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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玉米植株上桃蛀螟卵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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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田间调查了桃蛀螟卵在玉米植株上的空间分布，发现桃蛀螟卵主要产于叶片正面基部附近（叶鞘顶端和叶

腋），其次在叶鞘和雌穗苞叶上，花丝和叶片其他位置卵量最少。桃蛀螟卵主要分布于玉米植株中上部，雌穗节上

１～２节（倒６节和倒７节）卵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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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性杂、分布广的农业害虫，严重为害果树果

实［１４］，也为害玉米、高粱、向日葵、蓖麻等农作物。

在印度，桃蛀螟每年可导致２７．８３％的蓖麻果实受

害［５］。１９９５年桃蛀螟在我国江苏如东县为害杂交油

葵，导致油葵受害株率为６２％～９０％，产量损失达

３０％
［６］。随着我国黄淮海地区果园面积和夏玉米种

植面积不断增加，玉米上桃蛀螟的发生与为害程度

越来越严重。２００３年山东省莱阳玉米秸秆内越冬的

３种主要鳞翅目幼虫中以桃蛀螟的种群数量最大，占

８０．１％，而亚洲玉米螟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和

高粱条螟犆犺犻犾狅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狊狋狉犪犿犻狀犲犲犾犾狌狊（Ｃａｒａｄｊａ）

的种群数量较少，分别仅占１１．５％ 和８．３％
［７］，２００５

年在河北保定、廊坊夏玉米穗后期鳞翅目害虫中，桃

蛀螟占９０％以上，亚洲玉米螟低于１０％
［８］。作者

２０１６年调查结果显示，河南新乡原阳县夏玉米穗期桃

蛀螟的百株虫量达２４６．６７头，百株受害率达８３．３３％

（未发表数据），桃蛀螟对夏玉米的种植构成极大威胁。

桃蛀螟幼虫聚集分布，主要钻蛀玉米雌穗为害，

导致玉米严重减产［９１１］，且雌穗被害后容易并发穗

腐病，影响玉米的质量［１０，１２］。玉米后期植株高大，传

统的防治方法操作困难，生物防治是控制玉米穗期

害虫的重要方法［１３］。对于钻蛀性害虫，卵到幼虫孵

化期间是生物防治最佳时期，当幼虫蛀入组织内部

后，防控效果下降。要利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有效控

制桃蛀螟对玉米的为害，必须明确桃蛀螟在玉米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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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上的空间分布。

室内研究已经明确了桃蛀螟卵的形态及发育特

征［１４］，但至今还未见有桃蛀螟卵在田间玉米上附着

的位置及在植株上具体分布的报道。在田间找不到

该害虫的卵，更无法确定田间卵的发生时期和发育

进度，无法进行精准的预报，导致桃蛀螟生物防治的

效果较差。本研究在田间春玉米上罩笼进行田间调

查，以确定桃蛀螟卵在田间植株上的位置及分布

特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为了查明桃蛀螟的落卵规律，本研究选取了当

地种植较多的鲜食玉米‘瑞甜’和饲用玉米‘郑单

９５８’作为供试品种。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在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播种，行距约

０．８５ｍ，株距约０．３ｍ。每个品种播种面积约２４０ｍ２，

翻耕和播种均机械化进行，试验地在玉米生育期内

的农事操作，如除草、灌溉、化肥等耕作管理和常规

田一致，苗期至穗期玉米的长势均较健壮。

供试虫源为２０１６年７月采自新乡原阳春玉米

上，按照Ｄｕ等
［１５］的方法用板栗连续饲养了约６代，

以新羽化的桃蛀螟成虫作为供试虫源。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田间桃蛀螟卵的形态观察

‘郑单９５８’６月１８日部分抽雄，６月２８日雌穗

花丝已全部吐出。６月２８日傍晚，选择５株健壮的

玉米，检查各叶片及茎秆表面是否有虫卵，轻轻去除

所有虫卵及叶腋上的花药、土等杂物后，罩上由２０

目纱网制作成的网袋（８０ｃｍ×２００ｃｍ）。每个纱网

内放入桃蛀螟成虫６对，让成虫在网内的玉米上产

卵。７月１日仔细检查笼罩玉米植株各部位上是否

有卵。发现卵后带回室内用显微镜（型号：ＫＥＹ

ＥＮＣＥ，ＶＨＸ５００Ｆ）仔细观察并拍照，同时测定单粒

卵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共测定了２０粒卵，测量方法

同艾鹏鹏等［１４］。

１．２．２　桃蛀螟卵在田间植株上分布调查

７月５日调查田间自然状态下春玉米上桃蛀螟

的卵，调查时每品种按５点取样法进行，每个调查点

单行连续调查５株，共调查２５株。调查时将每节玉

米秆上叶腋处散落的小花和花药等轻轻吹掉，自上

至下仔细调查每株雄穗、每节叶片正面、背面、叶片

基部附近（叶腋和叶鞘顶端）、叶鞘、雌穗花丝、雌穗

苞叶及下部已经干枯的叶片及地面干枯叶及杂草上

桃蛀螟卵的数量，未能确定是否是桃蛀螟卵的带回

实验室显微镜下观察确定。

１．３　数据分析

分析桃蛀螟产卵位置，按５株总量统计叶片基

部附近（叶片与叶鞘连接处上下２～３ｃｍ）、叶片（除

叶片基部之外的叶片正面与背面）、叶鞘、花丝。分

析玉米植株垂直方向着卵量，自上而下，从雄穗、倒

１节（包括倒１叶片及倒１叶叶鞘）、倒２节～倒６

节、雌穗（苞叶及花丝，不包括其所在的一节）、倒７节

至倒１３节、地面共１６个部位按５株总量统计。不同

产卵位置及植株垂直方向着卵量的差别采用非参数

比较方法进行分析，所有统计均在Ｒ软件中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田间桃蛀螟卵的形态

桃蛀螟卵椭圆形，底部平，紧密附着于玉米植株

表面茸毛基部的间隙内，极少数也可以直接附着于

玉米表皮的茸毛上，顶部隆起，形似水滴，但尖端扁

末端厚，表面粗糙，密布刻点（图１）。卵初产为白色，

如磨砂玻璃状（图１ａ，ｂ），后变为红褐色（图１ｃ，ｄ；图

２ｂ），镜检表明，桃蛀螟卵长径（０．６１±０．０５）ｍｍ、短

径（０．４４±０．０３）ｍｍ、高（０．２８±０．０６）ｍｍ之间存在

显著的差别（犉（２，５７）＝１１６，犘＜０．０００１）。

２．２　田间桃蛀螟卵的分布

在田间，桃蛀螟卵单粒散产，多产于玉米植株茸

毛多处，特别是叶片基部附近，包括叶鞘顶端及叶腋

处（图２）。桃蛀螟的产卵位置调查结果表明，两个

品种玉米植株的叶片基部包括叶鞘顶端和叶腋处卵

量明显多于其他位置，其次是叶鞘，花丝和叶片中上

部卵量最小（图３）。比较玉米植株垂直方向的着卵

量，结果表明，两个玉米品种‘瑞甜’和‘郑单９５８’上

桃蛀螟卵主要产于植株中上部，雌穗及以上各节着

卵量分别占总量的７２．２６％和７９．７５％，其中卵量最多

的部位为雌穗上１～２节，即倒６节和倒７节，地面及

植株基部的５节卵量最少（图４）。‘瑞甜’玉米植株上

的卵总量（２３．６粒±１１．２粒）较‘郑单９５８’（４３．８粒±

５．９粒）少。‘瑞甜’玉米植株在倒６～８节及雌穗苞

叶上卵量达８２．４１％，‘郑单９５８’玉米植株在倒６～

８节及雌穗苞叶上卵量仅占３９．２６％，而倒１～７节

卵量占总量的７９．７５％（图４）。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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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玉米植株上桃蛀螟卵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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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桃蛀螟卵附着在植株上的位置

犉犻犵．２　犈犵犵狊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犮狅狉狀狆犾犪狀狋

３　讨论

查明害虫卵量的时序分布规律和空间分布规

律，研究害虫产卵习性、卵的发育、卵的调查与抽样

技术，与田间施药适期及防治靶标的确定等关系密

切［１６２０］。本研究通过田间罩笼观察，对玉米不同部

位卵量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明确了桃蛀螟卵在田间

玉米植株上的分布，对于田间桃蛀螟卵量调查、种群

动态预测和制定防治计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图３　桃蛀螟在玉米植株上的产卵部位

犉犻犵．３　犘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犆狅狀狅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犲犵犵狊犻狀

犿犪犻狕犲狆犾犪狀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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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田间桃蛀螟卵在玉米植株上的垂直分布

犉犻犵．４　犞犲狉狋犻犮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犆狅狀狅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犲犵犵狊犻狀犿犪犻狕犲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犳犻犲犾犱

　　在黄淮海夏玉米种植区，玉米灌浆期三种鳞翅目

害虫亚洲玉米螟、桃蛀螟和棉铃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

犿犻犵犲狉犪对玉米产量影响最大
［１１］。亚洲玉米螟卵以

卵块形式聚集产在叶背面中脉附近，而桃蛀螟和棉

铃虫卵均散产，初产时均为乳白色，直径约半毫米左

右，肉眼在田间观察时容易混淆。本研究发现桃蛀

螟卵为椭圆形，稍扁平，紧贴植物表面，极少附着于

茸毛上，而棉铃虫卵馒头形（在田间观察近乎球形），

多附着于玉米植株表面的茸毛上，或雌穗花丝上，据

记载花丝上的卵量占总卵量的９７．５％
［２１］。桃蛀螟

卵发育经过淡红、深红色，即将孵化时变为红褐色。

棉铃虫卵发育经过乳白、黄白、褐色，即将孵化时为

黑色。根据这些形状、位置及颜色的不同可以把田

间三种害虫的卵区分开。

调查发现桃蛀螟卵多产于玉米植株中上部，其

中雌穗节上部的１～２节叶腋处卵量较大，花丝上卵

少，这与文献中推断的卵多产在玉米雄穗及雌穗花

丝，并以雌穗花丝上的卵量最大不一致［２１］，本研究

之前并没有田间桃蛀螟卵在玉米植株上分布的调查

报告，大多结论以推断为主。桃蛀螟所产卵的长径为

０．６１ｍｍ，短径为０．４４ｍｍ，高为０．２８ｍｍ，较艾鹏鹏

等［１４］室内饲养后测定的长０．６５ｍｍ，宽０．５１ｍｍ的

卵更瘦长，可能由于室内卵的附着基质是纱布，而田

间卵的基质是表面布满茸毛的玉米。初孵幼虫在叶

腋处取食一段时间后，蛀入玉米叶鞘内侧或者爬至

雌穗顶部咬断花丝蛀入为害。在江苏淮北地区，倒

数１～５节的蛀茎虫量占株总虫量的８１％，随着雌

穗花丝萎蔫后，大量其他位置的幼虫也爬至雌穗上

为害，存在垂直转移为害的习性［２２］，与本研究观测

结果一致。本文仅明确了桃蛀螟卵在玉米植株上的

空间分布，桃蛀螟卵在玉米田间的空间和时序分布

规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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