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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云南稻区香型软米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犛狅犵犪狋犲犾犾犪犳狌狉犮犻犳犲狉犪（Ｈｏｒｖáｔｈ）及其主要捕食性天敌黑肩绿

盲蝽犆狔狉狋狅狉犺犻狀狌狊犾犻狏犻犱犻狆犲狀狀犻狊和蜘蛛发生动态的影响，以地方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云恢２９０’‘文稻１１号’‘红香软７

号’为供试品种，‘ＴａｉｃｈｕｎｇＮａｔｉｖｅ１’（ＴＮ１）为感虫对照，系统调查了白背飞虱、黑肩绿盲蝽和蜘蛛种群田间发生

量。结果表明：大田期３个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田间虫量均略超过‘ＴＮ１’，表现为感虫；水稻分蘖期白背飞虱的峰

期虫量２５００～３８６３头／百丛，其中低龄若虫占８０％以上。捕食性天敌田间种群数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黑肩绿盲

蝽发生高峰期比白背飞虱滞后１周，而蜘蛛田间种群数量随生育期逐渐上升，在水稻成熟期达最大值。在白背飞虱

发生高峰期，益害比接近１∶４０。分蘖期低龄若虫对后期的发生量有重要影响，是防治关键期；水稻拔节期至蜡熟期

可充分利用黑肩绿盲蝽、蜘蛛等天敌对白背飞虱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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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卷第１期 尹艳琼等：白背飞虱及其捕食性天敌在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的发生特征

　　云南从海拔７６ｍ的河口县到２７００ｍ的永宁镇

均有稻作分布，是世界公认稻种遗传多样性和生态

多样性中心［１２］，其中版纳、临沧、文山和红河等不仅

是稻种优异种质的富集地，还是特优质香型软米水稻

的原产地［３４］。香型软米是云南特有的一种籼型优质

米，广南遮放、八宝米米质柔软、香糯可口，是历代朝廷

贡米［５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云南水稻育种单位

为主的农业科研机构，把ＩＲ系列品种水稻的优良性状

基因导入云南香型软米老品种进行改良，育成了近３０

个香味浓郁、米质柔软的新品种［６］。近年来，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香、软品质成为消费者考量的重要指

标［７］，市场价格攀升，香型软米推广面积逐年扩大，开

远市２０１７年‘云恢２９０’‘滇屯５０２’‘红香软７号’等香型

软米品种比例约占总播种面积的９０％
［８］。

白背飞虱犛狅犵犪狋犲犾犾犪犳狌狉犮犻犳犲狉犪（Ｈｏｒｖáｔｈ）是云

南省水稻生产上的重要害虫，是稻飞虱中的优势种

群［９］，发生率达到１００％
［１０］。黑肩绿盲蝽犆狔狉狋狅狉犺犻

狀狌狊犾犻狏犻犱犻狆犲狀狀犻狊能有效地捕食白背飞虱的卵和低龄

若虫，平均捕食率可达３０％～５０％
［１１］，蜘蛛是成虫

和若虫期的主要天敌［１２］。随着水稻品种及栽培制

度的变更，稻田飞虱群落的种间关系也发生了一些

引人注目的变化，白背飞虱的发生与为害逐年加

重［１３］，迅速成为水稻的主要害虫［１４］。有研究表明白

背飞虱的加重猖獗成灾频率上升与杂交水稻种植面

积的扩大呈密切正相关性［１５］。香型软米等功能型

大米的推广应用，是否又会加重白背飞虱的发生，影

响稻田飞虱群落变化等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本

研究依据昆虫群落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云南省

繁育的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为研究对象，以感虫品种

‘ＴＮ１’为对照，探讨香型软米对白背飞虱以及田间

主要捕食性天敌种群动态的影响，为香型软米推广

应用以及田间害虫可持续性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文稻１１号’，文山州农科所用文稻４号（♀）×

红香软米（♂）杂交选育而成，籼型常规稻；‘红香软

７号’，红河州农科所用滇屯５０２（♀）×云恢２９０

（♂）杂交选育而成，籼型常规稻；‘云恢２９０’，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等用‘ＩＲ２６８’选育而

成，籼型常规稻；以上材料均由云南省水稻产业技术

体系区域试验站提供。

‘Ｔａｉｃｈｕｎｇｎａｔｉｖｅ１’（ＴＮ１）材料来自本课题组

保有的感虫对照试验材料。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试验设计

在师宗县五龙乡（１０４．１８°Ｅ、２４．８４°Ｎ，海拔

９３８．９ｍ）典型湿热籼稻区，小区面积５ｍ２，株行距

１５ｃｍ×３０ｃｍ，单株移栽，基本苗１００株，试验设

３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试验田四周设保护行。试

验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６日播种，５月９日移栽，５月２０

日开始第１次田间虫量调查，６月３日第２次调查，

此后，每周调查１次，至８月１９日水稻蜡熟期结束。

田间白背飞虱自然迁入发生，苗期至收获期不施任

何杀虫剂，常规田间肥水管理。

１．２．２　种群数量调查方法

田间系统调查方法：田间虫量系统调查参照国

家标准《稻飞虱测报调查规范》（ＧＢ／Ｔ１５７９４２００９）

拍查法（３３ｃｍ×４５ｃｍ白搪瓷盘）开展调查。每个

小区随机调查１０丛，记录每丛稻株上白背飞虱（不

同翅型的成虫、低龄和高龄若虫）、蜘蛛（不分种类）

和黑肩绿盲蝽数量，最后换算成百丛虫口密度。

１．２．３　测报灯监测

使用一盏佳多ＰＳ１５Ⅲ型全自动虫情测报灯，５

月２６日至８月３０日，逐日对诱获的成虫计数，区别

白背飞虱雌雄。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获得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

法进行分析比较，检测同一时间不同品种间白背飞

虱、蜘蛛、黑肩绿盲蝽田间虫口密度的差异显著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白背飞虱种群动态

在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白背飞虱的种群数

量变化如表１。从表１可知白背飞虱的发生呈明显

的单峰型，发生高峰期在６月３日前后，此时水稻正

处于分蘖期，白背飞虱为害影响有效分蘖。云南香

型软米水稻品种 ‘文稻１１号’白背飞虱百丛虫口数

最高，为３８６３．３３头，其次是‘红香软７号’，为

３０６６．６７头，‘云恢２９０’最低，为２８００头，均高于

‘ＴＮ１’的百丛虫口数２５００头。６月１７日后田间白

背飞虱虫量锐减，发生量低于１０００头／百丛。从分

蘖期到蜡熟期，３个香型软米水稻品种的田间虫量

均高于感虫对照‘ＴＮ１’，表现感虫，相同生育期田间

虫量与感虫对照‘ＴＮ１’没有显著性差异。

由图１可知，滇东稻区白背飞虱田间低龄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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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出现了３次高峰，５月２０日、６月２４日、８月５

日，由此推断滇东稻区白背飞虱年发生３个代次。

５月２０日田间白背飞虱平均发生量２１４６头／百丛，

低龄若虫占８１．１１％，６月２４日是４３１头／百丛，低

龄若虫占７４．９６％，７月２９日田间白背飞虱平均发

生量８５头／百丛，低龄若虫占８２．１２％。白背飞虱

田间发生量高峰期６月３日田间平均发生量３１３０

头／百从，以高龄若虫为主，占６５．９９％，这个时期的

高龄若虫由５月２０日的低龄若虫发展而来，５月２０

日的低龄若虫的数量对后期的田间虫量有重要影

响，是防治的关键期。

试验田白背飞虱灯光诱测结果如图２所示，试

验田从５月２７日水稻分蘖期至８月１４日水稻蜡熟

期，灯下虫量有２个高峰，分别为５月３０日和６月

１７日，当日单灯虫量分别为１６４８头和１９６８头，与

图１中田间成虫的发生高峰期６月１０日和７月８－

１５日不一致，说明５月３０日和６月１７日灯下虫量

以迁入降落虫源为主。

图１　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白背飞虱各虫态的发生动态

犉犻犵．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犲犪犮犺犻狀狊犲犮狋狊狋犪犵犲狅犳狑犺犻狋犲犫犪犮犽犲犱狆犾犪狀狋犺狅狆狆犲狉（犠犅犘犎）犻狀犳狉犪犵狉犪狀狋狊狅犳狋狉犻犮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犻狀犢狌狀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图２　试验田灯光诱测白背飞虱种群发生动态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狑犺犻狋犲犫犪犮犽犲犱狆犾犪狀狋犺狅狆狆犲狉（犠犅犘犎）狋狉犪狆狆犲犱犫狔犾犻犵犺狋犻狀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犳犻犲犾犱

　
２．２　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稻飞虱捕食性天敌

种群动态

　　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蜘蛛的种群发生动态

见表２。由表２可知，不同水稻品种上蜘蛛种群数

量随水稻的生育期呈上升趋势。调查数据显示，到

水稻生长后期———乳熟期，田间蜘蛛的发生量达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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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云恢２９０’‘文稻１１号’‘红香软７号’最大百丛

虫口数量分别为３１７、３１０头和３０７头，相同生育期

不同品种间蜘蛛发生数量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

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黑肩绿盲蝽的种群数

量变化见表３。由表３可知，黑肩绿盲蝽在稻田有

一个明显的发生高峰，峰期比白背飞虱滞后１周，

‘云恢２９０’‘文稻１１号’‘红香软７号’最大百丛虫

量分别为１１０、１０７头和９３头，均高于‘ＴＮ１’。除峰

期后移外，发生动态与白背飞虱发生动态相似。

２．３　云南香型软米水稻益害比的动态

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田间益 害比的动态

见表４。从表４可知，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上的

益 害虫口比与白背飞虱的峰型一致，５月２７日到

６月３日迁入虫源繁殖了一代，数量出现扩增，而

由于天敌的“滞后效应”，尤其是蜘蛛的滞后，使６

月３日白背飞虱发生高峰期，益 害比为全年最小

值，‘云恢２９０’‘文稻１１号’‘红香软７号’益 害比

分别为１∶２８、１∶２６、１∶３６；从６月１０日到８月１９日

的这个时间段，益 害比在１∶１０以下，捕食性天敌

对白背飞虱田间种群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控制

作用。

３　讨论

早期迁入的白背飞虱成虫在秧苗上定殖产卵，

卵粒随着秧苗进入大田，形成大田初始虫源，构成大

田虫口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６］，云南香型软米水稻品种

在移栽２周后，田间虫量进入发生的高峰期，田间虫

量以低龄幼虫为主，占总发生量的８１．１１％，此生育

期的虫量是影响产量的关键期［１５］，有研究表明在水

稻的重要生育期施用１～２次杀虫剂，可获得与常规

杀虫剂施用量（３～６次）相当或更高的水稻生产经

济收益［１７］，防控苗期迁入的白背飞虱成虫、分蘖期

的低龄若虫，是栽培香型软米水稻品种的关键。水

稻进入拔节期后，益虫比例上升，此时期水稻封行，

白背飞虱在稻丛基部为害，药剂防治很难达到效果，

林华峰［１１］的研究表明，黑肩绿盲蝽与飞虱卵益害比

（Ｂ／Ｅ）达到１∶３００，便不需用药防治。云南香型软米

稻区做好苗期成虫、分蘖期低龄若虫１～２次的防

治，并结合田间管理等措施，增加捕食性天敌的种群

数量，充分发挥天敌的控制作用，可有效地抑制白背

飞虱种群的发生和发展［１８］。

香米不仅香味浓郁、口感好，而且对人体有极高

的营养保健功效，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目前在国

内外市场上，香米市场价格均比普通大米高５０％以

上［７］。水稻品种上植食性昆虫种群的建立与其行为

和发育等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１９］，香型软米水稻品

种叶散，稻茎软，对白背飞虱生长发育、生存和繁殖

等生物学过程有利，种群数量高于感虫品种。所以

优质香型软米水稻的推广要加强白背飞虱的综合治

理，采用保护网或工厂化育苗等措施，严控苗期早期

迁入成虫为害和产卵，做好监测预警，掌握低龄幼虫

防治的关键期，并与保护天敌［２０２１］、农业防治［２２］、环

境调控［１３］、景观生态调控［２３］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够

栽培出优质的香型软米，获得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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