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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桃棉花间作对棉田牧草盲蝽发生与为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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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扁桃棉花间作对棉田牧草盲蝽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发生及为害的影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采用目

测法对单作棉田、扁桃棉花间作（东西）田、扁桃棉花间作（南北）田３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发生与为害情况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３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种群动态趋势基本一致且无显著性差异，但均呈现显著的季节性变化；对３

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不同虫态百株累计虫量而言，单作棉田成虫、若虫和成若虫累计数量均显著高于２种间作类型

的棉田，单作棉田百株棉花棉铃被害率亦显著高于２种间作类型棉田。对２种类型的间作棉田，扁桃棉花间作（东

西）田牧草盲蝽各虫态的种群数量和棉铃被害率均低于扁桃棉花间作（南北）田，其中２０１５年各虫态的种群数量达

到显著性差异。研究表明相较于单作棉田，扁桃棉花间作不利于棉田牧草盲蝽的发生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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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草盲蝽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盲蝽科Ｍｉｒｉｄａｅ、盲蝽亚科Ｍｉｒｉｎａｅ、草盲

蝽属犔狔犵狌狊，是新疆棉田盲蝽的优势种
［１２］。在新疆

棉区以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为害最为严重，引起棉

花蕾铃脱落率达６２．２％～８２．２％，是当时新疆棉花

的主要害虫之一［３５］。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逐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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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次要害虫，２０００年后受新疆转Ｂｔ基因棉花的

广泛种植（２０１３年全疆转基因棉种植面积占棉花种

植总面积的５２．５％），以及种植模式改变、种植业结

构调整、作物布局改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牧草盲蝽

在新疆南部棉区发生面积逐年增加、数量剧增，增大

了其潜在危害的可能性［６７］。

近年来，新疆为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

特色林果业，截至２０１６年全区特色林果种植面积突

破１４６．５６万ｈｍ２，总产量６５０万ｔ，产值４５０多亿

元［８］。为促进新疆南部特色林果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目前棉花普遍采用果

棉间作种植模式。果树进入棉田，改变了棉田的作

物布局，相对于传统的单作棉田，果棉间作改变了棉

田温度、湿度和光照等，同时改变了节肢动物的组

成、生存环境和食物网等［９１２］。目前关于果棉间作

对棉田主要害虫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杏棉间作和

枣棉间作上［１２１４］。关于扁桃棉花间作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棉花产量、品质和光合特性方面，扁桃棉花间作

对棉田主要害虫发生的影响未见报道［１５１６］。本文选

取新疆莎车县优势特色林果扁桃与棉花作为研究对

象，揭示扁桃棉花间作对新疆棉花潜在重大害虫牧

草盲蝽发生及为害的影响，为扁桃棉花间作棉田牧

草盲蝽的分区域治理和防治提供依据。

１　试验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选择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塔尕尔其乡古

再村（东经７７°２６′，北纬３８°５５′）进行。

１．２　试验地选择及试验设计

棉田类型分别选择单作棉田、扁桃棉花间作（南

北）田和扁桃棉花间作（东西）田３种种植模式，其中

南北和东西分别表示扁桃走向。

每种种植模式棉田选３块地，共调查９块棉田，

各类型棉田间隔不超过５００ｍ，每块棉田面积不小

于１ｈｍ２。棉花品种均为‘中棉４９号’，采用宽窄行

机械一条龙覆膜播种，２０１４年为４月８日播种，播种

密度为２７万株／ｈｍ２，有效株数为１９．５万株／ｈｍ２；

２０１５年为４月１０日播种，播种密度为２７万株／ｈｍ２，

有效株数为２１万株／ｈｍ２。各类棉田灌溉方式均为

漫灌，土壤肥力相近，用药、水肥、打顶等栽培管理措

施一致。

扁桃株行距配置均为４ｍ×６ｍ，树龄为７～８

年。按照当地扁桃的管理方式，调查期内扁桃仅进

行修剪、浇水和施肥，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

１．３　调查方法

牧草盲蝽种群数量调查方法：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

年６－８月进行，每７ｄ调查１次。采取随机取样法，

每点连续５株棉花为一个样方，每块田调查２０个样

方，共调查１００株棉花。鉴于牧草盲蝽成虫善于飞

行，若虫喜藏匿于蕾、花、铃的苞叶内和叶片叶脉分

支处。故调查时采用整体目测法，在接近取样点前

先观测棉株叶片上成虫数量；再全株调查，包括逐个

剥开蕾、花、铃的苞叶，逐个翻开叶片及查看茎秆，分

别记录棉株上牧草盲蝽成虫和若虫数量［１７１８］。

棉铃被害率调查方法：采取随机取样法，每点连

续５株棉花为一个样方，每块田调查２０个样方，每

块棉田共调查１００株棉花。８月底进行调查，调查

时先数清每株棉花的成铃数量，若铃上有牧草盲蝽

为害后形成的黑色斑点即视为被害铃，单株记录铃

数和被害铃数。

１．４　数据分析

数据统计和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ＡＳ９．３软件进

行，应用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ｄａｔａＡＮＯＶＡ对整个

生长季牧草盲蝽的种群发生动态进行方差分析；对

不同类型棉田牧草盲蝽种群数量应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分析方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如果差异

显著再进行多重比较（Ｄｕｎｃａｎ’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类型棉田对牧草盲蝽种群发生动态的影响

通过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调查可以看出，不同种植模

式棉田牧草盲蝽成虫种群动态趋势基本一致，总体

表现为第１代成虫６月上、中旬迁入棉田，６月中旬

左右为第１代迁入高峰期，第２代成虫高峰期为７

月中旬左右，８月中旬开始逐渐迁出棉田。

２０１４年单作棉田和扁桃棉花间作（南北）棉田

牧草盲蝽成虫迁入高峰期为６月１８日；扁桃棉花

间作（东西）棉田迁入高峰期为６月２５日，较前两

种类型棉田迁入期有所推迟；３种类型棉田第２代

牧草盲蝽成虫高峰期均为７月１６日；８月中旬开

始逐渐迁出棉田。通过对不同类型棉田、不同调查

时间牧草盲蝽成虫种群数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３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成虫种群密度无显著差

异（犉２，４＝０．９０，犘＝０．４７７０），但均呈现显著的季节

性变化（犉１０，６０＝８．３８，犘＜０．０００１）。其中，单作棉

田和扁桃棉花间作（东西）棉田（狋＝１．３４，犱犳＝１，４，

犘＝０．２５２４）、单作棉田和扁桃棉花间作（南北）棉田

（狋＝０．６０，犱犳＝１，４，犘＝０．５７９９）及两种间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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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狋＝－０．７３，犱犳＝１，４，犘＝０．５０３２）均无显著

差异，见图１。

图１　不同种植模式棉田牧草盲蝽成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４年）

犉犻犵．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犪犱狌犾狋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犻狀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年调查数据显示，３种类型棉田均为６月

２５日始见牧草盲蝽若虫，７月９日达到第２代若虫

发生高峰。对不同类型棉田各调查日百株棉花牧草

盲蝽若虫种群数量进行方差分析得出，不同类型棉

田若虫种群密度并无显著差异（犉２，４＝３．６０，犘＝

０．１２７５），但均呈现显著的季节性变化（犉１０，６０＝

１３．５５，犘＜０．０００１）。其中，单作棉田和扁桃棉花间

作（东西）棉田（狋＝２．６８，犱犳＝１，４，犘＝０．０５５１）、单

作棉田和扁桃棉花间作（南北）棉田（狋＝１．２７，犱犳＝

１，４，犘＝０．２７４１）及两种间作类型棉田（狋＝－１．４２，

犱犳＝１，４，犘＝０．２２９８）均无显著差异，见图２。

图２　不同种植模式棉田牧草盲蝽若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４年）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狀狔犿狆犺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犻狀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３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成虫种群动态

趋势与２０１４年基本一致，６月中旬第１代成虫迁入

棉田，７月中旬达到第２代成虫发生高峰期，８月中、

下旬开始逐渐迁出棉田。不同类型棉田牧草盲蝽成

虫种群密度无显著差异（犉２，４＝１．１３，犘＝０．４０９２），

均呈现出显著的季节性变化（犉１０，６０＝１１．２５，犘＜

０．０００１）。其中，单作棉田和扁桃棉花间作（东西）

棉田（狋＝１．３８，犱犳＝１，４，犘＝０．２３９３）、单作棉田和

扁桃棉花间作（南北）棉田（狋＝０．１８，犱犳＝１，４，犘＝

０．８６４２）及两种间作类型棉田（狋＝－１．２，犱犳＝１，４，

犘＝０．２９６７）均无显著差异，见图３。

图３　不同种植模式棉田牧草盲蝽成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５年）

犉犻犵．３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犪犱狌犾狋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犻狀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３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若虫种群动态

趋势与２０１４年基本一致，且３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

若虫种群动态趋势基本一致，６月下旬始见若虫，７

月上中旬达到若虫发生高峰期。

不同种植模式下盲蝽若虫种群密度并无显著差

异（犉２，４＝２．５８，犘＝０．１９１０），但均呈现显著的季节性

变化（犉１０，６０＝１０．６１，犘＜０．０００１）。其中，单作棉田和

扁桃棉花间作（东西）棉田（狋＝２．２６，犱犳＝１，４，犘＝

０．０８６３）、单作棉田和扁桃棉花间作（南北）棉田（狋＝

０．９９，犱犳＝１，４，犘＝０．３７９４）及两种间作类型棉田（狋＝

－１．２８，犱犳＝１，４，犘＝０．２７０８）均无显著差异，见图４。

２．２　不同类型棉田牧草盲蝽种群密度分析

３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成虫、若虫和成、若虫合

计百株累计虫量均为单作棉田＞扁桃棉花间作（南

北）＞扁桃棉花间作（东西）。对单作棉田、扁桃棉花

间作（南北）、扁桃棉花间作（东西）３种类型棉田牧

草盲蝽发生期内不同虫态百株累计虫量进行方差分

析，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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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种植模式棉田牧草盲蝽若虫种群动态（２０１５年）

犉犻犵．４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狀狔犿狆犺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犻狀２０１５

对牧草盲蝽成虫、若虫，２０１４年单作棉田成虫及

若虫的累计百株虫量均显著高于两种间作类型棉田，

两种间作棉田间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２０１５年３种

类型棉田成虫及若虫的累计百株虫量均存在显著

性差异（犘＜０．０５），单作棉田累计虫量最高，其次

为扁桃棉花间作（南北）田，扁桃棉花间作（东西）

田最低。对牧草盲蝽成虫和若虫合计虫量而言，

２０１４年单作棉田累计百株虫量显著高于两种间作

类型棉田，两种间作棉田间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３种类型棉田累计百株虫量均存在显著性

差异（犘＜０．０５），单作棉田累计虫量最高，其次为

扁桃棉花间作（南北）田，扁桃棉花间作（东西）田

最低。

２．３　不同类型棉田棉铃被害率分析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对３种不同类型棉田棉铃被

害率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单作棉田棉铃被害率

最高，显著高于两种扁桃棉花间作棉田（犘＜０．０５）；

其次为扁桃棉花间作（南北）田，扁桃棉花间作（东

西）田棉铃被害率最低，两种间作类型棉田棉铃被害

率差异不显著（表２）。这与３种不同类型棉田牧草

盲蝽种群密度调查结果相吻合。

表１　不同类型棉田牧草盲蝽百株累计虫量（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狆犲狉１００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４犪狀犱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

虫态

Ｓｔａｔｅ

百株累计虫量／头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ｐｅｒ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扁桃棉花间作（东西）

Ａｌｍｏｎｄｃｏｔ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扁桃棉花间作（南北）

Ａｌｍｏｎｄｃｏｔ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

单作棉田

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ｔｔｏｎｆｉｅｌｄ

犱犳 犉 犘

２０１４ 成虫Ａｄｕｌｔ （８２．００±１１．２４）ｂ （９５．６７±５．９３）ｂ （１２５．３３±７．６２）ａ ２，６ ７．４９ ０．０２３

若虫Ｎｙｍｐｈ （１４０．６７±１３．６９）ｂ （１８０．３３±９．１３）ｂ （２９７．６７±２６．２４）ａ ２，６２０．８４ ０．００２
成虫和若虫Ａｄｕｌｔａｎｄｎｙｍｐｈ （２２２．６７±６．４４）ｂ （２７６．００±９．６１）ｂ （４２３．３３±３３．３２）ａ ２，６２６．０６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５ 成虫Ａｄｕｌｔ （４２．３３±４．２６）ｃ （６９．３３±２．３３）ｂ （８１．６７±３．４８）ａ ２，６２５．０４ ０．００１
若虫Ｎｙｍｐｈ （１１４．３３±９．８２）ｃ （１５７．３３±９．５３）ｂ （２１５．００±１８．９３）ａ ２，６１４．０３ ０．００３
成虫和若虫Ａｄｕｌｔａｎｄｎｙｍｐｈ （１５６．６７±６．９８）ｃ （２２６．６７±１７．５０）ｂ （２９６．６７±２０．７９）ａ ２，６３４．２１ ０．００１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ｉｓ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ｉｎ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０．０５，ＤＭＲＴ）．

表２　不同类型棉田百株棉铃被害率比较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犪犿犪犵犲犱狉犪狋犲狊狅犳１００狆犾犪狀狋犫狅犾犾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

年份

Ｙｅａｒ

棉田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ｆｉｅｌｄ
Ｍｅａｎ±ＳＥ 犱犳 犉 犘

２０１４ 扁桃棉间作田（东西）　Ａｌｍｏｎｄｃｏｔ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２９．５９±３．１７）ｂ ２，６ １３．３１ ０．００６

扁桃棉间作田（南北）　Ａｌｍｏｎｄｃｏｔ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 （３９．６９±１．１３）ｂ

单作棉田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ｔｔｏｎｆｉｅｌｄ （５４．８３±５．０１）ａ

２０１５ 扁桃棉间作田（东西）　Ａｌｍｏｎｄｃｏｔ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２５．２５±３．４４）ｂ ２，６ １１．９５ ０．００８

扁桃棉间作田（南北）　Ａｌｍｏｎｄｃｏｔ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 （３０．０２±２．６７）ｂ

单作棉田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ｔｔｏｎｆｉｅｌｄ （４５．１６±２．８６）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０．０５，ＤＭＲＴ）．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３种类型棉田牧草盲蝽种

群动态趋势基本一致，无显著性差异，但均呈现出显

著的季节性差异；单作棉田成虫、若虫、成虫和若虫

合计百株累计数量均显著高于两种扁桃棉花间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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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棉田，单作棉田百株棉花棉铃被害率亦显著高

于两种间作类型棉田，说明相较于单作棉田，扁桃棉

花间作不利于棉田牧草盲蝽的发生与为害。

王伟等在新疆莎车县研究了杏棉间作对棉田主

要害虫及天敌的影响。结果表明，单作棉田牧草盲

蝽发生量要高于杏棉间作田发生量，经方差分析，单

作棉田牧草盲蝽发生总量显著高于杏棉间作田，说

明相较于单作棉田，杏棉间作种植模式对棉田牧草

盲蝽种群数量存在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其在棉田的

发生，其研究结果与本文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２，１９］。

牧草盲蝽成虫、若虫及卵在棉株上的分布可能

与植物各组织的营养成分有关。丁岩钦研究了绿盲

蝽、三点盲蝽、苜蓿盲蝽和中黑盲蝽为害与棉株相关

化学成分含量的关系，发现４种盲蝽对棉株的为害

程度与棉株内的含氮量相关，即含氮量越高，为害越

重。研究发现棉花嫩叶、幼蕾受害最重，对棉花的

蕾、叶、花的蛋白质含量进行分析显示，蕾和叶的蛋

白质含量相似并显著高于花的蛋白质含量［２０］。同

时，有关研究表明扁桃棉花间作对棉花光合作用存

在一定的影响，而扁桃棉花间作对棉花氮素吸收和

有机物积累的影响是否是引起扁桃棉花间作不利于

棉田牧草盲蝽发生的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商兆堂等利用江苏滨海县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棉盲

蝽发生动态资料，采用积分回归等方法分析了棉盲

蝽种群增长率与气象条件的关系，结果显示：棉盲蝽

历年从第２代到第４代总体上种群数量是增加的，

气象条件中温度和湿度对其种群增长影响明显，其

中旬平均温湿度是引起种群增长的主要因素［２１］。

李燕等研究了不同温度对牧草盲蝽种群生长发育和

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１３～３３℃，牧草盲蝽发育

速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１８～２８℃为最适温

区［２２］。扁桃棉花间作由于树体的遮阴作用导致的

棉田温度降低是否是引起两种间作类型棉田牧草盲

蝽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还需进一步探讨论证。

王伟等依据棉花不同生育期制定了棉花蕾期、

花期、铃期牧草盲蝽的防治指标，分别为１２头／百

株、２０头／百株和４１头／百株
［２３］。本文通过田间调

查明确了扁桃棉花间作棉田不利于棉田牧草盲蝽的

发生和为害，其种群数量在某些调查日与单作棉田

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在实际应用该防治指标指导

棉田牧草盲蝽防治时应区分单作棉田和扁桃棉花间

作棉田，以免造成防治不及时或错过防治的最佳时

期。研究结果将对扁桃棉花间作棉田牧草盲蝽的防

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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