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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甜菜筒喙象是一种新发现的严重为害藜麦的害虫，２０１６年首次在藜麦上大暴发，导致当年北京地区藜麦损

失惨重。本研究针对甜菜筒喙象杂草寄主范围广，对藜麦为害严重却难以有效防控的问题，采用种群生态学技术方

法，研究成虫产卵特性和杂草寄主在其种群发生中的作用。结果表明，甜菜筒喙象成虫体色多变，既有锈红色，也有

棕褐色和黑褐色。成虫夜伏昼出，不喜阳光直射，白天在生长茂密的植株中下部活动；主要选择在茎秆直径＞５ｍｍ、

处于营养生长盛期的寄主植株上产卵；株高１５０ｃｍ以上（现蕾盛期初花期，直径＞２０ｍｍ）、生长健壮、茎秆比较坚

硬的植株不利于成虫产卵。当藜麦尚未出苗或藜麦苗比较幼小（主干直径＜５ｍｍ）时，成虫主要在早发的幼嫩多汁

的藜科杂草上产卵；６月上旬，藜麦进入旺盛生长期，成虫开始在藜麦上产卵，产卵期约为１个月；７月下旬，藜麦进

入初花期，茎秆粗壮，成虫主要在苋科杂草上产卵。此外，甜菜筒喙象成虫更喜欢在营养生长旺盛时期的藜麦植株

上产卵，其单株产卵痕数量是藜科和苋科杂草的６．０６倍和１．５５倍；适时铲除田边杂草，有利于减轻藜麦田甜菜筒

喙象的发生与为害。研究结果对甜菜筒喙象的有效防控，保障我国藜麦产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　甜菜筒喙象；　藜麦；　形态特征；　产卵特性；　杂草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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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２］。在欧洲多数国家如斯洛伐克以及中亚和哈萨

克斯坦等国家，该种象甲发生普遍，且曾用于防治藜

科杂草［１］。而在我国该种象甲主要为害甜菜，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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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人类的全营养食品［６７］。目前，我国仅在山西、

吉林、青海、甘肃、河北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一定面积

种植［８］。然而，当今国际市场对藜麦的认可度较好，

产业优势明显，因此发展前景十分广阔［９］。此外，藜

麦生育后期，不同品种的穗位部分呈现红、黄、粉、绿

等不同色泽［１０］，颜色绚丽多姿，观赏价值较高，与旅

游业相结合，可明显提高农民收入。

然而，２０１６年甜菜筒喙象在北京藜麦上大暴发，

平均虫口密度为５．６头／株，发生面积约１０ｈｍ２，减产

达８７．３％，导致当年北京藜麦损失惨重，对此，张桂

芬等进行了国内外首次报道［１１］。甜菜筒喙象主要

以成虫和幼虫进行为害，且在藜麦幼苗期即可进行

为害，为害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以成虫在主茎

和分枝上钻孔产卵，或造成苗期主茎严重失水、遇风

倒折，毁种重播；或形成椭圆形或菱形小型黑褐色斑

纹，使组织增生膨大成结，结疤干裂。二是以幼虫在

主茎和分枝的髓部蛀食，破坏输导组织，造成营养物

质的输送严重受阻；并常常造成主茎风折、侧枝折

断、籽实不饱满或形成瘪粒，致使藜麦严重减

产［１１１２］。此外，其成虫产卵形成的伤口常促使病菌

侵入，诱发病害发生，导致果穗腐烂夭折、收获无

望［１１，１３］。本研究围绕甜菜筒喙象杂草寄主广泛，在

藜麦上发生为害严重，但其田间寄主转换规律、活动

习性等尚不清楚的问题，采用种群生态学和行为学

技术方法，通过田间系统观察，研究明确其成虫活动

规律、产卵特性，以及杂草寄主在其种群发生中的作

用，研究结果对该种象甲的有效防控，保障我国藜麦

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调查地点分别设在北京市延庆农场（延庆区，

４０°２６′４９．１８″Ｎ，１１５°５５′８．４３″Ｅ），以及北京市植保

新技术示范展示基地（顺义区，４０°０７′４．８５″Ｎ，１１６°３６′

１７．８６″Ｅ），种植面积分别为３．３ｈｍ２和０．０７ｈｍ２，种

植密度均为７５０００株／ｈｍ２，定点定期调查；同时，在

延庆、顺义、房山、昌平、大兴等地的藜麦种植区域进

行不定期辅助调查。其中，延庆农场为北京市藜麦

试种点之一，２０１６年该地因甜菜筒喙象为害导致藜

麦绝产绝收［１１］；试验地周边作物主要有玉米和向日

葵，荒地上藜科、苋科、蓼科等杂草丛生；靠自然降水

灌溉，随农场常规农事管理。北京市植保新技术示

范展示基地（简称新技术示范基地），为藜麦首次种

植区域，常规水肥管理，不喷洒任何农药；周边作物

主要有糯玉米、番茄、茄子、辣椒、豇豆、冬瓜，以及小

面积中草药包括黄芩、薏苡、决明等。

１．２　甜菜筒喙象形态观察与描述

自２０１７年６月上旬开始，分别在延庆农场、顺

义新技术示范基地以及昌平延寿镇藜麦试验田（面

积０．２６ｈｍ２；自３月３０日开始播种，每１５ｄ播种１

批，５月２５日最后一次播种），随机剖查藜麦茎秆产

卵痕中甜菜筒喙象的发育状态，并对各虫态的外部

形态特征进行观察和描述。

１．３　甜菜筒喙象成虫活动习性观察

从６月２日开始，在北京市延庆农场及其周边区

域进行定点、定期、定时调查。分别于８：００、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各调查１次，随机５点取样，每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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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株，连续调查１０ｄ；调查场所除藜麦田外，周边藜

科、苋科、蓼科等杂草地亦一并调查。同时详细记录

甜菜筒喙象成虫活动时间、成虫数量、产卵痕数量，

以及调查地周边环境、植株长势、发育状况等；并对

成虫的交配、产卵、活动等习性进行观察和描述。

１．４　甜菜筒喙象成虫产卵特性观察

早春，当藜麦处于播种至幼苗期时（４月中旬－

５月下旬），分别在延庆、顺义、房山和大兴，调查地

肤犓狅犮犺犻犪狊犮狅狆犪狉犻犪 （Ｌ．）Ｓｃｈｒａｄ、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

犪犾犫狌犿Ｌｉｎｎ．等长势较好的藜科杂草上甜菜筒喙象

成虫产卵情况，同时记录有无产卵痕、产卵痕部位以

及每株产卵痕的数量，每１～２周调查１次。６月上

旬当藜麦主干直径达５ｍｍ时，在顺义区新技术示

范基地藜麦试验田系统调查甜菜筒喙象的产卵痕变

化情况，每周调查１次。当藜麦上产卵痕数量不再

增加、且茎秆中有成虫羽化时，在藜麦田附近藜科、

苋科（旺盛生长期）杂草上调查甜菜筒喙象的产卵痕

情况，每周调查１次。所有调查均随机５点取样，每

点调查５株。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成虫：田间系统观察发现，甜菜筒喙象成虫体色

多变，既有锈红色、棕褐色，也有黑褐色（图１ａ～ｃ），

身体修长，体长９～１２ｍｍ，覆有灰色细毛，鞘翅背面

具有不明显的灰色毛斑，腹部两侧亦散布有灰色或浅

黄色毛斑。其他特征参见前人报道［１４］。另外，田间观

察还发现，处于交配期的成虫，身体多为棕褐色，且雌

性和雄性成虫的体色没有明显区别（图１ｂ）。

卵：圆柱形，大小约为１ｍｍ×０．６ｍｍ，具有光

泽，初产为淡橘黄色（图１ｄ），即将孵化时为浅棕色，

且前端出现小黑点（幼虫头部）。

幼虫：初孵幼虫即可蛀食藜麦茎秆，且幼虫的整

个发育期均在茎秆内取食为害。１龄和２龄（图１ｅ）

幼虫半透明，比较活跃，稍触即迅速扭动，平均体长

分别为１．８ｍｍ和３．１ｍｍ。３龄和４龄幼虫乳白

色，头部为淡棕黄色，明显较胴部颜色深，平均体长

分别为５．１ｍｍ和９．６ｍｍ。老熟幼虫体柔软，弯曲

呈“Ｃ”字形，乳白色，多皱纹，体长平均为１１．６ｍｍ；

头部发达，棕黄色；上颚发达，颜色略深；单眼１对；

前胸背板骨化（图１ｆ）。

蛹：蛹为裸蛹，长１０．５ｍｍ、宽２．９ｍｍ，初期为乳

白色，翅芽、足、喙及触角半透明，眼点浅棕褐色（图

１ｇ）；之后，头部和腹部背面渐变为浅棕黄色。蛹室由

食物残渣和粪便填成，每个蛹室仅有１头蛹。初羽化

成虫乳白色，喙、口器，前胸背板侧缘，以及足的腿节

和胫节端部均为棕红色，复眼棕褐色（图１ｈ），在茎秆

中停留一段时间以后，体色渐变为棕褐色［１１］。

图１　甜菜筒喙象各虫态形态特征（犪～犮和犵～犺，张奥拍摄；犱～犳，张桂芬拍摄；北京，２０１７年）

犉犻犵．１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狅犳犔犻狓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犪犮犪狀犱犵犺，狆犺狅狋狅犫狔犣犎犃犖犌犃狅；

犱犳，狆犺狅狋狅犫狔犣犎犃犖犌犌狌犻犳犲狀；犅犲犻犼犻狀犵，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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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成虫活动习性

在延庆农场的田间系统观察发现，６月初甜菜

筒喙象成虫多在１０：００～１８：００之间活动，尤其是上

午１０：３０前后，而晚间少见其踪迹；成虫具有明显的

假死习性，飞行能力不强，但爬行迅速。此外观察还

发现，成虫喜欢在温暖、光线充足的时候活动，但不

喜欢阳光直射，常栖息在生长茂密的植株（包括藜

科、蓼科或苋科杂草）中下部叶片的正面或茎秆上，

隐蔽性极强（图１ｂ）。

２．３　成虫产卵特性

成虫喜欢在直径５ｍｍ以上，幼嫩且多汁的寄

主植物的主茎或侧枝上产卵。产卵时，通常先行咬

一孔洞，然后将卵产入其中，并常在孔内遗留少许黑

褐色粪便（图２ａ）；每孔产卵１～３粒（图２ｂ）。同时

调查还发现，在藜麦幼苗期（５月底）之前，由于茎秆

直径不足５ｍｍ，甜菜筒喙象成虫更喜欢在生长茂密

的藜科杂草上产卵（图３ａ），且产卵痕数量多、排列

密集，如１株地肤上最多可有产卵痕１０余个，且连

接成串（图２ｃ）；沿产卵痕垂直剖开，茎秆内可见大量

虫卵（图２ｄ）；在苋菜上产卵时，其产卵痕为黑褐色

（图２ｅ）；而在蓼科植株如酸模叶蓼上，则很难发现

其成虫产卵留下的痕迹。

图２　甜菜筒喙象成虫产卵特性（犪，张桂芬拍摄；犫～犲，张奥拍摄；北京，２０１７年）

犉犻犵．２　犗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狅犳犔犻狓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犪犱狌犾狋（犪，狆犺狅狋狅犫狔犣犎犃犖犌犌狌犻犳犲狀；犫－犲，狆犺狅狋狅犫狔犣犎犃犖犌犃狅；犅犲犻犼犻狀犵，２０１７）

　　此外，寄主植物的生长发育状况、茎秆的坚硬程

度和直径大小等，对该种象甲的产卵亦有一定影

响［１５］。调查发现，成虫不喜欢在植株生长健壮，或寄

主茎秆比较坚硬的植株上产卵；如当地肤和藜处于现

蕾盛期 初花期，植株高度达１５０ｃｍ以上（直径约

２０ｍｍ），茎秆硬化程度比较高时，不再出现新的产卵

痕。而且，在藜麦上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茎

秆硬化程度比较高时，即使不喷洒化学农药，产卵痕

的数量也不会明显增加（图３ｂ）。而与此同时，成虫多

选择在幼嫩的苋科杂草上产卵（图２ｅ和图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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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时期甜菜筒喙象成虫在藜科杂草（犪）、藜麦（犫）以及苋科杂草（犮）上的产卵痕数量动态变化（北京，２０１７年）

犉犻犵．３　犇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狅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犿犪狉犽狊狅犳犔犻狓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狅狀狑犲犲犱狊犳狉狅犿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犪犮犲犪犲（犪），

狇狌犻狀狅犪（犫）犪狀犱狑犲犲犱狊犳狉狅犿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犪犮犲犪犲（犮）犱狌狉犻狀犵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犲狉犻狅犱（犅犲犻犼犻狀犵，２０１７）

３　讨论

甜菜筒喙象的成虫多在白天活动。如田间系统

调查发现，春季甜菜筒喙象成虫喜欢在温暖、阳光充

足的日间活动，但活动场所多位于生长茂密的寄主

植物的中下部。此外，成虫产卵对寄主植物的发育

状况要求严格，喜欢选择直径大于５ｍｍ、含水量比

较高的幼嫩植株产卵。同时调查还发现，在藜麦出

苗前或幼苗生长期，成虫主要在藜科杂草上产卵，如

５月下旬以前，甜菜筒喙象主要将卵产在处于旺盛

生长期的地肤、藜等藜科杂草上（图３ａ）。６月上旬，

藜科杂草进入现蕾盛期 开花初期，植株生长健壮、

茎秆坚硬，已不再适合成虫产卵。然而，此时藜麦正

处于营养生长的旺盛时期，植株茎秆幼嫩多汁，产卵

痕数量几近直线上升；但到了７月中旬，当藜麦进入

初花期、植株茎秆比较粗壮（＞２０ｍｍ）时，产卵痕数

量不再增加（图３ｂ）。而与此同时，藜麦田周边比较

幼嫩的苋科杂草上的产卵痕开始出现（图３ｃ）。此

外，甜菜筒喙象更喜欢在藜麦上产卵，如调查发现藜

麦上的产卵痕数量平均为４．６个／株，分别为藜科和

苋科杂草的６．０６倍和１．５５倍（图３）。故此，早春（５

月底前后）及时铲除田埂地边的藜科、苋科、蓼科，尤

其是藜科杂草，消灭其桥梁寄主，以及秋季清洁田

园，均可降低藜麦田当年以及来年甜菜筒喙象的发

生与为害；而适当晚播或早播，错开成虫产卵高峰

期，亦可降低甜菜筒喙象对藜麦的为害。

产卵痕是甜菜筒喙象早期发生的明显识别特

征［１１，１６］。鉴于早春田间藜科、苋科、蓼科杂草随处可

见，且难以彻底根除［１７］，故此建议，当藜麦植株直径

达到５ｍｍ时，要严密监测田间产卵痕的发生，一经

发现，迅即采取有效防治措施［１１］，坚决避免成虫在

藜麦上产卵，确保藜麦高产稳产。然而，有关甜菜筒

喙象在藜麦田的发生代数、各世代的发生时期，及其

越冬场所和越冬虫态等尚需详尽研究。

藜麦在原产地主要分布于南美洲的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智利和秘鲁一带的安第斯山脉，但目前已

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欧洲的法国以

及大洋洲和亚洲种植，其中美国是原产地以外国家

中藜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我国位居第二［１８］。尽

管迄今为止，国外尚没有甜菜筒喙象为害藜麦的报

道［１１］，然而该种象甲已经在欧洲、高加索、中亚细

亚，以及伊朗、日本、叙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分布［１９］，

其世界潜在适生区域尚不明确，并且随着藜麦价值

被不断发现和认可，其国际贸易日趋频繁，世界各国

引种栽培藜麦越来越广泛［１８］，甜菜筒喙象一旦入侵

到藜麦种植区域，势必会对藜麦产业的健康发展造

成威胁，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和严加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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