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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

9

%4%

9

.5",

/

")

'

+

9

5"4,

是
#'$,

年入侵到我国的重要农业害虫%同年
*

月
$

日至
#

日在广西北

海市调查首次发现该虫为害冬粉薯
?,",&.,,")&4+&,*5,

%本文介绍了冬粉薯田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情况和为害特

点(以期为更好地开展草地贪夜蛾种群监测和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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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各省区首次报道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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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为害的寄主均

为玉米*这可能是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一是目前

我国采集到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均为玉米型*该型喜食

玉米*因此在其迁飞过程中会首先选择为害玉米,二

是当地农业部门在开展监测调查时重点关注玉米种

植区"

$

#

$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忽略草地贪夜蛾对其他

寄主作物的喜好和适生性*如冬粉薯+甘蔗+香蕉等*

从而忽略对这些作物田的监测和防治$在广西*首次

采集到草地贪夜蛾的时间是
#'$,

年
%

月
$$

日*之后

于
!

月份起陆续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玉米$

草地贪夜蛾食性杂*寄主包括甜玉米+高粱+花生+

甘蔗+马唐+狗牙根等*最多的记载是
*"

科
%-%

种*主要

有禾本科%

$'"

种&+菊科%

%$

种&和豆科%

%$

种&

"

#%

#

$在

我国各发生地区*草地贪夜蛾主要为害玉米*其他受

害作物报道较少*在云南德宏+广东广州发现其为害

苗期甘蔗"

!-

#

*在云南大理和楚雄+贵州黔西南州+黔

南州发现为害高粱*在云南保山发现为害皇竹草"

"

#

*

在湖北蕲春发现为害薏苡"

*

#

*在山东滕州发现为害马

铃薯"

)

#

*在浙江杭州发现为害甘蓝"

,

#

$

#'$,

年
*

月
$

日*我们在广西北海市的冬粉薯

上发现的害虫经鉴定确认是草地贪夜蛾*这是首次

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冬粉薯$为了更好地开展多种

作物上草地贪夜蛾的监测和防治工作*本文报道了

草地贪夜蛾为害冬粉薯的情况及田间症状*以期为

生产上的虫情监测+虫源分析和防治提供参考$

!

!

调查区及周边环境概况

冬粉薯
?,",&.,,")&4+&,*5,

*学名竹芋*又名

东京薯*为竹芋科竹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

$冬

粉薯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食材*原产于中美洲及巴

西*在我国广西+广东+香港+海南及云南有栽培*



#'#'

株高
'&)

!

$+

*可达
$&-+

,根状茎肉质*纺锤

状*地上茎柔弱*二歧分枝,叶子卵形或卵状披针

形*长
$'

!

#'D+

*宽
!

!

$'D+

*先端渐尖*基部

圆,叶枕长
'&-

!

$D+

*叶舌圆形*叶柄短或无,根

茎外形似竹笋*纺锤形*浅黄色*肉质白色富含淀

粉*长
-

!

*D+

*具宽三角状鳞片*可用来煲汤或

者磨成薯粉*性凉+甘+淡*有清肺止咳+清热利尿

的功效"

$$

#

$

冬粉薯在广西种植面积较小*目前仅在北海+合

浦+浦北有零星种植$

#'$,

年
*

月
$

日至
#

日调查

的冬粉薯处于拔节生长期*株高
'&)

!

$&$+

*冬粉

薯调查区及周边环境概况如表
$

$同年
,

月
#$

日调

查的冬粉薯处于结薯期*株高
'&)

!

$&%+

*冬粉薯

调查区及周边环境概况如表
#

$

表
!

!

"@!P

年
N

月
!

日至
"

日冬粉薯调查区及周边环境概况

#$%&'!

!

Q+,>'

L

$,'$$01/+,,)+0130

8

'0>3,)0-'06)5/'%'0#''%102,0'3.')0R+&

L

!$01"

%

"@!P

地点

.8G5

经纬度

7=G8GC:5=6:

<T6

4

8GC:5

种植面积)
+

#

3<=6G86

4

=>5=

周边环境

Z++5:8=G5AC>>TC6:86

4

A

有无草地贪夜蛾为害

V8GRT>K8GRTCG

:=+=

4

5

北海市银海区福成镇大坎村

Q=9=6U8<<=

4

5

*

HCDR56

4

GTK6

*

L86R=8:8AG>8DG

*

I58R=8D8G

M

$',k$"?$)l\

*

#$k#,?!$l] $)''

周边作物为甘蔗%株高约
#+

*未发现草

地贪夜蛾为害&*冬粉薯地中间散生几株

玉米

有

北海市合浦县珠光农场

35=><;=>+T; 5̂

N

CDTC6G

M

*

I58R=8D8G

M

$',k$)?#"l\

*

#$k!%?%l] ,''

周边种植有甘蔗%未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 有

钦州市浦北县大成镇金街村佛花屯

HTRC=GC6

*

Y86

f

85U8<<=

4

5

*

Q=DR56

4

GTK6

*

3CS58DTC6G

M

*

_86cRTCD8G

M

$',k#$?%-l\

*

##k!?$%l] %%%&%"

相邻作物为广西莪术
A)"*)0,<B,&

'

@

-+5&-+-

无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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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P

月
"!

日北海市冬粉薯调查区及周边环境概况

#$%&'"

!

Q+,>'

L

$,'$$01/+,,)+0130

8

'0>3,)0-'06)5/'%'0#''%102,0'3.')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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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

"@!P30S'37$3

地点

.8G5

经纬度

7=G8GC:5=6:

<T6

4

8GC:5

种植面积)
+

#

3<=6G86

4

=>5=

周边环境

Z++5:8=G5AC>>TC6:86

4

A

有无草地贪夜蛾为害

V8GRT>K8GRTCG

:=+=

4

5

银海区福成镇大坎村

Q=9=6U8<<=

4

5

*

HCDR56

4

GTK6

*

L86R=8:8AG>8DG

$',k$"?$)l\

*

#$k#,?!$l]

$)''

周边作物为甘蔗%株高约
#+

*未发现草

地贪夜蛾为害&*冬粉薯地中间散生的几

株玉米已收获

无

银海区福成镇平塘

386

4

G=6

4

*

HCDR56

4

GTK6

*

L86R=8:8AG>8DG

$',k$"?#$l\

*

#$k#,?#'l]

$#''

与两块面积约为
#''+

#的红薯田%未发

现草地贪夜蛾为害&间作
无

合浦县廉州镇清江村

_86

4f

8=6

4

U8<<=

4

5

*

78=6cRTCGTK6

*

5̂

N

CDTC6G

M

$',k$"?!*l\

*

#$k!#?!!l]

$%''

周边作物为甘蔗%株高约
#+

*未发现草

地贪夜蛾为害&

无

合浦县石湾镇山背岭

.R=6S58>8:

4

5

*

.R8K=6GTK6

*

5̂

N

CDTC6G

M

$',k$"?!-l\

*

#$k!#?!,l]

)''

冬粉薯沿公路种植*两边为居民楼 无

"

!

广西冬粉薯上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情况

和为害特点

"9!

!

冬粉薯上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情况

#'$,

年
*

月
$

日调查结果!在北海市银海区福

成镇大坎村+合浦县的冬粉薯上调查发现*两地均有

草地贪夜蛾为害*其中大坎村的冬粉薯面积较大*受

害较为严重*虫害株率接近
$''P

*虫株率约为

%'P

*以
%

!

-

龄幼虫为主*少量为低龄幼虫*每株冬

粉薯上的虫数因虫龄而异*一般每株冬粉薯上的幼

虫仅为
$

头*很少出现
#

头以上*如有
#

头以上*则

幼虫属低龄阶段,合浦县的冬粉薯面积较小*受害较

轻*受害株率
%-P

*虫株率
$#P

*幼虫虫龄为
%

!

-

龄*此次调查还发现即将入土化蛹的老熟幼虫%图

$=

&和栖息在叶片主叶脉近茎秆处的草地贪夜蛾雄

成虫%图
$S

&$

*

月
#

日我们在钦州市浦北县调查一

块冬粉薯田*未见有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

#'$,

年
,

月
#$

日调查结果!在
*

月
$

日大坎村

发现有草地贪夜蛾为害的同一块冬粉薯田*调查了

-'

个点*每个点调查
$'

株冬粉薯*未发现有草地贪

夜蛾为害,其余三个村镇的冬粉薯田也未发现有草

地贪夜蛾为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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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周上朝等!广西草地贪夜蛾为害冬粉薯初报

图
!

!

在冬粉薯上的草地贪夜蛾老熟幼虫&

$

!和雄成虫&

%

!

K3

8

9!

!

($6+,'&$,>$

&

$

!

$01-$&'-)67

&

%

!

)5

4

(

*2*

(

#.%'

5

%1

6

,

(

.%2')0/'%'0#''%102,0'3.'

"9"

!

冬粉薯上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特点

草地贪夜蛾在冬粉薯上主要将卵产在新展开的

嫩叶叶面%图
#

&*初孵幼虫集中在叶面为害*取食叶

片的叶肉组织形成典型的薄膜状.窗孔/%图
%=

&*若

幼虫蛀入心叶内为害*心叶展开后呈现典型的排孔

状咬食孔%图
%S

&*低龄幼虫也可在新抽叶片的叶柄

为害表皮层*形成不规则灰黄色斑块%图
%D

&,进入

%

龄后*幼虫转移到未展开的心叶取食*叶片展开后

则表现出缺刻状%图
%:

&$高龄幼虫取食心叶*形成

不规则的长条形缺刻或孔洞,取食幼嫩茎秆*仅剩一

层表皮或将茎秆咬断,从幼嫩叶片边缘开始取食*形

成不规则的缺刻状%图
!

&$

图
"

!

草地贪夜蛾在冬粉薯上的产卵部位

K3

8

9"

!

I>3

2

)/363)0/36')54

(

*2*

(

#.%'

5

%1

6

,

(

.%2')0

/'%'0#''%102,0'3.'

冬粉薯田内散生有少量玉米的田块中草地贪夜

蛾发生较重,草地贪夜蛾在冬粉薯田的为害与周边

是否种植甘蔗无关,种植户在冬粉薯田未使用任何

农药*

,

月份调查并未发现其他冬粉薯田有草地贪

夜蛾发生为害%附近玉米苗发生严重&$

图
:

!

草地贪夜蛾幼虫在冬粉薯上为害造成的薄膜状

'窗孔(&

$

!排孔状咬食孔&

%

!灰黄色斑块&

*

!和缺刻状&

1

!

K3

8

9:

!

#730?53&-

'

=301)=7)&'/

(&

$

!%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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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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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

&

*

!

$0130*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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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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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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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草地贪夜蛾高龄幼虫在冬粉薯上的为害状

K3

8

9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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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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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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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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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0'3.'

:

!

讨论

目前草地贪夜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有发

生*且大都首先在玉米+甘蔗和高粱等禾本科作物上

被发现和报道$草地贪夜蛾是一种杂食性害虫*取

%下转
##$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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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赵雪晴等!草地贪夜蛾在云南元谋县青稞+燕麦+糜子田的发生为害特征

叶片或钻蛀心叶取食,

%

龄幼虫少量停留于麦苗中部

叶片+叶鞘上*麦苗近地表面的分蘖着生处容易查见,

!

!

"

龄幼虫多数躲在麦丛基部和表层土壤下
$D+

左

右的根茎连接部或缝隙中*少量聚集在着生分蘖的麦

蔸内*麦株上部和中部很难查见$研究发现草地贪夜

蛾在田间的分布随机性较强*聚集分布不明显*这与

杨现明等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

,

#

,草地贪夜蛾在麦田

内产卵趋性与玉米相似*多数选择在叶片正面*少数

在叶片背面产卵,开展田间调查时几乎不见成虫*但

通过性信息素监测*可诱集到大量成虫$

总之*草地贪夜蛾为害麦类作物较为隐蔽*前期

容易被忽视*后期从茎基部咬断麦苗+分蘖和麦穗*

与地下害虫为害特点类似*容易造成误判$因此笔

者建议!一是做好监测*把握低龄幼虫期防治$苗期

田间分蘖较少*株间稀疏*低龄幼虫集中在上部叶片

和心叶上*防治相对容易,二是分蘖后麦苗丛生*害

虫躲避在茎秆下部或近地表的分蘖着生处*防治时

药液很难接触到虫体*特别是幼虫龄期较大时*喜欢

躲在地表土壤缝隙里*用药不易伤其根本*较大程度

上影响了防治效果$所以*害虫种群下移后要科学

用药*喷淋和滴灌效果较好*可以考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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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范围广*冬粉薯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期间

基本不需要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

,

月份的调查也

并未发现冬粉薯田有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但附近

的玉米田发生严重*因此冬粉薯可能不会成为草地

贪夜蛾的主要寄主*但假如草地贪夜蛾对冬粉薯的

适生性较高*可以在其上完成生活史*那么当玉米或

甘蔗等作物进入收获期或非适宜种植期*草地贪夜

蛾在缺少该类作物的食物来源时*便可能会转移到

冬粉薯上取食为害*继而在来年春天玉米等寄主作

物进入苗期后又再转移为害*从而形成草地贪夜蛾

的周年适生区$北海市是广西南部的沿海城市*稳

定的虫源将对广西区内+周边及以北部省区的农业

生产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有效识别冬粉薯的草

地贪夜蛾田间为害状和对其发生情况进行实时监

测*及时防控其为害*对保障其他作物+其他地区的

农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很有必要进一步

开展草地贪夜蛾在冬粉薯上适生性+发生和为害规

律研究*弄清其对冬粉薯的适应能力*以明确草地贪

夜蛾在广西的虫源地和周年繁殖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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