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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栀子绿灰蝶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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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建立黄栀子上绿灰蝶的绿色防控体系，我们根据绿灰蝶引起的产量损失率和经济阈值建立了绿灰蝶防治

指标模型，比较了不同农业措施对３个栀子品种上绿灰蝶的控制效果及生物和化学药剂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自

然条件下３个栀子品种中黄栀子受绿灰蝶的为害最严重，受害率为３８．３％。采取绿色防控处理，即每年１２月初修

剪并在来年３月中旬中耕除草的黄栀子上绿灰蝶的蛀果率最低；４种生物药剂中苏云金杆菌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ＷＰ７５０

倍液，３种化学药剂中９０％敌百虫原药１０００倍液防效最高，分别达８７．６％和８５．１％，两种药剂单独使用时该害虫

防治指标分别为４．４４头／株和２．４３头／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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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业一直是江西樟树地区的支柱产业，中药材

种植是樟树药业发展的基础。黄栀子犌犪狉犱犲狀犻犪

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Ｅｌｌｉｓ是我国一种重要的传统中药，是樟

树地区重要道地药材之一，具有清热、泻火、凉血等功

效［１２］。目前樟树黄栀子种植面积已达７６６６．７ｈｍ２，

约占全国产量的８３％，产值约１０亿元，种植药农近

５０００户。２０１５年樟树黄栀子已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黄栀子除了药用价值以外，还是重要的观赏植

物及化工原材料，不仅国内需求量大，国外如日本、美国

等国家也大量进口。但是，近年来，一种钻蛀性害

虫———绿灰蝶犃狉狋犻狆犲犲狉狔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对黄栀子为害日

趋严重，逐渐成为我国黄栀子种植区的重要害虫［３］。

作者在樟树地区已对绿灰蝶的生物学特性，比

如越冬习性、羽化节律、产卵习性、年生活史等［４］进

行了初步研究，为了提高药农的生产效益，激发药农

种植黄栀子的积极性，避免农药盲目使用造成的污

染及栀子果中的农药残留，作者开展了绿灰蝶绿色

防控技术及防治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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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绿灰蝶防治试验田设在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黄栀子种植基地及校园内观赏栀子种植点。

供试生物农药：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３２０００

ＩＵ／ｍｇ（武汉科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１．３％苦

参碱水剂（天津市恒源伟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１．８％阿维菌素乳油（石家庄市兴柏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２％烟碱水乳剂（天津市恒源伟业生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供试化学农药：９０％敌百虫原药（河南永农化工

产品有限公司）、２５ｇ／Ｌ溴氰菊酯乳油（南京红太阳

股份有限公司）、４８％毒死蜱乳油（山西德威生化有

限责任公司）。

施药器械：１６Ｌ高压电动喷雾器，台州市黄岩

绿野喷雾器厂。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农业及生态调控技术

不同品种被害情况调查：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每

年６月下旬和１１月中旬在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黄栀子种植基地及校园内调查，品种主要是大叶栀

子 犌犪狉犱犲狀犻犪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Ｅｌｌｉｓｖａｒ．犵狉犪狀犱犻犳犾狅狉犪

Ｎａｋａｉ、黄栀子犌犪狉犱犲狀犻犪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Ｅｌｌｉｓ和小栀子

犌犪狉犱犲狀犻犪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ｖａｒ．狉犪犱犻犮犪狀狊Ｍａｋｉｎｏ３个品

种。每品种随机取５株，每株随机调查上、中、下各

１０个栀子果或花中的幼虫头数和被害果数，计算各

品种的蛀害率及虫口密度。

蛀害率＝［被害果（花）／总果（花）数］×１００％；

虫口密度［头／果（花）］＝［总幼虫数／总果（花）数］。

中耕除草及修剪技术管理措施的制定：采取对

比试验法，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设置１２月初

修剪＋来年３月中耕除草、４月中旬修剪＋来年３

月中耕除草、无修剪＋来年３月中耕除草、无处理

（对照）４种管理措施。每处理设５个重复，小区面

积３０ｍ２，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除了对比因素

外，其他因素相同，试验田为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栀子种植基地。

取样及调查：各种植田块对角线取样５个点，每

点１０株，每株上、中、下各随机取１０个果，计算绿灰

蝶的蛀果率，通过数据比较分析制定合理的栽培管

理措施。

１．２．２　生物防治技术

生物药剂防治：２０１６年，根据孵化高峰期＝产

卵高峰期＋卵的历期，田间调查产卵高峰期为６月

５日，卵的历期约为９ｄ
［４］，推算６月１４日为孵化高

峰期。选取小区面积５０ｍ２，黄栀子不少于２０株的

３个试验区，采取完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每区组

５个处理，每处理４株，３个重复，喷施清水为对照，

在卵孵化高峰期前３ｄ（因为生物药剂发挥药效慢，

所以应提前用药）施药。计算虫口减退率及校正防

治效果。虫口数调查（包括未孵化的卵）为全株性调

查，每个处理调查１２株。

虫口减退率＝（防治前平均虫量－防治后平均

虫量）／防治前平均虫量×１００％；

校正防效＝（防治区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

增加率或减退率）／（１±对照区虫口增加率或减退

率）×１００％；

式中“±”表示对照区虫口增加时用“＋”，减少

时用“－”。

１．２．３　化学防治技术

２０１６年，选取３个小区，每小区面积５０ｍ２且黄

栀子不少于２０株，采取完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每

区组４个处理，４株作为１个处理，每个处理３个重

复，设喷施清水为对照，在卵孵化高峰期当天（６月５

日）施药（钻蛀性害虫应在蛀入以前用药）。计算虫

口减退率及校正防治效果。虫口数调查（包括未孵

化的卵）为全株性调查，每个处理调查１２株。计算

公式同１．２．２。

１．２．４　防治指标的确定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在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黄

栀子种植基地，选取长势相似的植株１５０株，调查记

录单株虫口数，虫数相同的植株编号相同，计算各编

号共有多少株。由于虫口密度在５头／株以下时造

成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调查时只记录虫口

密度大于５头／株的植株和虫口密度为０的植株。

然后于当年１１月１０日采收栀子，计算同一编号的

单株产量，计算产量损失，用平均每头害虫为害作物

造成产量损失率与单株虫数进行回归拟合，求出直

线回归方程狔＝ａ＋ｂ狓（狔为平均每头害虫为害作物

造成产量损失率，狓为单株虫数）和相关系数狉狓狔。

经济允许损失水平：经济允许损失水平是制定

防治指标的重要因素。它的确定涉及生产水平、产

品价格、防治费用、防治效果以及社会接受水平等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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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其原则是通过防治挽回的经济损失等于防

治费用。

防治指标的确定：确定防治指标应以挽回的经

济损失大于防治费用为目标。因此绿灰蝶为害山栀

子的防治指标模型为［６７］：

犈犜＝
犈犐犔×犉
犇

＝
（犐犆＋犎犆＋犕犆）×犉
犘×犈×犢×犇×犛犮

式中犐犆为农药费用，犎犆为人工费用，犕犆为

植保机械折旧费，犘为栀子价格，犈为防治效果，犢

为每ｈｍ２产量，犇为每头绿灰蝶幼虫造成的产量损

失率，犛犮为害虫的存活率（根据第一研究阶段调查

统计得到绿灰蝶存活率平均为９１．６％），犉为校正

系数，作为评价化学防治的间接代价和生态效益的

参数，一般可取２
［５］。

１．２．５　黄栀子绿灰蝶绿色防控技术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在黄栀子种植基

地选择生长环境、生长状况及株龄相同的栀子种植

区进行黄栀子绿灰蝶绿色防控技术研究，试验设３

个处理即绿色防控区（根据前期试验研究结果制

定）、常规防控区、对照区（仅做常规处理），每个处理

设３个重复，小区面积３０ｍ２，完全随机区组排列，其

他因素相同，比较各处理的蛀果率、损失率及绿色防

控区的防治效果。

绿色防控区防控：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６日进行修剪，

修剪下来的残枝集中销毁处理，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

中耕除草。２０１６年在绿色防控区周围种上油菜作

为成虫诱集带，绿灰蝶越冬代成虫发生期正值油菜

开花期（４月上旬），在周围的油菜花上喷施９０％敌

百虫原药１５００倍液；并结合农事管理实行人工摘

除蛀果；经过几年的田间调查发现绿灰蝶以第２

代、第５代幼虫为害最为严重，故药剂防治确定在

这两代卵孵化高峰期，当年第２代卵孵化高峰期为

６月５日，第５代为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７日，６月初樟

树地区温度为３０℃左右，湿度高，有利于苏云金杆

菌发挥药效，而１０月中旬以后温度偏低，一般在

２０℃以下，少雨，空气湿度较低，综合考虑，在防治

第２代绿灰蝶幼虫时采用苏云金杆菌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

ＷＰ７５０倍液在卵孵化高峰期前２ｄ喷施，为提高

药效，喷药后进行田间灌水以提高田间湿度；第５

代绿灰蝶幼虫用９０％敌百虫原药１０００倍液在卵

孵化高峰期喷施。

常规防控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６日修剪后，直接将

残枝堆积于栀子田间或地头，在发现有蛀果后进行

施药，第２代和第５代幼虫各喷施９０％敌百虫原药

１０００倍液１次。

蛀害率及防治效果取样调查：不同防治措施处

理田块各重复对角线５点取样，每点１０株，每株上、

中、下各随机取２０个果，计算绿灰蝶的蛀害率
［５］。

由于栀子果一旦被害不论轻重很容易感染病菌

造成全果不能使用，因此，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可用：

防治效果＝（对照区蛀害率－防治区蛀害率）／

对照区蛀害率×１００％。

栀子产量损失率的取样及调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１２日在绿色防控区和常规防控区各重复分别随机

采收１０株栀子，称量计算平均单株产量，另外采收

１０株健康（未被害株）植株栀子果作为对照，计算健

株平均单株产量，然后利用下列公式计算产量损失

率，其计算公式如下［５］：

产量损失率＝（健株平均单株产量－被害株平

均单株产量）／健株平均单株产量×１００％。

１．２．６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主要应用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

件进行完全随机区组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分析前对百分数数据进行平方根反正弦

转换。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农业及生态调控技术

调查结果显示：大叶栀子、黄栀子、小栀子３个品

种中，黄栀子虫蛀率最高，其次是小栀子；虫口密度以黄

栀子最高，与小栀子差异显著，与大叶栀子差异极显著；

大叶栀子虫口密度极显著低于黄栀子和小栀子（表１）。

试验结果（表２）表明，１２月初修剪并在来年３

月中旬中耕除草的栀子上绿灰蝶的蛀果率最低，与

另外３种措施相比较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冬季修剪

措施能显著降低绿灰蝶越冬虫口基数，中耕除草在

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越冬基数，表明合理的生态调控

对于绿灰蝶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２．２　生物防治技术

试验结果表明，在４种生物农药试验中，苏云金杆

菌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ＷＰ７５０倍液防效最好，可达８７．６％，

与１．３％苦参碱ＡＳ１２００倍液、１．８％阿维菌素ＥＣ

１５００倍液和２％烟碱ＥＷ８００倍液３种药剂间存在

极显著差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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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栀子品种的蛀害率及虫口密度比较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犪狀犱犻狀狊犲犮狋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犌犪狉犱犲狀犻犪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Ｓｕｒｖｅｙｔｉｍｅ

蛀害率／％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

虫口密度／

头·果（花）－１

Ｉｎｓｅｃ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平均蛀害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

平均虫口密度／

头·果（花）－１

Ｉｎｓｅｃ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大叶栀子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 ０ ０　 （１．５０±０．９５）ｂＢ （０．００５±０．００３）ｃＢ

犌犪狉犱犲狀犻犪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ｖａｒ．犵狉犪狀犱犻犳犾狅狉犪 ２０１５ １１ １５ ４ ０．０１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９ ０ ０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２ ２ ０．０１

黄栀子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 ３９．３ ０．２０ （３８．３±２．１４）ａＡ （０．２１±０．０１）ａＡ

犌．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 ２０１５ １１ １５ ４１．３ ０．２３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９ ３２．０ 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２ ４０．７ ０．２３

小栀子 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０ ３２．７ ０．１３ （３１．０±１．９９）ａＡ （０．１６±０．０１）ｂＡ

犌．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ｖａｒ．狉犪犱犻犮犪狀狊 ２０１５ １１ １５ ３５．３ 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９ ２６．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２ ３０．０ ０．１９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大写字母表示处理间经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分析在０．０５和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

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ｓｂｙ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表２　不同栽培措施下绿灰蝶对黄栀子的蛀害率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狅犳犌犪狉犱犲狀犻犪犼犪狊犿犻狀狅犻犱犲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不同栽培管理措施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

平均蛀害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

１２月初修剪＋来年３月中耕除草Ｐｒｕ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ａｎｄｗ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Ｍａｒｃｈｎｅｘｔｙｅａｒ （８．０２±０．７５）ｂ

４月中旬修剪＋来年３月中耕除草Ｐｒｕｎｉｎｇｉｎｍｉｄ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ｗ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Ｍａｒｃｈｎｅｘｔｙｅａｒ （３２．６８±３．６４）ａ

无修剪＋来年３月中耕除草Ｎｏｐｒｕｎｉｎｇ，ｂｕｔｗ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Ｍａｒｃｈｎｅｘｔｙｅａｒ （３５．４２±６．５４）ａ

无处理Ｎ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８．２０±４．５４）ａ

表３　４种生物农药对绿灰蝶的田间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犳狅狌狉犽犻狀犱狊狅犳犫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犃狉狋犻狆犲犲狉狔狓犻狀犳犻犲犾犱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喷药前虫

口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ｓｐｒａｙ

喷药后虫

口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

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

喷药后７ｄ　７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ｐｒａｙ

虫口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

校正防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苏云金杆菌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ＷＰ７５０倍液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ＷＰ７５０×
１１６ ２３ ８０．２ （８７．６±０．８）ａＡ

１．３％苦参碱ＡＳ１２００倍液ｍａｔｒｉｎｅ１．３％ＡＳ１２００× １０２ ２９ ７１．３ （８１．８±０．６）ｂＢ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１５００倍液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１．８％ＥＣ１５００× １２５ ４９ ６０．７ （７４．８±１．０）ｃＣ

２％烟碱ＥＷ８００倍液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２％ＥＷ８００× １０５ ４４ ５８．０ （７３．０±０．８）ｃＣ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 １０３ １６０ ５５．７ －

２．３　化学防治技术

结果表明，３种化学农药中，９０％敌百虫原药

１０００倍液药效最好，校正防效达８５．１％，与４８％毒

死蜱ＥＣ８００倍液、２５ｇ／Ｌ溴氰菊酯ＥＣ１２００倍液

两种药剂呈显著差异，４８％毒死蜱ＥＣ８００倍液防效

次之，但显著高于２５ｇ／Ｌ溴氰菊酯ＥＣ１２００倍液

（表４）。

２．４　防治指标确定

由表５可得出，单株产量损失率与单株虫数的

回归式为犢＝－０．５７３９＋０．９７６１犡（狉＝０．９７９），

说明单株产量损失率与单株虫数极显著正相关

（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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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三种化学农药对绿灰蝶的田间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狋犺狉犲犲犽犻狀犱狊狅犳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狅狀犃狉狋犻狆犲犲狉狔狓犻狀犳犻犲犾犱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喷药前虫

口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ｓｐｒａｙ

喷药后虫

口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

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

喷药后７ｄ　７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ｐｒａｙ

虫口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

校正防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９０％敌百虫ＴＣ１０００倍液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ｆｏｎ９０％ＴＣ１０００× １１６ ２５ ７８．１ （８５．１±１．２）ａＡ

４８％毒死蜱ＥＣ８００倍液ｃｈｌｏｒｐｙｒｉｆｏｓ４８％ＥＣ８００× １０８ ３０ ７２．３ （８１．２±１．２）ｂＡＢ

２５ｇ／Ｌ溴氰菊酯ＥＣ１２００倍液ｄｅｌｔａｍｅｔｈｒｉｎ２５ｇ／ＬＥＣ１２００× １０６ ３５ ６６．１ （７７．１±０．６）ｃＢ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 １０３ １５２ ４７．６ －　

表５　绿灰蝶为害损失测定

犜犪犫犾犲５　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犪犿犪犵犲犾狅狊狊狅犳犃狉狋犻狆犲犲狉狔狓

单株虫量／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株数／株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平均单株产量／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产量损

失率／％

Ｙｉｅｌｄ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０ ４ ２６００．０ －

５ ９ ２４５３．８ ５．６２

６ ６ ２４２５．２ ６．７１

７ ７ ２３８６．４ ８．２１

８ ６ ２３６８．０ ８．９２

９ ８ ２３３６．４ １０．１４

１０ １２ ２３０３．９ １１．３９

１１ １３ ２３２９．７ １０．３９

１２ １０ ２２４９．８ １３．４７

１３ １１ ２２１９．３ １４．６４

１４ １０ ２２３７．３ １３．９５

１５ ８ ２１９１．４ １５．７２

分别以敌百虫和苏云金杆菌为例分析绿灰蝶为

害经济允许水平。采用９０％敌百虫原药１０００倍液

共防治２次，每次每ｈｍ２ 用药折价３６元，用工费

６０元，机械折旧费４．５元，共计防治费用１３６．５元。

每ｈｍ２平均干果产量１８００ｋｇ，目前每ｋｇ栀子干果

２０元，防治效果８５．１％，由回归式可求得平均每头

绿灰蝶幼虫为害作物造成产量损失率为０．４％，即

犇＝０．４％。所以９０％敌百虫原药１０００倍液防治

时ＥＴ＝２．４３头／株。

采用苏云金杆菌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ＷＰ７５０倍液防

治２次，每次每ｈｍ２用药折价７５元，共计防治费用

２５５．５元，防治效果８７．６％，其他同上，则在使用该

生物农药的情况下，ＥＴ＝４．４４头／株。

２．５　黄栀子绿灰蝶绿色防控技术综合运用

试验结果表明，绿色防控区绿灰蝶蛀害率极显

著低于常规防控区和对照区，防治效果最高，为

（９４．８±０．６２）％。常规防控区与对照区绿灰蝶蛀

害率也有极显著差异（表６）。

表６　不同防控措施下栀子绿灰蝶蛀害率及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６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

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狉狋犻狆犲犲狉狔狓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平均蛀害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平均防治效果／％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绿色防控区

Ｇｒｅｅ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１．８±０．２２）Ｃ （９４．８±０．６２）Ａ

常规防控区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１７．６±０．８７）Ｂ （４８．８±２．５）Ｂ

对照区ＣＫ （３４．３±０．７４）Ａ －

不同防控措施下产量损失率研究结果表明，通

过实施本研究制定的绿灰蝶绿色防控技术，与常规

防控相比，栀子产量可增加１８．９％（表７）。

表７　不同防控措施下产量损失率

犜犪犫犾犲７　犜犺犲狔犻犲犾犱犾狅狊狊狉犪狋犲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

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平均单株产量／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产量损失率／％

Ｙｉｅｌｄｌｏｓｓｒａｔｅ

绿色防控区

Ｇｒｅｅ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２５４１ ２．３

常规防控区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２０４９．２ ２１．２

未被害株

Ｕｎｉｎｊｕｒｅｄｐｌａｎｔ
２６００ －

３　讨论

研究显示３个栀子品种中黄栀子被害率最高，

黄栀子主要为药用，是绿灰蝶喜食寄主，一旦绿灰蝶

大量发生将会对黄栀子生产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作

为观赏用栀子，尽量选择种植大叶栀子和小栀子两

个品种，可避免或减轻绿灰蝶为害。

（下转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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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地锦斑蛾幼虫各龄体长及历期

犜犪犫犾犲２　犅狅犱狔犾犲狀犵狋犺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

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犮狅狀狊犻犿犻犾犻狊犾犪狉狏犪犲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狋犪犵犲狊

虫龄

Ｉｎｓｔａｒ

体长／ｍｍ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

历期／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龄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１．６±０．３ ４±１

２龄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３．３±０．６ ４±２

３龄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５．１±１．０ ４±２

４龄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１０．１±２．０ ５±１

５龄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１７．２±３．０ ６±２

３　讨论

华立中［４］记载我国有地锦斑蛾分布，但未记录

具体发生区域和取食植物等。该虫在吉林市出蛰较

早，湖面结冰尚未完全融化。从２０１６年观测看，整

个成虫发生期以３月３１日和４月１日两天的气温

最高，均达１９℃，成虫数量也最多，其他年份成虫出

现高峰可能要随着最高气温出现日期的变化而异。

地锦斑蛾除了为害五叶地锦外，还取食山葡萄

的叶片和果穗。吉林省系山葡萄原产地之一［５］，当

地有相关的特色产业———山葡萄酒，因此，地锦斑蛾

的大量发生值得高度关注。

文献［６］记录吉林省斑蛾科昆虫有７种，在近些

年的园林植物病虫害普查中，发现吉林市有其中的

４种，即大叶黄杨长毛斑蛾犘狉狔犲狉犻犪狊犻狀犻犮犪Ｍｏｏｒｅ
［７］、梨

叶斑蛾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狆狉狌狀犻Ｄｙａｒ、榆叶斑蛾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狌犾

犿犻狏狅狉犪Ｇｒａｅｓｅｒ和葡萄叶斑蛾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狋犲狀狌犻狊Ｂｕｔｌｅｒ。

最近作者又发现了杏叶斑蛾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狆狊狔犮犺犻狀犪

Ｏｂｅｒｔｈüｒ
［８］和地锦斑蛾。

地锦斑蛾发生时期较早，在野外调查未发现天

敌，但成虫羽化期常常向着朝阳路面爬行而被路人

踏死（约占２０％）。

关于地锦斑蛾发生的生态条件及有效药剂筛选

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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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时修剪，适时中耕除草能明显降低绿灰蝶的

为害，说明在绿灰蝶为害较轻的地块，通过这项措施

就能保证药农较好收益，从而避免农药使用造成的

污染、浪费及残留问题。

在农药防治试验中，由于试验地是一个完全开

放的环境，所以相互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影响，但结果

与进行田间药效试验前进行的室内药剂筛选结果相

符。本次研究没有对两种防效较好的农药进行浓度

梯度试验，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仅以两种防效较好的药剂进行防治指

标研究，但在实际生产中，农民可能选择多种药剂，

所以农药费、人工费、栀子价格都属于动态变化的因

素，防治指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调整。

在绿灰蝶绿色防控技术验证试验中，绿色防控

技术与常规防控措施呈极显著差异，后者防治效果

仅为４８．８％，主要是绿灰蝶越冬基数没有明显降

低，施药又往往是在发现被蛀以后，药剂无法很好地

发挥药效，所以还需进一步筛选在被蛀以后能发挥

药效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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