '$9&

$大冶%

十堰
D6-

@

+7

I

!9' %$9> =>9&

$竹溪%

'9J =9J %&9&

$竹溪%

宜昌
-̂56+7

I

$9> ''9# !#9&

$夷陵%

"9% %&9> '&9&

$夷陵%

襄阳
[-+7

I@

+7

I

$9" #&9= %&=

$襄州%

J9$ #=9> $"9&

$襄州%

鄂州
Ga6)0 !9& >9&

#

%'9! %>9&

#

荆门
N-7

I

1.7 '9J %"9! '!9&

$掇刀%

=9J %=9& #$9&

$掇刀%

孝感
[-+)

I

+7 #9" %%9" %"9&

$安陆%

!9" %=9! '>9&

$安陆%

荆州
N-7

I

a6)0 '9= %%9$ #&9&

$公安%

#9$ %$9% #'9&

$公安%

黄冈
V0+7

II

+7

I

'9J %=9J #J9&

$武穴%

J9% '"9! $"9&

$武穴%

咸宁
[-+77-7

I

#9" %J9> #=9&

$通山%

!9= %"9& 'J9&

$通山%

随州
D0-a6)0 '9% '#9# #$9&

$随县%

#9! %"9= '!9&

$随县%

恩施
G7H6- "9# %>9J #&9&

$巴东%

"9J '!9J !%9&

$巴东%

仙桃
[-+7,+) %9> $9&

#

#9! '&9&

#

潜江
Z-+7

`

-+7

I

&9>

# #

%9% %#9&

#

天门
M-+71.7 #9$

# #

"9& %>9&

#

神农架
D6.77)7

Ì

-+ &9$

# #

&9' =9&

#

!

%

%最高值平均为市州所辖多个县区调查的最高值的平均+下表同'

LB.3+

I

.1+A-101B+*0.-H,6.+B.3+

I

.)41+A-101B+*0.)4*+3B+7012.3

S

.3%&&

S

*+7,H)3

S

.35.7,+

I

.)4-7

`

03.<

S

*+7,H-7<-44.3.7,5)07,-.H9M6.

H+1.2.*)F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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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杨俊杰等!

$%&'

年湖北省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规律和监测技术探索

表
!

!

湖北各市州夏玉米草地贪夜蛾幼虫虫口密度和被害株率

"#$%&!

!

'#()#%

*

+

*

,%#-.+/0&/1.-

2

+3456#/00#7#

8

&0(#-&+31,77&(7#.9&./0.33&(&/-

:+,/-.&1+(

*

(&3&:-,(&./;,$&.

*

(+)./:&

市州

()*

+

,

-./.0*1-.

百株虫量"头
!

23-435167.-

,

.-&%%

,

835*9

平均值

:4.-3

;

.

最高值平均

:4.-3

;

.

63<)6164381.

最高值#县$

=3<)616

4381.

#

0>15*

+

$

被害株率"
?

!

@.-0.5*3

;

.>/)5

A

1-.B

,

835*9

平均值

:4.-3

;

.

最高值平均

:4.-3

;

.

63<)6164381.

最高值#县$

=3<)616

4381.

#

0>15*

+

$

武汉
C1D35 #E# FE% &$E%

#汉南$

GE! &!EG $$E%

#汉南$

黄石
H135

;

9D) GE% $#E# !FE%

#阳新$

'E' #'EI FGE$

#阳新$

十堰
JD)

+

35

;

GEG &&EF $%E%

#竹山$

!EI &%E% $&E%

#竹山$

宜昌
K)0D35

;

&&E$ $GE& G$E%

#秭归$

&%E$ $FE# "%E%

#秭归$

襄阳
L)35

;+

35

;

$E" FE& $&E%

#樊城$

#E% &#E% !%E%

#樊城$

鄂州
MND>1 GE% &GE%

"

GE% $%E%

"

荆门
O)5

;

6.5 GE% &&E' &$E%

#沙洋$

!EF &$EG $%E%

#沙洋$

孝感
L)3>

;

35 GEG &&E$ &FE%

#应城$

GE! &IE% #GE%

#应城$

荆州
O)5

;

ND>1 !EF &%E% &GE%

#洪湖$

"E# $$E& !GE%

#洪湖$

黄冈
H135

;;

35

;

$EG IEF &$E%

#武穴$

IE$ &IEG !GE%

#武穴$

咸宁
L)355)5

;

!E$ &FE# #IE%

#咸安$

!E" $&EG #&E%

#咸安$

随州
J1)ND>1 $E' #!E% #FE%

#曾都$

#E& #IE" !%E%

#曾都$

恩施
M59D) #EF $%E$ G#E%

#巴东$

!E! $$E' GFE%

#巴东$

仙桃
L)35*3> &EG FE%

"

&EF &FE%

"

潜江
P)35

A

)35

;

&E% &E&

"

&E$ &E!

"

天门
Q)356.5 !EF &%E%

"

"E! &!E%

"

表
<

!

湖北各市州秋玉米草地贪夜蛾幼虫虫口密度和被害株率

"#$%&<

!

'#()#%

*

+

*

,%#-.+/0&/1.-

2

+3456#/00#7#

8

&0(#-&+3#,-,7/7#.9&./0.33&(&/-

:+,/-.&1+(

*

(&3&:-,(&./;,$&.

*

(+)./:&

市州

()*

+

,

-./.0*1-.

百株虫量"头
!

23-435167.-

,

.-&%%

,

835*9

平均值

:4.-3

;

.

最高值平均

:4.-3

;

.

63<)6164381.

最高值#县$

=3<)616

4381.

#

0>15*

+

$

被害株率"
?

!

@.-0.5*3

;

.>/)5

A

1-.B

,

835*9

平均值

:4.-3

;

.

最高值平均

:4.-3

;

.

63<)6164381.

最高值#县$

=3<)616

4381.

#

0>15*

+

$

武汉
C1D35 FEF $"E$ G"E%

#蔡甸$

&$E" #"E& "GE%

#蔡甸$

黄石
H135

;

9D) &#E! $'E% G%E%

#阳新$

$'EF G%EG F"E%

#阳新$

十堰
JD)

+

35

;

"EF &$E% &FE%

#房县$

GE% IE% $FE%

#房县$

宜昌
K)0D35

;

"E% &!E# &!E#

#枝江$

IEG &"EI &"EI

#枝江$

襄阳
L)35

;+

35

;

&GE% !!E% "#E%

#襄州$

$"EF GIE% F'E%

#襄州$

鄂州
MND>1 FEG &#E"

"

&GE$ $FEG

"

荆门
O)5

;

6.5 "EG I!E% &#%E%

#沙洋$

'E% !FEG "IE%

#沙洋$

孝感
L)3>

;

35 &%E" $'E% G%E%

#云梦$

&&E% !"E& I$E%

#云梦$

荆州
O)5

;

ND>1 &'E! GFE$ &GE%

#公安$

&"EG !$E$ "GE%

#公安$

黄冈
H135

;;

35

;

&#EF #&E' G%E%

#黄州$

$$E& !IE$ "#E%

#黄州$

咸宁
L)355)5

;

#FEG GGE% F$E%

#赤壁$

!GEG "&E% '$E%

#赤壁$

仙桃
L)35*3> "E$ !"E%

"

FE# #GE%

"

天门
Q)356.5 GEI &'E%

"

&$E% $IEG

"

=>!

!

作物受害部位

草地贪夜蛾幼虫嗜好取食玉米苗%心叶%幼穗%籽

粒等玉米幼嫩部位&

&&

'

(在湖北地区观测(该虫最喜苗

期玉米心叶(其次是喇叭口期玉米心叶(在零星种植区

和秋玉米上也为害籽粒和幼穗(钻蛀茎秆咬食玉米茎

基部情况较少)在甘蔗上幼虫主要为害植株顶端幼叶(

没有观测到钻蛀茎秆现象)在薏米上主要为害心叶%嫩

叶(有钻蛀茎秆现象(没有观测到为害籽粒现象)在高粱

上其为害心叶%嫩叶和嫩穗(也钻蛀幼嫩茎秆)在油菜%

苏丹草%墨西哥玉米草上主要为害嫩叶#心叶$*

=><

!

成虫诱测

=><>?

!

性诱剂诱测

湖北省主要应用的是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有限

公司%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捷四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百米生物实业有限公司等企

业产品(总数超过
$

万台#套$*

"

月
RI

月诱虫量

少(多地处于成虫始见期(

"

月
&!

日武汉蔡甸区首

次诱到成虫
&

头(至
I

月
&F

日(石首市%荆州区%蕲

春县等
$&

个站点共计诱到成虫
$GG

头(但没有明显

的诱虫高峰*进入
F

月份(各县区都诱到成虫(诱虫

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大(各地蛾峰多出现在

F

月中旬后期和
'

月中下旬*云梦监测点
F

月
$#

日

R$F

日和
'

月
&G

日
R$#

日出现两个明显蛾高峰(

G

个乡镇
&$%

套诱捕器总蛾量折算的单台诱捕器
$B

最高诱虫量分别为
!#EI

头和
&%$E#

头#图
$

$)蔡甸

区在
F

月底%

'

月中旬%

&%

月中旬出现
#

个蛾高峰(

+

&G$

+



$%$%

单台诱捕器虫量均超过
$%

头)沙洋县蛾高峰出现在

'

月中下旬(

'

月
&I

日高峰日
&'

个诱捕器诱蛾总量

#%&

头(平均单台诱捕器超过
&"

头)蕲春县蛾高峰

出现在
'

月底
&%

月初(平均单台诱捕器最高虫量

G

头)浠水县整个监测期蛾量一直比较高(没有明显

的峰值(

F

月份平均单台诱捕器蛾量在
G

!

&&

头(可

能与其诱捕器设置在长江江心洲玉米田的独特地理

位置有关*

图
=

!

云梦县
@

月
?A

月每
=0

单台诱捕器诱蛾量

4.

8

>=

!

B,7$&(+37+-C-(#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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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测报灯诱测

$%&'

年湖北省在钟祥%枝江%宣恩%郧西%当阳%

安陆%荆州%仙桃%枣阳%崇阳%通城%蕲春等
&$

个县

市各设置
&

台高空测报灯(监测草地贪夜蛾种群及

迁飞动态*枝江
I

月
$"

日开灯(其他站点
F

月中旬

后投入监测*从诱虫结果来看(枝江站
F

月上旬有

一个诱虫小高峰(虫量
"G

头#

F

月
$

日$)

F

月
$I

日

至
'

月
#

日钟祥%通城等站有一个诱虫高峰(钟祥%崇

阳%荆州%枝江日诱蛾量分别为
$GG

%

&!G

%

&I

%

&'

头)其

中钟祥最高诱虫量为
F

月
$'

日
!'&

头(崇阳县最高

诱虫量为
F

月
$F

日
$G"

头(其他县区的日诱虫量均

低于
G%

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各站点灯下普遍

出现诱虫高峰(钟祥%崇阳%安陆%通城%当阳
G

站点高

峰期单灯日均诱蛾量分别为
!G'

%

$G#

%

$&'

%

#F

头和
#%

头(高峰日虫量最高达
&!$I

%

"&%

%

F"$

%

&#%

头和
&$%

头#钟祥%崇阳%安陆三县市诱蛾情况见图
#

$*

图
H

!

钟祥!崇阳和安陆三县市高空测报灯草地贪夜蛾诱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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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杨俊杰等!

$%&'

年湖北省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规律和监测技术探索

=>L

!

冬前虫#态$和数量

&$

月中下旬湖北省部分县区在秋玉米田仍可

调查到草地贪夜蛾活虫*荆门市
&$

月
&$

日在东宝

区查见存活幼虫(

!

块地见蛹
$

头#共挖
!%6

$

$)钟

祥市高空灯蛾终见期为
&&

月
$"

日(诱蛾
&

头)黄冈

市黄州区%浠水县
&$

月
&"

日查见存活幼虫#各
&

头$

和活蛹#黄州
G

头%浠水
$

头$(黄冈市蕲春县
&I

日挖

到活蛹
!

头(黄冈市英山县
$G

日挖到活蛹
$

头)咸宁

市嘉鱼县
&$

月
&I

日在新街镇马鞍山村秋玉米冬闲

田挖到
'

头活蛹#共挖
G%6

$

$)宜昌市当阳市
&$

月
$I

日在玉米自生苗残
!

上查到高龄活幼虫
#

头*

H

!

讨论及建议

$%&'

年草地贪夜蛾首次入侵湖北地区(

F

月份

以前迁入虫量较低(处于虫源积累阶段(春玉米%早

播夏玉米受害较轻*据荆门市夏玉米草地贪夜蛾为

害试验#品种,蠡单
$"

-(播期
G

月
$$

日(

'

月
'

日收

获取样$(结果表明(受害玉米的株高%果穗长和重量

均受到影响(与正常株相比(受害株平均株高降低

"EI?

%平均果穗短
FE&?

%平均穗粒轻
$&E"?

*按

草地贪夜蛾在我国适生区划分(北纬
$FS

以南均可越

冬(包括临近湖北的湖南%江西两省南部区域&

"

'

(该

虫在这些地区定殖后(预计常年北迁至湖北地区会

比
$%&'

年提前
&

个月左右(增加一个世代(湖北产

区春玉米%夏玉米受害将加重(也极有可能为害穗期

小麦(应提高警惕(及时防范*

该虫无滞育习性&

&$

'

(按已有资料推测在湖北不

能越冬(但
&$

月底湖北部分县区还能查见高龄幼虫

及蛹(其抗低温的能力超出预料(应在湖北地区加强

该虫越冬的观察和研究*

在草地贪夜蛾大区监测方面(性诱剂%高空灯诱

蛾高峰在
F

月底至
'

月初%

'

月中旬后期至
&%

月初(

两个峰次比较吻合(初步判定该时期是迁入#出$高

峰*性诱剂是当前主要监测手段之一(其在美洲%非

洲等草地贪夜蛾发生区运用十分广泛&

&#&"

'

(但在
$%&'

年的实践中(前期表现出诱不到虫%诱集杂虫多的缺

点(其质量和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灯诱方面(高

空测报灯诱集效果明显(但人工分拣工作量较大(长

时间开灯费用也高)应尽快摸清草地贪夜蛾成虫迁飞

路径(加强区域联合监测(充分发挥高空测报灯的优

势(摸清草地贪夜蛾夜间上灯节律%减少无效开灯时

间*草地贪夜蛾成虫趋光性不强(普通测报灯诱集效

果较差(但在实际生产中观测(钟祥%崇阳%枣阳等玉

米种植区测报灯日均诱虫量
$$

头(呈现明显高峰#峰值

$&%

头$(也能达到监测的目的(在监测草地贪夜蛾成虫

方面(普通测报灯的安装地点%设置高度%光源等参数要

重新试验和明确(以充分发挥常规测报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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