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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绿盲蝽种群周年消长动态及其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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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
2!"#0

年!对河北廊坊枣园绿盲蝽种群周年消长动态进行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一代绿盲蝽若虫

于
0

月中下旬发生!

&

月中旬陆续羽化为一代成虫%二代若虫于
+

月上中旬达到高峰期!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陆续羽

化为二代成虫!随后迁出枣园"

$

月下旬至
I

月上旬!绿盲蝽成虫再次迁回枣园"分析发现!早春温度影响绿盲蝽

越冬卵孵化进度!温度越高一代若虫出现的时间越早"研究结果为开展枣园绿盲蝽的发生期测报与及时防治提供

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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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

棉花+枣树+葡萄树+茶树等多种作物上的一种重要

害虫(

#!

)

*据文献记载%绿盲蝽寄主植物有
!""

多

种(

1

)

*近年来%绿盲蝽对枣树等果树为害严重%对其

产量和品质构成了重要威胁(

0&

)

*研究表明%一头绿

盲蝽成虫每天平均为害枣叶
!@0+

片+花蕾
!@%0

个+

幼果
#@&I

个(

+

)

%一般年份可导致枣产量降低
!"a

以

上%严重的年份损失可达
%"a

以上%甚至造成枣树

绝产%给枣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

)

*

绿盲蝽成虫具有很强的飞行扩散能力(

I##

)

%常偏

好选择处于花期的寄主植物%从而形成依植物开花时

序进行季节性寄主转换的种群发生为害规律(

#!#1

)

*

如在河北沧州地区%绿盲蝽
#

"

!

代为害枣树%

!

代成

虫转移到棉花%

1

"

&

代为害棉花%第
&

代成虫于
I

月

初开始返回枣树产卵越冬(

#0

)

*这一规律成为了绿盲

蝽防控策略与技术研究的关键切入点(

0

)

*

本文于
!"##

年
2!"#0

年在河北廊坊地区对枣园

绿盲蝽种群周年消长动态进行了系统调查*同时%分



!"#I

析了环境因子!温度和降雨量"对早春绿盲蝽发生期

的影响*这将为进一步阐明枣园绿盲蝽种群周年发

生规律以及不同季节寄主转换规律提供基础资料%为

枣园绿盲蝽的预测预报与科学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枣园调查

!"##

年
2!"#0

年%对中国农业科学院廊坊科研

中试基地!

1I@&1bS

%

##+@%"b3

"附近的枣园绿盲蝽种

群周年消长动态进行系统监测*共选择了
$

个枣园

进行定点调查%每个枣园面积为
"@&

"

#@"H5

!

%枣园

之间至少间隔
&"5

*每年
0

月下旬至
#"

月下旬%

利用盆拍法%每
&B

调查
#

次枣树上绿盲蝽成虫以

及不同龄期若虫的种群数量%并记录枣树的生育期*

每次调查%每个枣园随机选取
#"

株枣树%每株随机

调查
#"

个
1"A5

长的幼嫩枝条*调查后%将拍入盆

中的绿盲蝽个体放回原地*

$%&

!

数据分析

根据每年早春第一次调查到的绿盲蝽虫态及

虫龄组成情况%结合盲蝽测报技术规范!第
#

部分$

棉花"

(

#&

)中的历期预测法以及
W=

等(

#+

)报道的

#&c

下!

0

月份平均温度"不同龄期绿盲蝽若虫的

发育历期%回推
!"##

年
2!"#0

年早春绿盲蝽越冬

卵孵化的起始日期*

本研究中的气象资料为试验点附近的河北霸州

气象站的监测数据*

!"##

年
2!"#0

年每年
12#"

月河北霸州气象站的日平均气温+日降水量等气象数

据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H>>

]

$

'

B6>6@

A56@A;

0"下载获得*

&

!

结果与分析

&%$

!

枣树绿盲蝽种群周年动态分析

!"##

年%

&

月
!

日第一次调查时即发现了一代

绿盲蝽若虫%

&

月
!!

日开始陆续羽化为一代成虫%

+

月
##

日二代若虫出现%至
+

月
!#

日百枝若虫数量

达到最高值%

+

月
!+

日二代若虫开始羽化为成虫%

%

月
+

日后%成虫全部迁出枣园*

$

月
1"

日%绿盲蝽

成虫再次迁回枣园%一直持续到
#"

月底%且均是成

虫*其中%一代若虫密度的最高值为
0&@0!

头0百

枝%二代若虫为
11@+1

头0百枝%一代成虫为
%@%&

头0百枝%二代成虫为
#@%&

头0百枝%秋季成虫密度

的最高值为
0@!&

头0百枝!图
#

"*

!"#!

年%一代绿盲蝽若虫在
0

月
!I

日第一次

调查时就已出现%一代成虫
&

月
I

日开始出现%

&

月

#I

日百枝成虫数量达到最高值#二代若虫主要发生

在
+

月
1

日至
%

月
1

日%

+

月
#$

日开始羽化为二代

成虫%

%

月
1

日后成虫全部迁出枣园*至
I

月
#

日%

绿盲蝽成虫在枣树上再次发生%一直持续到
#"

月

底%且均是成虫*其中%一代若虫的最高密度为

#&0@""

头0百枝%二代若虫为
&@#1

头0百枝%一代成

虫为
%@!&

头0百枝%二代成虫为
#@!&

头0百枝%秋季

成虫的最高密度为
#@$$

头0百枝!图
#

"*

!"#1

年%一代绿盲蝽若虫于
&

月
1

日第一次调

查时就已发生%一代成虫于
&

月
#$

日出现%百枝成

虫数量最高值出现在
+

月
%

日#二代若虫
+

月
%

日

出现%至
+

月
!!

日百枝虫量达到最高值%之后陆续

羽化为二代成虫%

%

月
#%

日后%成虫全部迁出枣园*

$

月
1#

日%绿盲蝽成虫开始迁回枣园%一直持续到

#"

月
#"

日%且大多数是成虫%仅在
I

月
#&

日+

!"

日

和
!&

日调查到少量若虫*其中%一代若虫密度最高

值为
I@&"

头0百枝%二代若虫为
01@!&

头0百枝%一

代成虫为
0@1$

头0百枝%二代成虫为
1@+1

头0百枝%

秋季成虫的密度最高值为
"@&"

头0百枝!图
#

"*

!"#0

年%

0

月
!"

日开始调查时一代绿盲蝽若虫就

已出现%于
&

月
#"

日百枝若虫数量达到百枝虫量最高

值#一代成虫
&

月
!"

日发生%最高值出现在
&

月
!&

日#

二代若虫于
+

月
0

日出现%至
+

月
I

日百枝虫量达到最

高值#

+

月
#I

日开始羽化为二代成虫%

+

月
!0

日后%成

虫全部迁出枣园*

I

月
!

日%绿盲蝽成虫再次迁回枣

园%一直到
#"

月
#!

日%期间均是成虫*其中%一代若虫

密度的最高值为
#$@+1

头0百枝%二代若虫为
!$@&"

头0

百枝%一代成虫为
!"@1$

头0百枝%二代成虫为
!@1$

头0

百枝%秋季成虫的密度最高值为
#@""

头0百枝!图
#

"*

&%&

!

枣树绿盲蝽发生时期

根据枣树上绿盲蝽种群消长动态%经回推发现

!"##

年
2!"#1

年早春绿盲蝽越冬卵孵化的起始日期

很接近%均在
0

月
!12!+

日之间%而
!"#0

年较前
1

年

明显提前%为
0

月
#!

日*分析气象因子发现%

!"#0

年

1

月下旬至
0

月上旬的日平均温度!

#&@"%c

"明显高

于
!"##

年
2!"#1

年的同期温度!

%@I$

"

##@!Ic

"%而

!"##

年
2!"#0

年
1

月下旬至
0

月上旬日平均降水量

!

"

"

1@&&55

"没有明显差异*表明早春温度越高%一

代绿盲蝽若虫出现的时间越早*同时%

!"#0

年早春越

冬卵孵化高峰日期!

#

龄若虫的数量占若虫总量的比例

达
&"a

时的日期"为
0

月
1"

日%较
!"##

年
2!"#1

年!

&

月
12%

日"也明显提前*夏季二代绿盲蝽成虫迁出枣

园结束日期在不同年份间波动较大%

!"#0

年
+

月
!0

日就已全部迁出%而
!"#1

年
%

月
#%

日后才全部迁出

枣园*

!"##

年
2!"#0

年秋季成虫再次迁入枣园的日

期比较接近%均在
$

月
1"

日至
I

月
!

日之间!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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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0

期 樊宗芳等$枣园绿盲蝽种群周年消长动态及其影响因子

图
$

!

枣树上绿盲蝽若虫和成虫的种群动态#

&A$$

年
B&A$@

年$

()

*

%$

!

C-

,

=:3/)-0;

9

03>)1.-6!

"

#$

%&

'($')#*'+0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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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

表
$

!

枣树上绿盲蝽的发生期#

&A$$

年
B&A$@

年$

$

$

E3<:5$

!

F

,,

534)0

*

;3/5-6!

"

#$

%&

'($')#*'+-0D2)05.5;3/5;=4)0

*

&A$$B&A$@

年份

'O6L

早春越冬卵孵化起始日期(

0月 日

\HO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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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MH6>AH7;

<

B=L7;

<

O6L8

R

M

]

L7;

<

早春越冬卵孵化高峰日期0月 日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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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MH6>AH7;

<

B=L7;

<

O6L8

R

M

]

L7;

<

夏季成虫迁出结束日期0月 日

\HO86M>B6>O:N6B=8>

O57

<

L6>7:;7;M=55OL

秋季成虫迁入起始日期0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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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

B6>O:N

6B=8>75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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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0 1" "+ !0 "I "!

!

#

"

(

为预测日期*

(

LO

]

LOMO;>M

]

LOB7A>OBB6>O@

,

%"!

,



!"#I

'

!

结论与讨论

通过连续
0

年对河北廊坊地区枣园绿盲蝽种群

周年消长动态的调查发现%一代绿盲蝽若虫在枣树

上于
0

月中下旬发生%

&

月中旬一代若虫陆续羽化

为一代成虫#二代绿盲蝽若虫于
+

月中下旬达到高

峰期%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陆续羽化为二代成虫#随

后二代成虫全部迁出枣园*

$

月下旬至
I

月上旬%

绿盲蝽成虫再次迁回枣园*绿盲蝽在枣树上的种群

发生规律与已经报道的文献基本一致(

#0

)

*绿盲蝽

成虫迁入与迁出枣园的时间与之前报道的棉田绿盲

蝽种群消长动态基本吻合(

!

%

#%

)

*研究结果为进一步

解析多食性绿盲蝽的季节性寄主转换规律提供了重

要基础*

绿盲蝽寄主范围广泛%不同季节利用的主要寄

主植物不尽相同(

$

%

#!

)

*在河北廊坊地区%播娘蒿+

草+枣+葡萄+蚕豆和紫花苜蓿是早春绿盲蝽的主要

寄主(

#$

)

%绿豆+棉花+蓖麻+凤仙花+向日葵+草+罗

勒和藿香等为夏季绿盲蝽的主要寄主(

#1

)

*枣+葡

萄+苹果和梨为绿盲蝽越冬的主要寄主(

#I

)

*结合本

文研究结果%绿盲蝽在河北廊坊地区的寄主植物利

用模式主要为早春在枣树等果树上为害%二代成虫

羽化后%

+

月中旬至
%

月初集中迁入棉田及其他作

物%

I

月初从棉田大量迁回枣树等果树上产卵越冬*

李耀发等(

!"

)调查发现%在河北沧州棉区%绿盲蝽
#

"

!

代主要为害枣树%

!

代成虫转移到棉花及其他作物

和蔬菜上为害%

1

"

0

代为害棉花和其他作物%第
&

代成虫于
I

月初开始返回枣树产卵越冬*这与本文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绿盲蝽成虫一般将卵产在树枝端部的枯死部分

或缝隙内越冬(

#I

)

%而这些卵不易受春季植物生长的

影响%因此%气象条件成为影响绿盲蝽越冬卵孵化的

最重要因素*

P6;

等(

!#

)研究发现%浸泡!室内模拟降

雨"对于绿盲蝽越冬卵的整体孵化是必需条件%如果

没有降雨!未浸泡"%很少有绿盲蝽若虫孵化*门兴

元等(

!!

)在山东的调查表明枣树上绿盲蝽越冬卵的

孵化与降雨有关%每次适当的降雨后绿盲蝽越冬卵

大量孵化*本研究中%

!"#0

年
1

月下旬至
0

月上旬

的日平均温度显著高于
!"##2!"#1

年的同期温度%

导致
!"#0

年一代绿盲蝽若虫的始见期明显提前*

综合上述两项研究可以明确$温度是影响绿盲蝽越

冬卵孵化进度的决定因素%降雨及空气湿度是影响

其孵化率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中%枣树上从
0

月中下旬至
&

月中旬均

可调查到绿盲蝽初孵若虫%绿盲蝽越冬卵的孵化期

可持续一个月之久%这说明绿盲蝽越冬卵的孵化非

常不整齐*这与金银利等(

!1

)的研究结果一致*因

此%早春在枣树等果树上要加强对绿盲蝽越冬卵孵

化进度的监测%这将为果园早春绿盲蝽的及时防治

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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