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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期研究发现，草进入盛花期后对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成虫吸引力明显增强，植株上绿盲蝽成虫种

群密度快速上升。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６年，研究了绿盲蝽成虫对初花期与盛花期草的产卵选择性。结果发现：盛花期

草植株上的绿盲蝽成虫密度和卵密度显著高于初花期。绿盲蝽卵主要集中产在花上，而幼芽、嫩茎和叶柄上落卵

量较低。同时，在盛花期草上，绿盲蝽若虫种群密度以及高龄若虫比例显著偏高。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绿盲蝽成

虫对盛花期草的产卵偏好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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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ＭｅｙｅｒＤüｒ）属半

翅目盲蝽科，是我国农作物生产中一种常见的盲蝽

类害虫，其寄主植物范围广泛，达５０余科２００多种，

成虫飞行扩散能力强，常在多种作物之间转移为

害［１］。由于作物种植结构调整、高毒化学农药禁用

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绿盲

蝽的发生危害明显加重，已成为棉花、葡萄、枣、苹

果、桃、茶、苜蓿等作物上的一种重要害虫［２３］。

绿盲蝽成虫偏好取食植物花、蕾等繁殖器官，

从而在田间表现出明显的趋花行为［１，３］。草

犎狌犿狌犾狌狊狊犮犪狀犱犲狀狊（Ｌｏｕｒ．）Ｍｅｒｒ．，俗称“拉拉秧”，

是一种很常见的桑科一年生的农田杂草，早春萌发

进行营养生长，初秋开花，花期持续一个多月［４］。

本实验室前期研究发现，苗期草上绿盲蝽种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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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数量较低；但草进入花期（特别是盛花期）后，

植株上绿盲蝽成虫种群数量快速升高［５］。Ｄｏｎｇ等

研究了绿盲蝽成虫对棉花、蓖麻、凤仙花的苗期和

花期植株的产卵选择性，发现成虫均偏好产卵于花

期植物，而苗期各种植物上的落卵量低［６］。本文通

过田间调查和室内查卵试验，探究绿盲蝽成虫对花

期草的产卵选择性，以期进一步解析绿盲蝽趋花

行为的生物学意义及其种群消长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植物

试验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６年在河北省廊坊市中国

农业科学院廊坊科研中试基地进行。２０１１年种植

草１８００ｍ２，试验田块四周为玉米和大豆；２０１６年

在种有多种植物的试验小区中进行，面积为１２０ｍ２，

周围有艾蒿、野艾蒿、向日葵、凤仙花等。５月初，从

基地周围的农田田埂、沟渠上将草幼苗移栽至试

验田，行距、株距分别约为１．５ｍ、０．３ｍ，全年不施

用任何化学农药。

１．２　试验方法

前期研究发现，在同一田块中不同草植株的

生育期不完全一致。本试验根据田间草开花情况，

同期选择初花期和盛花期植株进行比较研究。初花

期是指草开花量占整个花序小花总量的１０％以下，

盛花期是指开花量约为小花总量的５０％。

２０１１年８月底草进入花期，在田间分别随机

选取１０个初花期和１０个盛花期调查点，每个调查

点为２ｍ×２ｍ，含５～６个花序，利用盆拍法调查绿

盲蝽成虫和若虫数量［５，７］。调查过程中，若虫分低龄

若虫（１～２龄）和高龄若虫（３～５龄）进行记录。在调

查种群动态的同时，每个取样点随机选取０．５ｍ×

０．５ｍ的草植株，带回室内后将植株分为叶柄、嫩

茎、幼芽及花４个不同组织，分别用１％曙红溶液染

色２ｍｉｎ后在显微镜下调查绿盲蝽卵量
［８］。

２０１６年９月初草进入花期，按照２０１１年

相同的程序与方法，开展成、若虫种群密度以及

卵量调查。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草初花期和盛花期的绿盲蝽成虫密度使用狋

检验进行对比分析；草植株不同组织部位的绿盲

蝽卵密度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进

行比较；不同花期绿盲蝽若虫数量及高龄若虫与低

龄若虫比例分别使用狋检验进行对比分析。所有统

计分析均采用ＳＡＳ９．３软件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成虫密度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１年草盛花期绿盲蝽成虫密度

为（４．００±０．９９）头／ｍ２，显著高于初花期的（１．１０±

０．２３）头／ｍ２（狋＝２．８４，犱犳＝１８，犘＝０．０１０８）；２０１６

年盛花期的成虫密度（３．３８±０．４０头／ｍ２）同样显著

高于初花期（０．５３±０．０９头／ｍ２）（狋＝６．９３，犱犳＝１８，

犘＜０．０００１）。

图１　初花期和盛花期草上绿盲蝽成虫种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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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卵密度及其分布

盛花期草植株上卵密度显著高于初花期。其

中，２０１１年，盛花期卵密度达（６．８５±１．１９）粒／ｍ２，

显著高于初花期的（０．６０±０．１８）粒／ｍ２（狋＝５．２０，

犱犳＝１８，犘＝０．０００１），前者是后者的１１．４倍；２０１６

年，盛花期卵密度为（６．２０±０．４５）粒／ｍ２，显著高于

初花期的（０．６５±０．１５）粒／ｍ２（狋＝１１．７４，犱犳＝１８，

犘＜０．０００１），前者是后者的９．５倍。在开花初期和

盛期，绿盲蝽成虫均显著地偏好产卵于花中（图２，

图３）。２０１１年初花期草花中卵密度达（０．５８±

０．１７）粒／ｍ２，盛花期花中卵密度为（６．１５±１．０９）

粒／ｍ２，均显著高于同期其他３个组织（初花期：犉＝

１０．７７，犱犳＝３，３６，犘＜０．０００１；盛花期：犉＝２７．５８，

犱犳＝３，３６，犘＜０．０００１）（图２）。２０１６年绿盲蝽卵

同样集中分布在花中，初花期和盛花期花中卵密度

分别达（０．５５±０．１２）粒／ｍ２和（５．６５±０．３６）粒／ｍ２

（初花期：犉＝１６．５５，犱犳＝３，３６，犘＜０．０００１；盛花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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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犉＝１８２．８１，犱犳＝３，３６，犘＜０．０００１）（图３）。

图２　２０１１年初花期和盛花期草不同组织中的

绿盲蝽卵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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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６年草初花期和盛花期不同组织中的

绿盲蝽卵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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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狊狊狌犲狊狅犳犎狌犿狌犾狌狊狊犮犪狀犱犲狀狊犪狋狋犺犲犻狀犻狋犻犪犾犪狀犱

犳狌犾犾犳犾狅狑犲狉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狊犻狀２０１６

２．３　若虫密度及其年龄结构

与初花期相比，两年盛花期草上绿盲蝽若虫

密度以及高龄若虫与低龄若虫的比值均显著高于初

花期（犘＜０．０５）（表１）。

表１　初花期和盛花期草上绿盲蝽若虫密度及高龄与低龄若虫的比例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狏犲狉犪犵犲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狀狔犿狆犺狊犪狀犱狉犪狋犻狅狅犳１狊狋－２狀犱犻狀狊狋犪狉犪狀犱３狉犱－５狋犺犻狀狊狋犪狉狀狔犿狆犺狊狅狀

犎狌犿狌犾狌狊狊犮犪狀犱犲狀狊狆犾犪狀狋狊犪狋狋犺犲犻狀犻狋犻犪犾犪狀犱犳狌犾犾犳犾狅狑犲狉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狊

年份

Ｙｅａｒ

若虫密度／头·ｍ－２

Ｎｏ．ｏｆｎｙｍｐｈｓｐｅｒｍ２

初花期

Ｉｎｉｔｉａｌ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盛花期

Ｆｕ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统计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高龄若虫／低龄若虫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１ｓｔ－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ａｎｄ３ｒｄ－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ｎｙｍｐｈｓ

初花期

Ｉｎｉｔｉａｌ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盛花期

Ｆｕｌｌ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统计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２０１１ （０．９５±０．２８）ｂ （２．０８±０．４１）ａ
狋＝２．２８，犱犳＝１８，

犘＝０．０３５３
（０．５２±０．０８）ｂ （０．９７±０．１４）ａ

狋＝２．９４，犱犳＝４，

犘＝０．０４２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０．２５）ｂ （５．６５±０．２０）ａ
狋＝１０．９４，犱犳＝１８，

犘＜０．０００１
（０．３４±０．０５）ｂ （１．０５±０．１１）ａ

狋＝５．７６，犱犳＝４，

犘＝０．００４５

　１）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对于同一指标，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初花期与盛花期之间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Ｆｏｒｅａｃ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ｍｅａｎ±Ｓ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ｎｄ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犘＜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盛花期草上绿盲蝽成虫密度显著

高于初花期，这与前期发现花期草绿盲蝽种群密

度高于苗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５］，进一步证实了绿

盲蝽对草花期的偏好性。除此以外，绿盲蝽成虫

偏好花期植物的习性与现象，已先后在棉花、向日

葵、蓖麻、凤仙花、藿香、艾蒿、野艾蒿等多种寄主植

物上得到证实［５］。这一习性是解析绿盲蝽种群季节

性消长动态以及转移扩散规律、研发绿盲蝽种群区

域性治理技术对策的关键切入点［３］。　

我们发现，盛花期草上绿盲蝽卵密度显著高

于初花期，这说明成虫选择花期草植株不仅为了

自身取食，还为了繁殖后代。董吉卫等研究发现，绿

盲蝽卵在铃期棉株不同组织的分布如下：叶柄上卵

量最高，约占总卵量的５０％ 左右；其次是叶脉、蕾柄

与铃柄，在主茎上未发现有卵［８］。本文研究发现，绿

盲蝽卵在草植株不同组织的分布情况为：花上卵

量最高，但在幼芽、嫩茎和叶柄上几乎未发现。这表

明，对于不同种类的寄主植物，绿盲蝽成虫在各种组

织中的产卵偏好程度不同，这可能与不同植物的本

身结构差异有关，也可能受组织木质化程度的影响。

比如，棉花主茎的木质化程度高，不利于产卵器刺破

组织表面，因此绿盲蝽成虫不选择主茎进行产卵［８］。

盛花期草的若虫密度显著高于初花期，并

且盛花期高龄若虫所占比例较初花期显著升高，

·１６１·



２０１７

这说明盛花期草不仅能吸引成虫产卵，也更适

宜后代生长发育，体现了成虫产卵选择性与后代

适合度之间的一致性。Ｇｅｎｇ等报道相对于棉花，

绿盲蝽成虫偏好选择绿豆产卵，同时绿豆植株上

的若虫发育速率高于棉花［９］；Ｄｏｎｇ等发现绿盲蝽

成虫偏好产卵于花期棉花、凤仙花和蓖麻植株，

且花期植株较苗期也更适宜若虫存活［６］。绿盲

蝽成虫和若虫的取食习性基本一致［１］，是形成上

述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草在绿盲蝽主要发生区域———长江流域与黄

河流域是一种常见的农田杂草，是我国华北地区绿

盲蝽早春和夏秋季节的一种重要的杂草寄主［１０１１］。

特别是每年８月底至９月初，草进入花期，是大量

吸引绿盲蝽成虫的主要时期。草花量较大，花期

长达一月之久，可长时间维持高密度的绿盲蝽种群。

在防治绿盲蝽的生产实践中，可以利用成虫对花期

草的偏好习性，将田边、沟渠等处草利用为诱集

植物，集中防治绿盲蝽，从而减少秋季虫源密度以及

当年越冬卵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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