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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Ｊ．Ｅ．Ｓｍｉｔｈ）是一种世界性的重大农业害虫，已于２０１９年１月侵入中

国云南省西部地区，对当地主要经济作物鲜食玉米的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调查了入侵成虫后代幼虫在鲜食

玉米田的种群密度和为害情况，分析了幼虫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玉米田呈聚集分

布，聚集度随密度的增加而升高，环境是导致聚集分布的主要因素。基于空间分布型的分析结果，进一步研究提出

了幼虫密度的理论抽样模型和基于幼虫密度防治指标的序贯抽样技术。本研究明确了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玉米田的

空间分布特征和抽样方法，为通过调查田间种群密度指导幼虫防治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　鲜食玉米；　空间分布；　序贯抽样

中图分类号：　Ｓ４３５．１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Ａ　　犇犗犐：　１０．１６６８８／ｊ．ｚｗｂｈ．２０１９１１５

犔犪狉狏犪犾狊狆犪狋犻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狆犪狋狋犲狉狀犪狀犱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狅犳狋犺犲犳犪犾犾

犪狉犿狔狑狅狉犿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犻狀犿犪犻狕犲犳犻犲犾犱狊

犛犝犖犡犻犪狅狓狌１
，２，　犣犎犃犗犛犺犲狀犵狔狌犪狀

２，　犑犐犖犕犻狀犵犺狌犻
３，　犣犎犃犗犎狌犻狔狌犪狀

４，　犔犐犌狌狅狆犻狀犵
５，

犣犎犃犖犌犎犪狅狑犲狀２，　犑犐犃犖犌犢狌狔犻狀犵
６，　犢犃犖犌犡犻犪狀犿犻狀犵

２，　犠犝犓狅狀犵犿犻狀犵
２

（１．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犆犺狅狀犵狇犻狀犵　４００７１５，犆犺犻狀犪；２．犛狋犪狋犲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犳狅狉犅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犘犾犪狀狋犇犻狊犲犪狊犲狊犪狀犱

犐狀狊犲犮狋犘犲狊狋狊，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　１００１９３，犆犺犻狀犪；

３．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犌犲狀狅犿犻犮狊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犪狋犛犺犲狀狕犺犲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犛犺犲狀狕犺犲狀　５１８１２０，犆犺犻狀犪；

４．犎犲犫犻犑犻犪犱狌狅犛犮犻犲狀犮犲犐狀犱狌狊狋狉狔犪狀犱犜狉犪犱犲犆狅．，犔狋犱，犎犲犫犻　４５８０３０，犆犺犻狀犪；５．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犎犲狀犪狀

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犣犺犲狀犵狕犺狅狌　４５０００２，犆犺犻狀犪；６．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犵狉狅犜犲犮犺

犈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犪狀犱犛犲狉狏犻犮犲犆犲狀狋犲狉，犅犲犻犼犻狀犵　１００１２５，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犜犺犲犳犪犾犾犪狉犿狔狑狅狉犿，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犑．犈．犛犿犻狋犺），犻狊犪犿犪犼狅狉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狆犲狊狋狑狅狉犾犱狑犻犱犲．犐狋犻狀

狏犪犱犲犱狋犺犲狑犲狊狋犲狉狀狆犪狉狋狅犳犢狌狀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狀犑犪狀狌犪狉狔２０１９犪狀犱狆狅狊犲狊犪狊犲狉犻狅狌狊狋犺狉犲犪狋狋狅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犳狉犲狊犺

犲犪狋犻狀犵犿犪犻狕犲，狋犺犲犿犪犻狀犮犪狊犺犮狉狅狆犻狀犢狌狀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犠犲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狋犺犲犾犪狉狏犪犾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犳狉狅犿犻狀狏犪狊犻狏犲

犪犱狌犾狋狊犪狀犱犻狋狊犱犪犿犪犵犲犻狀犳狉犲狊犺犲犪狋犻狀犵犿犪犻狕犲犳犻犲犾犱狊，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狕犲犱狋犺犲狊狆犪狋犻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狆犪狋狋犲狉狀狅犳犾犪狉狏犪犾狆狅狆狌犾犪

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狊犺狅狑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犾犪狉狏犪犲犲狓犺犻犫犻狋犲犱犪狆犪狋狋犲狉狀狅犳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犿犪犻狕犲犳犻犲犾犱，犪狀犱狋犺犲

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犱犲犵狉犲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犱狑犻狋犺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犾犪狉狏犪犾犱犲狀狊犻狋狔．犜犺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狑犪狊狋犺犲犿犪犻狀犳犪犮狋狅狉犾犲犪犱犻狀犵狋狅狋犺犲

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犅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狊狆犪狋犻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犿狅犱犲犾狅犳犾犪狉狏犪犾

犱犲狀狊犻狋狔犪狀犱犪狊犲狇狌犲狀狋犻犪犾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犻狀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犾犪狉狏犪犾犮狅狀狋狉狅犾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狑犲狉犲狆狉狅狆狅狊犲犱，狑犺犻犮犺狆狉狅

狏犻犱犲犱犪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犳狅狉犵狌犻犱犻狀犵犾犪狉狏犪犾犮狅狀狋狉狅犾犫狔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狀犵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犳犪犾犾犪狉犿狔狑狅狉犿；　犳狉犲狊犺犲犪狋犻狀犵犿犪犻狕犲；　狊狆犪狋犻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狆犪狋狋犲狉狀；　狊犲狇狌犲狀狋犻犪犾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Ｊ．Ｅ．Ｓｍｉｔｈ）

源于美洲大陆，周年发生于美洲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但能向北迁飞到达加拿大、向南迁飞到达阿根廷等

广阔的地域［１２］。草地贪夜蛾可取食２００种植物，并



２０１９

分化出嗜食玉米和高粱的玉米型和主要为害水稻和

牧草的水稻型［３５］，是玉米、高粱、水稻、棉花、苜蓿等

农作物的重大害虫［６９］。草地贪夜蛾在适宜温度下，

一个月可完成一个世代，无滞育现象［２，１０］。由于其

具有较强的迁飞能力，常常通过远距离迁移导致异

地暴发为害，监测预警和防控工作难度很大［１１１３］。

草地贪夜蛾２０１６年１月首次侵入非洲尼日利亚

和加纳［１４］，并在此后的２年内，在非洲４４个国家暴发

为害成灾［１０］。该虫于２０１８年５月侵入印度
［１５］，１２月

侵入缅甸［１６１７］，２０１９年１月侵入中国云南西南地

区，目前已在６市（州）１６县发生为害。滇西南地区为

热带、南亚热带气候，种植玉米、水稻、甘蔗等草地贪

夜蛾嗜好寄主作物。鲜食玉米是该地区９月份至翌

年４月份的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超过２０万ｈｍ２，

是农民冬春季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１８２０］，草地贪夜

蛾入侵后，农民开始大量使用化学农药，给鲜食玉米

的质量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昆虫种群均有一定的空间分布范围，通过研究

昆虫空间分布型，可以了解昆虫种群内部与种群之

间的结构，以及种群与生境之间的复杂联系，有助于

提高害虫预测预报的准确性和指导害虫的防控工

作［２１］。我们研究了首次入侵种群后代幼虫在鲜食

玉米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抽样技术，旨在为田间种

群调查和指导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玉米种植情况和调查方法

草地贪夜蛾侵入云南西部地区后，我们于２０１９年

１月下旬到德宏州瑞丽市勐卯镇姐东村（北纬２３°５８′

３５″，东经９７°４８′５１″）开展田间调查工作。当地主要

种植鲜食甜玉米，品种为‘玉米王８号’（上海金农种

业有限公司）、‘夏甜８０９’（广西金卡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双色拉菲’（云南明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卡罗拉’（南京永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晶甜６

号’（南京绿领种业有限公司）等，玉米种植密度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株／６６７ｍ２，处于６～９叶生长期。选取

单块面积大于１３３４ｍ２的２０块田，每块田５点随机

取样，每点连续调查１２株，记录每株玉米上草地贪

夜蛾幼虫龄期、数量和为害情况。

１．２　聚集度测定和空间分布型分析方法

采用下述８种方法测定聚集度和分析空间分布

型［２２２５］。（１）Ｍｏｒｉｓｉｔａ的扩散指数犆，犆＝犛２／珚狓；

（２）Ｌｌｏｙｄ的平均拥挤度犕，犕＝珚狓＋犛２／珚狓－１；

（３）Ｄａｖｉｄ和 Ｍｏｏｒ的丛生指数犐，犐＝犛２／珚狓－１；

（４）Ｗａｔｅｒ的负二项分布犓 值，犓＝珚狓２／（犛２－珚狓）；

（５）Ｋｕｎｏ的久野指数犆犃 值，犆犃＝（犛２－珚狓）／珚狓２；（６）

扩散指标犐δ，犐δ＝狀∑
狀

犻＝１

狓犻（狓犻－１）／犖′（犖′－１）；（７）

Ｉｗａｏ的犕－珚狓回归法，犕＝α＋β珚狓；（８）Ｔａｙｌｏｒ幂

法则犛２＝ａ珚狓ｂ。

式中，犛２为方差，珚狓为平均密度，狀为抽样数，犖′

为总虫数，狓犻为第犻株玉米上的虫口数，ａ、ｂ，α、β为

参数。

根据Ｂｌａｃｋｋｉｔｈ的种群聚集均数λ理论，可检验

草地贪夜蛾在玉米田间的聚集原因。其中，λ＝
珔狓
２犓
狉，

式中狉为自由度等于２犓时的χ
２分布函数（概率为

０．５）。因２犓常为小数，故可用比例内插法求狉值。

当λ＜２时，表明个体的聚集是由当地气候、土壤湿

度和植株生长状况等环境因素引起的；当λ≥２时，

个体的聚集是由昆虫的聚集行为和环境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１．３　种群密度抽样技术的研究方法

采用Ｉｗａｏ提出的抽样数公式，建立玉米田的草

地贪夜蛾幼虫理论抽样数计算模型：

犖＝
狋２

犇２
α＋１
珚狓
＋β－（ ）１

式中：犖为最适理论抽样数；狋为一定置信度下的狋

分布值；犇为允许误差，α、β为Ｉｗａｏ回归模型犕
－

珚狓回归式的截距和斜率，珚狓为平均密度。

采用Ｉｗａｏ提出的复合序贯抽样技术：犜Ｉｗａｏ（狀）＝

狀犿０±狋 狀［（α＋１）犿０＋（β－１）犿
２
０槡 ］，式中：累计虫量

的上限犜１（狀）取模型加号计算的数值，下限犜２（狀）取模

型减号计算的数值。狀为田间抽样数，犿０为防治指

标，狋为相应置信度下的分布值，α、β为Ｉｗａｏ模型

犕－珚狓回归式的截距和斜率。抽样过程中，若虫量

大于上限则表明种群密度高于防治指标，若虫量低

于下限则表明种群密度低于防治指标，否则需继续

抽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幼虫的密度与为害情况

对２０块玉米田的调查表明，草地贪夜蛾幼虫主

要处于２～３龄期，１龄、２龄、３龄、４龄和５龄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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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分别为１１．２０％、５９．８５％、２４．５２％、４．２５％和

０．１９％。幼虫平均密度范围为０．１２～１．０５头／株，玉

米受害株率为１０％～４５％，二者有极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犚＝０．８０４９）（图１）。

图１　草地贪夜蛾幼虫密度与玉米受害株率的关系

犉犻犵．１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犪狉狏犪犾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犳犪犾犾

犪狉犿狔狑狅狉犿犪狀犱犿犪犻狕犲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

２．２　幼虫的空间分布型

如表１所示，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扩散

系数犆、平均拥挤度犕、聚块指数犕／珚狓都大于１，

聚集指数犐、久野指数犆犃、负二项分布犓均大于０。

根据各聚集度分布标准分析，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玉

米田间的分布类型为聚集分布。将Ｔａｙｌｏｒ幂法公

式犛２＝ａ珚狓ｂ转换为ｌｇ犛
２＝ｌｇａ＋ｂｌｇ珚狓，根据表１中的

犛２和珚狓值得到图２玉米田草地贪夜蛾的回归方程

ｌｇ犛
２＝０．１８＋０．６９ｌｇ珚狓（犚＝０．９３４１），参数ａ＝

１．５１＞１，ｂ＝０．６９＜１。因此，可判断玉米田中草地

贪夜蛾幼虫为聚集分布，个体分布集中，幼虫聚集度

随平均密度的升高上升。

图２　犾犵犛
２与犾犵珔狓的相关关系

犉犻犵．２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犵犛
２犪狀犱犾犵珔狓

表１　玉米田草地贪夜蛾幼虫密度、方差及聚集指标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犾犪狉狏犪犾犱犲狀狊犻狋狔，狏犪狉犻犪狀犮犲犪狀犱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犻犮犲狊狅犳狋犺犲犳犪犾犾犪狉犿狔狑狅狉犿犻狀犿犪犻狕犲犳犻犲犾犱狊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平均密度

珚狓／头·株－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方差（犛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扩散系数（犆）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平均拥挤

度（犕）

Ｍｅａｎ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丛生指数

（犐）

犐ｉｎｄｅｘ

负二项分布

（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久野

指数（犆Ａ）

犆Ａｉｎｄｅｘ

扩散

指标（犐δ）

犐δｉｎｄｅｘ

聚块指数

（犕／珚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聚集因素（λ）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１ ０．５５ １．２８ ２．３３ １．８８ １．３３ ０．４１ ２．４２ ４．６６ ３．４２ ０．２１

２ ０．３７ ０．８０ ２．１９ １．５５ １．１９ ０．３１ ３．２４ ３．１２ ４．２４ ０．０９

３ ０．６５ １．１２ １．７２ １．３７ ０．７２ ０．９０ １．１１ ２．４３ ２．１１ ０．４３

４ ０．３０ ０．６５ ２．１５ １．４５ １．１５ ０．２６ ３．８４ ２．３５ ４．８４ ０．０６

５ ０．３０ ０．６７ ２．２４ １．５４ 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１３ ２．７５ ５．１３ ０．０５

６ ０．４０ ０．８３ ２．０７ １．４７ １．０７ ０．３７ ２．６７ ２．８３ ３．６７ ０．１３

７ ０．８３ １．５２ １．８２ １．６６ ０．８２ １．０１ ０．９９ ３．１３ １．９９ ０．５８

８ ０．１５ ０．４８ ３．２１ ２．３６ ２．２１ ０．０７ １４．７１ ５．００ １５．７１ ０．００

９ ０．１２ ０．３７ ３．１９ ２．３１ ２．１９ ０．０５ １８．７９ ２．８６ １９．７９ ０．００

１０ ０．３０ ０．６７ ２．２４ １．５４ １．２４ ０．２４ ４．１３ ２．７５ ５．１３ ０．０５

１１ ０．３５ ０．７３ ２．０９ １．４４ １．０９ ０．３２ ３．１２ ２．５７ ４．１２ ０．０９

１２ ０．４８ ０．８５ １．７７ １．２５ ０．７７ ０．６３ １．５８ ２．０７ ２．５８ ０．２６

１３ ０．２７ ０．４８ １．８１ １．０８ ０．８１ ０．３３ ３．０３ ０．５０ ４．０３ ０．０８

１４ ０．２３ ０．５３ ２．２８ １．５２ １．２８ ０．１８ ５．５０ １．９８ ６．５０ ０．０２

１５ ０．２３ ０．５０ ２．１４ １．３７ １．１４ ０．２０ ４．８９ １．３２ ５．８９ ０．０３

１６ ０．３３ ０．５１ １．５３ ０．８６ ０．５３ ０．６３ １．５９ ０．３２ ２．５９ ０．１８

１７ ０．８０ １．３０ １．６２ １．４２ ０．６２ １．２８ ０．７８ ２．３９ １．７８ ０．６０

１８ ０．４０ ０．６７ １．６７ １．０７ ０．６７ ０．５９ １．６８ １．３０ ２．６８ ０．２１

１９ １．０５ １．３５ １．２８ １．３３ ０．２８ ３．７３ ０．２７ １．６９ １．２７ ０．９６

２０ ０．５２ １．２３ ２．３８ １．８９ １．３８ ０．３８ ２．６７ ４．７７ ３．６７ ０．１７

　　根据Ｂｌａｃｋｋｉｔｈ的种群聚集均数λ理论公式，由

表１中的珚狓和犓 值计算得到玉米田草地贪夜蛾的

聚集均数λ，其数值分布于０～０．９６之间。鉴于λ值

均小于２，故此判断草地贪夜蛾在玉米田的聚集原

因是由环境因素主导的。将λ和珚狓作回归分析，得

到方程：λ＝珚狓－０．２２（犚＝０．９６６３），表明幼虫的聚

集程度与种群密度呈正相关（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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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草地贪夜蛾幼虫聚集均数与平均密度的关系

犉犻犵．３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犲犱犿犲犪狀犪狀犱犾犪狉狏犪犾

犿犲犪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珔狓）狅犳狋犺犲犳犪犾犾犪狉犿狔狑狅狉犿

２．３　抽样模型与技术

将玉米田草地贪夜蛾幼虫的Ｉｗａｏ犕和珔狓回归

模型系数α＝１．６６，β＝－０．３３，代入公式得出在概率

０．９５（狋值为１．９６）条件下的最佳理论抽样数模型：

犖＝（３．８４／犇２）（２．６６／珚狓－１．３３）

　　

　　可计算不同误差条件下（犇＝０．１，０．２，０．３），

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相应密度珔狓时的理论最佳抽样

数犖。

根据相关国际科研机构的研究结果，草地贪夜

蛾幼虫在玉米田的为害率达到２０％时就应采取防

控措施［２６］，按犘０＝３３．０４珚狓＋１０．９１计算幼虫密度的

防治指标为单株玉米０．３３头。将Ｉｗａｏ犕和珚狓回

归模型参数α、β代入序贯抽样模型，得到该防治指标

下草地贪夜蛾幼虫的抽样区间计算公式：犜Ｉｗａｏ（狀）＝

０．３３狀±１．９６ ０．７３槡 狀。计算不同取样株数（狀＝５０、

６０、７０、…、２００）时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序贯抽样区间

列入表２。抽样过程中，若虫量大于表中上限则表

明种群密度高于防治指标，需要进行防治；若虫量低

于下限则表明种群密度低于防治指标，不需要防治；

如幼虫密度处于上下限之间，仍需要继续抽样。

表２　玉米田草地贪夜蛾幼虫种群序贯抽样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犔犪狉狏犪犾狊犲狇狌犲狀狋犻犪犾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犾犻犿犻狋狊狅犳狋犺犲犳犪犾犾犪狉犿狔狑狅狉犿犻狀犿犪犻狕犲犳犻犲犾犱狊

抽样数（狀）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５０ １６０ １７０ １８０ １９０ ２００

上限犜１（狀）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ｉｔ ２８ ３３ ３７ ４１ ４６ ５０ ５４ ５８ ６２ ６６ ７０ ７４ ７８ ８２ ８６ ９０

下限犜２（狀）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４ １６ １９ ２１ ２４ ２６ ２９ ３２ ３４ ３７ ４０ ４２

３　讨论

昆虫的空间分布是种群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之一，对提高抽样技术，明确昆虫种群结构，开发有

效的害虫监测和管理技术及指导害虫防治至关重

要［２５，２７２８］。草地贪夜蛾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界范围内

对农作物造成毁灭性危害的重大害虫之一［２９］，在其

侵入中国初期，开展田间空间分布的调查，为其种群

抽样调查、监测预警和综合防治提供数据支撑是十

分必要的。

美国学者通过分析草地贪夜蛾连续３年的田间

分布情况，发现该虫在田间有多种空间分布型，不同

年份、不同种群密度都会出现不同的分布类型［３０］。

巴西有报道称草地贪夜蛾中等龄期幼虫在玉米田间

是聚集分布，而幼虫为害玉米穗的空间分布是随机

的［２８，３１］，Ｆａｒｉａｓ等人的研究也表明，草地贪夜蛾低龄

幼虫在田间的分布型为聚集分布，随着该虫在田间

的为害发展，其分布型的随机性越来越强［３２３３］。阿

根廷学者调查发现则表明草地贪夜蛾在玉米田间总

体上是呈聚集分布的［３４］，墨西哥有报道称草地贪夜

蛾幼虫在玉米田间随机分布［３５］。本研究中草地贪

夜蛾幼虫在鲜食玉米田中的空间分布型为聚集分

布，个体分布集中，幼虫聚集度随平均密度的增加而

升高。与多名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８，３１３４］。在

国内玉米害虫中，与草地贪夜蛾生物学行为较近的

黏虫和劳氏黏虫在玉米田间亦呈聚集分布，符合负

二项式特征［３６３７］。斜纹夜蛾在抽雄授粉期的甜玉米

上也为聚集分布［３８］，亚洲玉米螟、桃蛀螟和棉铃虫

３种鳞翅目害虫在灌浆期玉米田中的水平分布也均

属于聚集分布［３９］。

通过对瑞丽市鲜食玉米田草地贪夜蛾空间分布

的调查、抽样技术的分析，建立了理论抽样数模型和

序贯抽样模型，明确了玉米营养生育期调查草地贪

夜蛾的抽样方法。根据该虫不同发生密度等级，在

低密度田（≤０．６头／株）的田块中，每６６７ｍ２ 应调

查１１９２～９７０８株，可保证误差≤０．１；在高密度田

（＞０．６头／株）的田块中，每６６７ｍ２应调查５７～７６６株，

可保证误差≤０．１。序贯抽样技术可方便地应用于

生产防治中，尤其是基层生产经营主体，可基于百株

３３头的防治指标，按照序贯抽样表调查虫量，决定

是否需要喷药防治。

昆虫空间分布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寄主

品种及生长环境差异、调查幼虫龄期大小等。草地

贪夜蛾食性比较杂，不仅可以为害玉米，还可为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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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和番茄、大豆、棉花和马铃

薯等经济作物。不同国家玉米的种植模式不同，以

及物候期差异可能是导致草地贪夜蛾在玉米田间呈

聚集或随机分布的原因［３０］。此外，由于草地贪夜蛾

块状产卵，低龄草地贪夜蛾幼虫个体呈高密度聚集

存在，表现为负二项分布，到高龄幼虫后转移扩散能

力强，可能导致出现低密度随机分布现象，而表现为

泊松分布［３２］。玉米田斜纹夜蛾幼虫在低龄幼虫期

也常出现群集行为，个体间相互吸引，随着虫龄增大

而吸引力减弱，进入高龄后则表现为相互排斥，表现

为扩散转株为害［３８］。由于各地玉米品种不同及生

态环境的差异，本文在滇西研究得到的模型未必能

够适用于其他地区。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及

不同作物上还需要开展一些验证性的研究，发展适

合当地环境与生产特点的抽样技术。

因玉米型与水稻型的草地贪夜蛾均已经在非洲

定殖为害［４０］，两种类型的草地贪夜蛾都有可能入侵

我国。目前入侵云南的种群主要为害玉米，但随着

水稻生产的开始，水稻型的种群会很快增加。因此，

有必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研究确定种型并明确不同种

型在各种作物的分布特征，发展有针对性的抽样技

术，做到对防治工作的精准指导［４１４２］。总之，草地贪

夜蛾已经在滇西定殖，随着气温的回升和西南季风

的加强，中国中南部地区都可能会成为潜在的迁入

地［１７］，生产上既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测报工

作，也要加强基层生产主体的田间调查工作，确保有

效控制在入侵地的危害和不会形成其他地区的虫源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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