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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干旱地区藜麦害虫与天敌名录及

５种害虫记述

李秋荣１，　李富刚２，　魏有海１，　朱海霞１，　来有鹏１，　侯　璐１，　郭青云１

（１．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大学省部共建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西宁作物有害生物科学观测实验站，青海省农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西宁　８１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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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青海高原干旱地区最近几年引种的藜麦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狇狌犻狀狅犪Ｗｉｌｌｄ．上的害虫种类、发生规律、为害

程度以及天敌资源种类，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７年我们对本地区藜麦田内的害虫及其天敌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统计，分别将

它们整理成害虫、天敌名录。截至目前，发现为害藜麦的昆虫３６种，分属于５目１５科，并未发现检疫性害虫，在藜

麦田调查到天敌２１种，分属于２纲７目１２科，其中昆虫纲１８种，蛛形纲３种。本文弄清了藜麦上的主要及次要害

虫种类，研究了它们的为害特点及发生规律，明确了蓄齿胫叶甲犌犪狊狋狉狅狆犺狔狊犪狆狅犾狔犵狅狀犻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黄曲条跳甲

犘犺狔犾犾狅狋狉犲狋犪狏犻狋狋狌狋犪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横纹菜蝽犈狌狉狔犱犲犿犪犵犲犫犾犲狉犻Ｋｏｌｅｎａｔｉ、菠菜潜叶蝇犘犲犵狅犿狔犪犲狓犻犾犻狊Ｍｅｉｇｅｎ及宽胫夜蛾

犕犲犾犻犮犾犲狆狋狉犻犪狊犮狌狋狅狊犪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üｌｌｅｒ等害虫的生物学特性与为害规律，分析了它们的可能重要来源途径。鉴于本地

区高寒、高海拔、盐碱、干旱的特殊生境，结合生产实际提出了针对藜麦害虫的绿色安全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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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藜麦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狇狌犻狀狅犪Ｗｉｌｌｄ．又称南美藜、

藜谷、奎奴亚藜，为１年生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藜

属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双子叶草本植物，原产于南美洲安

第斯山脉，海拔２８００～４２００ｍ，被印第安人奉为

“谷物之母”，已有５０００多年的种植历史。因其蛋

白质、矿质元素、维生素Ｂ１和Ｅ、脂质及不饱和脂肪

酸的含量均较传统谷物高［１３］，具有极高且全面的营

养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被美国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列为宇航员长期从事太空任务的理想食物

之一［４］，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亦推荐其为适宜人

类食用的全营养食品［５］，并提出将２０１３年定为“国

际藜麦年”。

国内外对藜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物学习

性［６］、生理学特性［７１１］、化学成分组成［１２１７］、资源品

质评价与培育［１８１９］、营养价值及开发利用［２０２３］等方

面。目前为止，国外对于藜麦害虫的研究报道寥寥

无几，Ｙáｂａｒ等
［２４］研究了秘鲁库斯特地区的藜麦在

整个生长季节内所出现的害虫及其天敌的种群数量

消长动态；Ｖａｌｏｙ等
［２５］研究分析了阿根廷图库曼省

为害藜麦的害虫与天敌的种类以及二者之间关系；

国内张桂芬等［２６］于２０１６年７月发现甜菜筒喙象

犔犻狓狌狊狊狌犫狋犻犾犻狊Ｂｏｈｅｍａｎ在北京严重为害藜麦。而

目前国内尚未有人报道过其他为害藜麦的害虫种

类及害虫天敌。由于藜麦为近年从国外新引进青

海省内种植的物种，为避免新物种可能带来的经

济损失，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我们对藜麦上的害虫种

类、为害特征、发生规律及主要害虫的生物学特

性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青海高原引

种藜麦这几年害虫发生的基本规律，在调查过程

中笔者还密切关注了是否有检疫性害虫出现。

此外，我们对青海高原藜麦田中的天敌（包括昆

虫纲和蛛形纲）种类及种群数量也进行了调查统

计，确认了优势天敌的种类，期望能为应用生物

防治手段、降低农药使用量及预防藜麦害虫暴发

成灾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与地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于青海省东部及西部地区，主要

包括东部丘陵山区农业区（简称：东部农业区）的西

宁、大通、互助以及西部柴达木盆地绿洲农业区（简

称：柴达木盆地农业区）的乌兰、都兰、德令哈和格尔

木等县（市）的多个乡（镇）、村、连队，对藜麦上的害

虫种类、发生规律、为害特点及程度以及天敌种类分

别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统计。

１．２　调查方法

以定点调查为主，普查与踏查为辅。定点调查

采用直接观察法、拍打法、扫网法、吸虫器法、诱捕法

（包括灯诱、粘虫板诱及食诱）与取土调查等多种方

法相结合。每县（市）设置３块固定样地，并选取３

～５块临时样地，供普查及踏查。每月调查１～２

次。调查方法主要采用五点取样法，每６６７ｍ２样地

选５个样方，苗期每样方选取３０株共１５０株，花期、

灌浆期和成熟期每样方选１０株共５０株，分别调查

叶片、花、果实、种子、枝梢及枝干上的害虫及天敌种

类、虫态、各虫态数量及受害率；扫网调查，每隔３行扫

网１次，每６６７ｍ２样地双向扫网共１０次，重点捕捉

善于飞翔和跳跃的害虫与天敌；取土调查时，每样方

面积０．２５ｍ２，挖土深度（０．２０±０．０５）ｍ。调查统计

从株顶到地下根部的可见害虫，最终将采集到的昆

虫带回室内整理，制作标本并鉴定种类［２７２８］。

１．３　标本鉴定

参考《中国经济昆虫志》［２９３４］《中国动物志·昆

虫纲》［３５４１］《中国动物志·蛛形纲》［４２］《青海经济昆

虫志》［４３］《中国蛾类图鉴》［４４］《昆虫识别图鉴》［４５］等

分类图书、分类文献及与国家标本平台（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ｚｍｃ．ｏｒ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

馆藏标本比对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害虫名录

经过连续４年对青海高原干旱地区藜麦害虫的

调查，共记录到为害藜麦的害虫３６种，分别隶属于

５目１５科，其中以鞘翅目害虫最多，有１８种，占记

录总数的５０．００％，其次为鳞翅目和半翅目，各记录

到８种，占比均为２２．２２％，双翅目和膜翅目害虫各

记录到１种，均占比２．７８％（图１）。青海高原干旱

地区藜麦害虫名录及７种代表性害虫于近４年间在

不同县市的发生程度分别见表１、表２。

下面就青海高原干旱地区藜麦上的几种代表性

害虫的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及为害特征等，分别详

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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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青海高原干旱地区藜麦害虫所属各目（犪）及鞘翅目各科（犫）所占比例饼状图

犉犻犵．１　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狇狌犻狀狅犪狆犲狊狋狊犫犲犾狅狀犵犲犱狋狅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狅狉犱犲狉狊（犪）犪狀犱狋犺犲犳犪犿犻犾犻犲狊狅犳犆狅犾犲狅狆狋犲狉犪（犫）犻狀

犪狉犻犱犪狉犲犪狅犳犙犻狀犵犺犪犻狆犾犪狋犲犪狌

２．１．１　黄条跳甲

黄条跳甲包括黄曲条跳甲犘犺狔犾犾狅狋狉犲狋犪狊狋狉犻狅犾犪狋犪，

黄直条跳甲犘．狉犲犮狋犻犾犻狀犲犪狋犪，黄宽条跳甲犘．犺狌犿犻犾犻狊

和黄狭条跳甲犘．狏犻狋狋狌犾犪，属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叶甲

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在藜麦田调查时，４种跳甲均有

发生，其中以黄曲条跳甲最为常见。黄条跳甲分布

十分广泛，是一类世界性害虫，几乎遍布我国各省

份。黄条跳甲在青海高原一年发生２～４代，成虫和

幼虫均造成危害，除了为害油菜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甘

蓝犅．狅犾犲狉犪犮犲犪和萝卜犚犪狆犺犪狀狌狊狊犪狋犻狏狌狊等十字花

科植物，有报道其为害藜科作物甜菜［４６］，青海省引

种藜麦后发现该虫大量转移到藜麦为害。

黄条跳甲以成虫在落叶、杂草及土缝中越冬，翌

春气温高于１０℃越冬成虫开始取食。在青海高原

柴达木盆地农业区，一般于５月上、中旬初见，６月

上旬藜麦植株高约５ｃｍ、长出４～６片真叶时为始

盛期，６月中旬为高峰期，而在东部农业区该虫的初

见期要早一个月左右，即４月上中旬。黄条跳甲成

虫善跳跃，喜食幼苗，取食时一般将叶片咬成许多小

孔洞，也有少数留一层表皮而不穿孔，有时叶片边缘

也被咬成缺刻，严重时叶肉也被吃光，仅余叶脉，最

终枯死；幼虫在土壤中活动，环剥根部表皮，形成环

状弯曲虫道，严重者咬断须根，阻断水分和养分的运

输，造成植株地上部萎蔫枯死。随着近几年藜麦在青

海高原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多数跳甲已由本地区主栽

作物油菜转移到新引种作物藜麦上取食为害。２０１６

年６月，黄条跳甲在都兰县、乌兰县部分村镇暴发成

灾，导致大面积藜麦苗被害死亡，损失严重。

表１　青海高原干旱地区藜麦害虫名录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犻狊狋狅犳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狊狅狀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狇狌犻狀狅犪犻狀犪狉犻犱犪狉犲犪狅犳犙犻狀犵犺犪犻狆犾犪狋犲犪狌

害虫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ｓ

为害部位

Ｄａｍａｇｅｄｓｉｔｅ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叶甲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１．黄曲条跳甲犘犺狔犾犾狅狋狉犲狋犪狊狋狉犻狅犾犪狋犪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２．黄宽条跳甲犘犺狔犾犾狅狋狉犲狋犪犺狌犿犻犾犻狊Ｗｅｉｓｅ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３．黄直条跳甲犘犺狔犾犾狅狋狉犲狋犪狉犲犮狋犻犾犻狀犲犪狋犪Ｃｈｅｎ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４．黄狭条跳甲犘犺狔犾犾狅狋狉犲狋犪狏犻狋狋狌犾犪Ｒｅｄｔ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５．蓄齿胫叶甲犌犪狊狋狉狅狆犺狔狊犪狆狅犾狔犵狅狀犻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Ｈａｉｘｉ

　　６．蓼蓝齿胫叶甲犌犪狊狋狉狅狆犺狔狊犪犪狋狉狅犮狔犪狀犲犪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Ｈａｉｘｉ

　　７．大猿叶甲犆狅犾犪狆犺犲犾犾狌狊犫狅狑狉犻狀犵犻犻Ｂａｌｙ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铁甲科 Ｈｉｓｐｉｄａｅ

　　８．甜菜大龟甲犆犪狊狊犻犱犪狀犲犫狌犾狅狊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根／茎／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海西／Ｈａｉｘｉ

　象甲科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９．长角毛足象甲犘犺犪犮犲狆犺狅狉狌狊犱犲犮犻狆犻犲狀狊Ｆａｕｓｔ 根／茎／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海东／西宁 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１０．甜菜象甲犅狅狋犺狔狀狅犱犲狉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狏犲狀狋狉犻狊Ｇｅｒｍａｒ 根／茎／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海西／Ｈａｉｘｉ

　　１１．油菜茎象甲犆犲狌狋犺狅狉狉犺狔狀犮犺狌狊犪狊狆犲狉Ｒｏｅｌ 根／茎／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拟步甲科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ｎｉｄａｅ

　　１２．网目拟地甲犗狆犪狋狉狌犿狊狌犫犪狉犪狋狌犿Ｆａｌｄｅｒｍａｎｎ 根／茎／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鳃金龟科 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

　　１３．灰胸突鳃金龟犎狅狆犾狅狊狋犲狉狀狌狊犻狀犮犪狀狌狊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根／茎／枝／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Ｈａｉｘｉ

　绢金龟科Ｓｅｒｉｃｉｄａｅ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１４．东方绢金龟犛犲狉犻犮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根／茎／枝／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芫菁科 Ｍｅｌｏｉｄ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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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害虫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ｓ

为害部位

Ｄａｍａｇｅｄｓｉｔｅ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５．锯角豆芫菁犈狆犻犮犪狌狋犪犳犪犫狉犻犮犻犻ＬｅＣｏｎｔｅ 叶Ｌｅａｆ 海东／西宁 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１６．暗头豆芫菁犈狆犻犮犪狌狋犪狅犫狊犮狌狉狅犮犲狆犺犪犾犪Ｒｅｉｔｔｅｒ 叶Ｌｅａｆ 海东／西宁 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１７．小黑豆芫菁犈狆犻犮犪狌狋犪犿犲犵犪犾狅犮犲狆犺犪犾犪Ｇｅｂｌｅｒ 叶Ｌｅａｆ 海东／西宁 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叩甲科Ｅｌａｔｅｒｉｄａｅ

　　１８．褐纹金针虫犕犲犾犪狀狅狋狌狊犮犪狌犱犲狓Ｌｅｗｉｓ 根／茎／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海东／西宁 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

　花蝇科Ａｎｔｈ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１９．菠菜潜叶蝇犘犲犵狅犿狔犪犲狓犻犾犻狊Ｍｅｉｇｅｎ 叶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夜蛾科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２０．宽胫夜蛾犕犲犾犻犮犾犲狆狋狉犻犪狊犮狌狋狅狊犪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üｌｌｅｒ 叶／花／穗Ｌｅ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ｅａｒ 海西／Ｈａｉｘｉ

　　２１．甘蓝夜蛾犕犪犿犲狊狋狉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叶／花／穗Ｌｅ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ｅａｒ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２２．甜菜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Ｈüｂｎｅｒ 叶／花／穗Ｌｅ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ｅａｒ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２３．黏虫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Ｗａｌｋｅｒ 叶／花／穗Ｌｅ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ｅａｒ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２４．斜纹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叶／花／穗Ｌｅ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ｅａｒ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２５．小地老虎犃犵狉狅狋犻狊犻狆狊犻犾狅狀Ｒｏｔｔｅｍｂｅｒｇ 根／茎／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２６．黄地老虎犃犵狉狅狋犻狊狊犲犵犲狋狌犿Ｄｅｎｉｓ犲狋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üｌｌｅｒ 根／茎／叶Ｒｏｏｔ／ｓｔｅｍ／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卷蛾科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２７．卷蛾亚科待定种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ｎａｅ 叶Ｌｅａｆ 海西／Ｈａｉｘｉ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蚜总科Ａｐｈｉｄｏｉｄｅａ

　　２８．豌豆蚜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狆犻狊狌犿 Ｈａｒｒｉｓ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２９．菜缢管蚜犔犻狆犪狆犺犻狊犲狉狔狊犻犿犻Ｋａｌｔｅｎｂａｃｈ 茎／枝／叶Ｓｔｅｍ／ｔｗｉｇ／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叶蝉科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３０．大青叶蝉犆犻犮犪犱犲犾犾犪狏犻狉犻犱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叶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３１．小绿叶蝉犈犿狆狅犪狊犮犪犳犾犪狏犲狊犮犲狀狊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叶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３２．长板叶蝉犘犪狉狅犮犲狉狌狊犾犪狌狉犻犳狅犾犻犪犲Ｖｉｌｂａｓｔｅ 叶Ｌｅａｆ 海西／Ｈａｉｘｉ

　蝽科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３３．横纹菜蝽犈狌狉狔犱犲犿犪犵犲犫犾犲狉犻Ｋｏｌｅｎａｔｉ 芽／叶Ｂｕｄ／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３４．斑须蝽犇狅犾狔犮狅狉犻狊犫犪犮犮犪狉狌犿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芽／叶Ｂｕｄ／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３５．牧草盲蝽犔狔犵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芽／叶Ｂｕｄ／ｌｅａｆ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叶蜂科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ｉｎｉｄａｅ

　　３６．黄翅菜叶蜂犃狋犺犪犾犻犪狉狅狊犪犲狉狌犳犻犮狅狉狀犻狊Ｊａｋｏｖｌｅｖ 叶／花Ｌｅａｆ／ｆｌｏｗｅｒ 海西／Ｈａｉｘｉ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７种藜麦害虫在青海省７个市（县／区）发生为害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狊犲狏犲狀狊狆犲犮犻犲狊狅犳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狊犻狀７犮犻狋犻犲狊（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狊）狅犳犙犻狀犵犺犪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犳狉狅犿２０１４狋狅２０１７

地点

Ｓｉｔｅ

黄曲条跳甲

犘犺狔犾犾狅狋狉犲狋犪

狊狋狉犻狅犾犪狋犪

ａ ｂ ｃ ｄ

蓄齿胫叶甲

犌犪狊狋狉狅狆犺狔狊犪

狆狅犾狔犵狅狀犻

ａ ｂ ｃ ｄ

菠菜潜叶蝇

犘犲犵狅犿狔犪犲狓犻犾犻狊

ａ ｂ ｃ ｄ

横纹菜蝽

犈狌狉狔犱犲犿犪犵犲犫犾犲狉犻

ａ ｂ ｃ ｄ

长角毛足象甲

犘犺犪犮犲狆犺狅狉狌狊

犱犲犮犻狆犻犲狀狊

ａ ｂ ｃ ｄ

豌豆蚜

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

狆犻狊狌犿

ａ ｂ ｃ ｄ

卷叶蛾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ｎａｅ

ａ ｂ ｃ ｄ

西宁市城北区

Ｎｏｒ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

Ｘｉｎｉｎ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通县

Ｄａｔ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互助县

ＨｕｚｈｕＣｏｕｎｔ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都兰县

Ｄｕｌ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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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地点

Ｓｉｔｅ

黄曲条跳甲

犘犺狔犾犾狅狋狉犲狋犪

狊狋狉犻狅犾犪狋犪

ａ ｂ ｃ ｄ

蓄齿胫叶甲

犌犪狊狋狉狅狆犺狔狊犪

狆狅犾狔犵狅狀犻

ａ ｂ ｃ ｄ

菠菜潜叶蝇

犘犲犵狅犿狔犪犲狓犻犾犻狊

ａ ｂ ｃ ｄ

横纹菜蝽

犈狌狉狔犱犲犿犪犵犲犫犾犲狉犻

ａ ｂ ｃ ｄ

长角毛足象甲

犘犺犪犮犲狆犺狅狉狌狊

犱犲犮犻狆犻犲狀狊

ａ ｂ ｃ ｄ

豌豆蚜

犃犮狔狉狋犺狅狊犻狆犺狅狀

狆犻狊狌犿

ａ ｂ ｃ ｄ

卷叶蛾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ｎａｅ

ａ ｂ ｃ ｄ

乌兰县

Ｗｕｌ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令哈市

ＤｅｌｉｎｇｈａＣｉｔ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尔木市

ＧｏｌｍｕｄＣｉｔ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本文害虫发生程度采用五级法，“＋”、“＋＋”、“＋＋＋”、“＋＋＋＋”和“＋＋＋＋＋”分别代表轻度发生（或不发生）、中度偏轻发生、中度

发生、中度偏重发生以及大发生；另“ａ”、“ｂ”、“ｃ”、“ｄ”分别代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

Ｆｉｖｅｌｅｖ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ｍｅａｎｓｍｉｌｄ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ｎｏ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ｏｒｔｈａ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ｒｔｈａ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ｃａｎｄｄ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ａｎｄ２０１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１．２　蓄齿胫叶甲犌犪狊狋狉狅狆犺狔狊犪狆狅犾狔犵狅狀犻Ｌｉｎ

ｎａｅｕｓ

　　属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叶甲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齿胫叶甲属犌犪狊狋狉狅狆犺狔狊犪。为蓼科杂草蓄犘狅犾狔犵

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的一种重要天敌昆虫
［３４］，国外学者

对其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习性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并研究了寄主植物糙叶酸模犚狌犿犲狓犮狅狀犳犲狉狋狌狊叶片

的主要挥发性化合物分别对蓄齿胫叶甲的引诱或

驱避作用［４７４９］，而国内只对该虫的发育起点温度和

有效积温进行过研究［５０］。该虫在柴达木盆地农业

区常见，一年发生１代，以成虫在土中、石缝及枯枝

落叶下越冬，越冬成虫于翌年５月上、中旬羽化出

土，飞翔能力不强，只做短距离飞行后便交尾。羽化

成虫首先寻食杂草———蓄，５月下旬开始交尾产

卵，一般将卵产在蓄叶片的背面，每雌每次平均产

卵４０粒左右。随后，成虫向藜麦幼苗上转移为害，

咬食藜麦嫩叶、嫩茎，严重时将整株植株吃光。蓄

齿胫叶甲幼虫共３龄，１龄幼虫具群集性，２龄分散

活动，通常将一片叶子吃光后才转移到其他叶片，３

龄老熟幼虫于７月中旬始钻入表土中作土室化蛹，７

月底８月初羽化为成虫，随即钻入土中直至翌年春

才出土。蓄齿胫叶甲成虫畏光，一般于清晨和傍

晚从土缝中爬出取食，而白天阳光强烈时很少出现；

有假死性，受到惊扰立即蜷缩落地，继而钻入土穴中

隐藏，险情解除后再爬出取食。在调查中，我们还发

现成虫不只取食藜麦和蓄的茎叶，还取食芥菜型

油菜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犼狌狀犮犲犪的叶片。根据对蓄齿胫叶

甲行为活动轨迹的观察及其生物学特性的了解，推

测为害藜麦的蓄齿胫叶甲的主要来源为蓄这种

杂草，次要来源则很可能为芥菜型油菜。

２０１５年蓄齿胫叶甲在乌兰县希里沟镇东庄

村和西庄村的重茬藜麦地大暴发，受害严重地块的

藜麦幼苗几乎全部被食尽，种植户们被迫重新播种，

造成了较重的经济损失，为当年乌兰县藜麦田的最

主要害虫；而该虫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却未对

乌兰县境内的藜麦造成明显危害，为这三年的一般

性害虫，且该虫在其他县市至今未对藜麦产量造成

显著影响。

２．１．３　菠菜潜叶蝇犘犲犵狅犿狔犪犲狓犻犾犻狊Ｍｅｉｇｅｎ

属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花蝇科Ａｎｔｈｏｍｙｉｉｄａｅ，泉蝇

属犘犲犵狅犿狔犪。调查发现，该虫在青海省内也为害藜

麦和藜科杂草藜（别名：灰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菠菜潜叶蝇在柴达木盆地农业区一年发生２代，以

蛹在土中越冬，越冬代成虫一般于５月中、下旬羽化

出土，６月初开始产卵，成虫喜欢将卵产在高大植株

的叶片背面，排列成行，除了藜麦，它也会选择在藜

上产卵；６月中旬藜麦植株高约１０～１５ｃｍ时，第一

代幼虫便开始在叶片内钻蛀潜道为害，７月下旬第

一代成虫产卵，９月中、下旬第二代老熟幼虫化蛹，

始营越冬生活。在东部农业区，该虫一年发生２代，

少数发生３代，越冬代成虫出土时间比柴达木盆地农

业区提前２０～３０ｄ。该虫主要以第一代幼虫对藜麦

造成危害，幼虫孵化后随即钻入叶肉，形成弯曲的隧

道，通过表皮可看到幼虫及排泄物，其在叶片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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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第１期 李秋荣等：青海高原干旱地区藜麦害虫与天敌名录及５种害虫记述

皮之间穿食后只剩表皮，整个叶片呈半透明水泡状突

起，使植株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叶子变黄而干枯，严重

者导致作物减产。在本地区引种藜麦前，菠菜潜叶蝇

主要为害藜、菠菜犛狆犻狀犪犮犻犪狅犾犲狉犪犮犲犪以及甜菜犅犲狋犪

狏狌犾犵犪狉犻狊等，因此，推测藜麦上的菠菜潜叶蝇是从这几

种植物上转移而来的。

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菠菜潜叶蝇

为藜麦上的一般性害虫，２０１６年为次要害虫，２０１７年

上升为主要害虫之一；在柴达木盆地农业区，２０１４年

该虫为一般性害虫，２０１５年为次要害虫，而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在该地区大面积发生，成为影响藜麦生产的主

要害虫。由于其幼虫钻入叶片取食，给防治带来较大

难度，致使受害单株平均产量降低１０％～３０％。

２．１．４　横纹菜蝽犈狌狉狔犱犲犿犪犵犲犫犾犲狉犻Ｋｏｌｅｎａｔｉ

属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蝽科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菜蝽

属犈狌狉狔犱犲犿犪。其成虫和若虫主要靠刺吸植物汁液

生存，尤喜刺吸嫩芽、嫩茎、嫩叶、花蕾和幼荚。它们

的唾液对植物组织有破坏作用，会阻碍糖类代谢和

同化作用的正常进行，被刺吸处留下黄白色至微黑

色斑点。此外，横纹菜蝽还可传播软腐病。横纹菜

蝽在东部农业区较普遍，一年发生２代，以成虫在田

间石块下越冬，翌年４月中旬开始取食、交尾。卵双

行排列在叶背，初孵若虫群集在卵壳周围，有假死

性。６月中旬各龄若虫及成虫群集为害，调查结果

显示，发生高峰期每平方米田地多达几十甚至上百

头害虫。引种藜麦以前，横纹菜蝽在青海高原东部农

业区的寄主主要有油菜、甘蓝、萝卜、白菜犅狉犪狊狊犻犮犪

狆犲犽犻狀犲狀狊犻狊、花椰菜犅．狅犾犲狉犪犮犲犪Ｌ．ｖａｒ．犫狅狋狉狔狋犻狊等，引

种后发现该虫也刺吸藜麦嫩叶及嫩茎的汁液，致使

被害部位出现黄褐色斑点，藜麦幼苗子叶期受害轻

则萎蔫，重则枯死；花期受害则不能结荚或籽粒不饱

满。若不及早防治，将导致显著减产，该虫在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仅为东部农业区的一般性害虫，但在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却给藜麦生产带来较大的影响，致使单株减

产１０％左右，是近两年东部农业区藜麦上的主要害虫

之一。调查表明，藜麦上的横纹菜蝽来源于本地区的

主栽油料作物油菜。

２．１．５　宽胫夜蛾犕犲犾犻犮犾犲狆狋狉犻犪狊犮狌狋狅狊犪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üｌｌｅｒ

属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夜蛾科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宽胫

夜蛾属犕犲犾犻犮犾犲狆狋狉犻犪。该虫在柴达木盆地农业区为

害较重，一年发生１代，以蛹越冬。越冬代成虫于次

年６月中下旬羽化出土。主要以幼虫取食藜麦叶片

及
!

造成危害，１龄幼虫于７月中旬开始取食。３龄

前幼虫体色为淡绿色，喜群集于叶片背面，将叶片咬

成孔洞，仅剩上表皮；蜕皮成为高龄幼虫后体色变化

较大且多样，从黄白色到黑褐色不等，并逐渐转移分

散至不同叶片和穗上取食。成虫昼伏夜出，白天隐

藏于荫蔽处，休息时翅多平贴于腹背；傍晚开始活动

觅食，成虫发生量多时体色较深，且趋光性强，对灯、

火、糖、蜜、酒、醋有正趋性。每雌一生可产卵数百

粒。７月下旬及８月中旬为为害高峰期，叶片变黄

后宽胫夜蛾幼虫转移至藜麦穗上取食。９月中旬始

现老熟幼虫。成虫可用诱虫灯、糖醋混合液等诱杀

进行生物防治。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凡是在有藜的

藜麦田中，藜周围区域的藜麦受幼虫为害比其他区域

严重，形成了以藜为中心的严重受害地带。由此，我

们推测藜很可能是宽胫夜蛾向藜麦转移取食的中间

寄主之一，当藜被取食殆尽时，大量宽胫夜蛾幼虫便

转向藜麦取食为害。

２．２　天敌种类

青海高原干旱地区藜麦田中的天敌资源比较丰

富，共调查到天敌２１种，分属于２纲７目１２科。其

中，昆虫纲１８种，蛛形纲３种，种类最多的是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瓢虫科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共７种，其次是双

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食蚜蝇科Ｓｙｒｐｈｉｄａｅ共３种（表３）。东

部农业区的优势天敌有七星瓢虫犆狅犮犮犻狀犲犾犾犪狊犲狆

狋犲犿狆狌狀犮狋犪狋犪、多异瓢虫犎犻狆狆狅犱犪犿犻犪狏犪狉犻犲犵犪狋犪和

微小花蝽犗狉犻狌狊犿犻狀狌狋狌狊，柴达木盆地农业区的优势

天敌是十一星瓢虫犆狅犮犮犻狀犲犾犾犪狌狀犱犲犮犻犿狆狌狀犮狋犪狋犪、丽

草蛉犆犺狉狔狊狅狆犪犳狅狉犿狅狊犪和异须盲蝽犆犪犿狆狔犾狅犿犿犪

犱犻狏犲狉狊犻犮狅狉狀犻狊。异须盲蝽是肉食性兼植食性昆虫，它的

成虫和若虫在藜麦田中既能捕食蚜虫、黏虫等夜蛾科

的卵和幼虫，又可刺吸藜麦的汁液，但总的来说，益大

于害，是一种除害作用比较显著的捕食性天敌［５１］。

３　讨论

本文乃国内对于藜麦害虫发生及天敌资源种类

的首次报道。藜麦最初由西藏农牧学院和西藏农科

院于１９８７年引种进行试验研究，并于１９９２年和

１９９３年在西藏境内大范围小面积试种成功
［６，５２］。目

前，在青海、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四川、浙江等

地已有小规模适应性种植。藜麦性喜热带、亚热带

干湿气候的高海拔地区，稍耐干旱和霜冻，较耐盐

碱，对病虫害的抗性能力也较强［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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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青海高原干旱地区藜麦害虫天敌名录

犜犪犫犾犲３　犖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狊狆犲犮犻犲狊狅狀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狇狌犻狀狅犪犻狀犪狉犻犱犪狉犲犪狅犳犙犻狀犵犺犪犻狆犾犪狋犲犪狌

天敌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ｙ

捕食或寄生对象

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昆虫纲Ｉｎｓｅｃｔａ

　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瓢虫科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１．二星瓢虫犃犱犪犾犻犪犫犻狆狌狀犮狋犪狋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２．七星瓢虫犆狅犮犮犻狀犲犾犾犪狊犲狆狋犲犿狆狌狀犮狋犪狋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３．异色瓢虫犎犪狉犿狅狀犻犪犪狓狔狉犻犱犻狊Ｐａｌｌａｓ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４．横带瓢虫犆狅犮犮犻狀犲犾犾犪狋狉犻犳犪狊犮犻犪狋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 Ｈａｉｘｉ

　　　５．横斑瓢虫犆狅犮犮犻狀犲犾犾犪狋狉犪狀狊狏犲狉狊狅犵狌狋狋犪狋犪Ｆａｌｄｅｒｍａｎｎ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 Ｈａｉｘｉ

　　　６．十一星瓢虫犆狅犮犮犻狀犲犾犾犪狌狀犱犲犮犻犿狆狌狀犮狋犪狋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 Ｈａｉｘｉ

　　　７．多异瓢虫犎犻狆狆狅犱犪犿犻犪狏犪狉犻犲犵犪狋犪Ｇｏｅｚｅ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步甲科Ｃａｒａｂｉｄａｅ

　　　８．细胫步甲犃犵狅狀狌犿ｓｐ． 多种害虫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ｓｔｓ 海西 Ｈａｉｘｉ

　脉翅目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草蛉科Ｃｈｒｙｓｏｐｉｄａｅ

　　　９．丽草蛉犆犺狉狔狊狅狆犪犳狅狉犿狅狊犪Ｂｒａｕｅｒ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１０．日本通草蛉犆犺狉狔狊狅狆犲狉犾犪狀犻狆狆狅狀犲狀狊犻狊（Ｏｋａｍｏｔｏ）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盲蝽科 Ｍｉｒｉｄａｅ

　　　１１．异须盲蝽犆犪犿狆狔犾狅犿犿犪犱犻狏犲狉狊犻犮狅狉狀犻狊Ｒｅｕｔｅｒ 多种害虫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ｓｔｓ 海西Ｈａｉｘｉ

　　花蝽科Ａｎｔｈｏｃｏｒｉｄａｅ

　　　１２．微小花蝽犗狉犻狌狊犿犻狀狌狋狌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蚜虫／木虱Ａｐｈｉｄ／ｗｏｏｄｌｉｃｅ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

　　食蚜蝇科Ｓｙｒｐｈｉｄａｅ

　　　１３．食蚜蝇犛犮犪犲狏犪狆狔狉犪狊狋狉犻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 Ｈａｉｘｉ

　　　１４．凹带优食蚜蝇犈狌狆犲狅犱犲狊狀犻狋犲狀狊（Ｚｅｔｔｅｒｓｔｅｄｔ）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１５．黑带食蚜蝇犈狆犻狊狔狉狆犺狌狊犫犪犾狋犲犪狋狌狊（ＤｅＧｅｅｒ）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西／海东／西宁 Ｈａｉｘｉ／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蜻蜓目Ｏｄｏｎａｔａ

　　蜻科Ｌｉｂｅｌｌｕｌｉｄａｅ

　　　１６．黄蜻犘犪狀狋犪犾犪犳犾犪狏犲狊犮犲狀狊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多种害虫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ｓｔｓ 海西 Ｈａｉｘｉ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姬蜂科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ｉｄａｅ

　　　１７．耗姬蜂犜狉狔犮犺狅狊犻狊ｓｐ． 鳞翅目幼虫Ｌａｒｖａｅｏｆ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海西 Ｈａｉｘｉ

　　蚜茧蜂科Ａｐｈｉｄｉｉｄａｅ

　　　１８．阿尔蚜茧蜂犃狆犺犻犱犻狌狊犲狉狏犻Ｈａｌｉｄａｙ 蚜虫Ａｐｈｉｄ 海东／西宁 Ｈａｉｄｏｎｇ／Ｘｉｎｉｎｇ

蛛形纲Ａｒａｃｈｎｉｄａ

　蜘蛛目Ａｒａｎｅｉｄａ

　　蟹蛛科Ｔｈｏｍｉｓｉｄａｅ

　　　１９．满蟹蛛犜犺狅犿犻狊狌狊狅狀狌狊狋狌狊Ｗａｌｃｋｅｎａｅｒ 多种害虫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ｓｔｓ 海西 Ｈａｉｘｉ

　　狼蛛科Ｌｙｃｏｓｉｄａｅ

　　　２０．布兰狼蛛犔狔犮狅狊犪犫犾犪狀犱犪Ｋｏｃｈ 多种害虫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ｓｔｓ 海西 Ｈａｉｘｉ

　　球蛛科Ｔｈｅｒｉｄｉｉｄａｅ

　　　２１．胡氏肥腹蛛犛狋犲犪狋狅犱犪犺狌犻Ｚｈｕ 多种害虫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ｓｔｓ 海西 Ｈａｉｘｉ

　　截至目前，尚未在藜麦上发现检疫性害虫。

青海省东部农业区与柴达木盆地农业区藜麦上

的害虫种类、发生期及优势天敌种类存在一定差异，

这可能与两个农业区的地形、海拔等有关，青海高原

地形差异显著，东部农业区的主要地形为山地和丘

陵，平均海拔为２３００ｍ左右，而柴达木盆地农业区

海拔在２６００～３０００ｍ。两区均属于高原大陆性气

候。在藜麦的播种期上，东部农业区的适宜播种期

为４月中下旬，而柴达木盆地农业区则为５月中下

旬，比东部农业区约晚１个月，同一种害虫在柴达木

盆地农业区发生为害起始期比东部农业区晚２０～

３０ｄ，而开始越冬的时间却比东部农业区早１０～２０ｄ。

藜麦田中主要害虫发生的种类亦有所不同，东部农

业区主要害虫为黄条跳甲、横纹菜蝽、长角毛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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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菠菜潜叶蝇和暗头豆芫菁，而柴达木盆地农业区

则为黄条跳甲、蓄齿胫叶甲、菠菜潜叶蝇、宽胫夜

蛾以及豌豆蚜。

藜麦害虫的种类及种群数量亦随年份、具体地理

位置不同而变化。２０１４年长角毛足象甲犘．犱犲犮犻狆犻犲狀狊

在东部农业区藜麦田为一般性害虫，但２０１５年该虫

在西宁市城北区和大通县大量发生，取食藜麦叶片，

阻碍藜麦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造成作物减产１０％

～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长角毛足象甲却未对该地区

的藜麦生产造成明显影响，而在柴达木盆地农业区

尚未出现该虫为害。此外，笔者在柴达木盆地农业

区德令哈市柯鲁柯镇发现卷蛾科卷蛾亚科的一种昆

虫，食害藜麦叶片背面并将叶片卷起在叶内吐丝作

茧化蛹，该卷叶蛾目前只在柯鲁柯镇藜麦田发现为

害，而在青海省内其他县市尚未发现此种害虫。

重茬藜麦地一般比头茬地受害严重，而头茬藜麦

地的害虫种类及为害程度与前茬作物种类有很大关

系。前茬作物为油菜的藜麦田，苗期黄条跳甲、横纹

菜蝽发生数量较多，而前茬为青稞犎狅狉犱犲狌犿狏狌犾犵犪狉犲

ｖａｒ．狀狌犱狌犿Ｈｏｏｋ．ｆ．、小麦犜狉犻狋犻犮狌犿犪犲狊狋犻狏狌犿和玛卡

犔犲狆犻犱犻狌犿犿犲狔犲狀犻犻的藜麦田害虫发生较轻，常为次要

及一般性害虫。

对于藜麦害虫的防治，应本着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植物保护工作方针，根据本地区害虫的种类、生

物学特性、发生规律及为害特点，对害虫的发生期进

行准确的预测预报，抓住关键期开展防治；将藜麦与

其他科的作物或绿肥植物如箭薚豌豆、毛苕子、苜蓿

等轮作或间作，增强土壤肥力，提高藜麦对病、虫、草

害的免疫耐受能力［５３］；保护利用本地天敌，必要时

也可引进商品化天敌，加速探索潜在的生物防治资

源，促进青海省有机藜麦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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