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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7

日对安徽北部小麦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涡阳县)蒙城县)利辛县)

谯城区)临泉县等地部分田块为害偏重"每平方米最高虫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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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百株被害率最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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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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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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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进行遗传分析"发现采自涡阳小麦田的试虫均为玉米型!田间防治试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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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27D

8%%&(($+%$"-!

"

#$#

"

%&'(

)

'*

+

,

"

&'$('+*%"+,("#$9

1

$():$+,4)+

7;$',-)$#*"-+"(,;$(+2+;&)

1

(".)+%$

12><,

2

&

!

!

L*2%(

9

(-

!

&

!

!

K2+,&-

/

&-

2

!

!

12M<-

9

,-

2

!

!

01520,

/

&-

2

!

!

+2L,-&

2

"

!

!

N*2O(-

:

!

01P#$0=&6

/

&-

.

:

!

!

01"#$N,

/

6-

.

:

!

!

)1P#",=6-

.

D

!

!

L*"5)=<-

7

!

!

!"#$0=<-

/

,-

.

(

"

"

2!D53#1#7#%*

,

2/$5#2+*#%.#1*5$59=

0

+*E2+*97.#3"$

,

%#

'

!

=5A71=.$9%F

'

*

,

=

0

+1.7/#7+$/".1%5.%3

!

G%

,

%1

!

!:"":2

!

4A15$

)

!!=5A71=.$9%F

'

*

,

".1%5.%$59:%.A5*/*

0'

!

G%

,

%1

!

!:""BB

!

4A15$

)

:!=5A712+*?15.1$/2/$5#2+*#%.#1*5

H%5%+$/"#$#1*5

!

G%

,

%1

!

!:"":2

!

4A15$

)

D!67

'

$5

0

=

0

+1.7/#7+$/:%.A5*/*

0'

-I#%531*54%5#%+

!

=5A712+*?15.%

!

67

'

$5

0

!

!:("""

!

4A15$

)

7!=5A71J1+$5%2%3#1.19%6%+#1/1@%+K1*#%.A4*!

!

(#9

!

L15

00

7*

!

!D!:""

!

4A15$

)

(!D53#1#7#%*

,

2/$5#2+*#%.#1*5

!

4A15%3%=.$9%F

'

*

,

=

0

+1.7/#7+$/".1%5.%3

!

K%1

8

15

0

!

2""2V:

!

4A15$

#

234,('%,

!

J=<6FF(''<-F<6G"

<

*9*

<

#%+$

,

+7

0

1

<

%+9$,-?=<&:G,<E@6G-6':=<'-"-=(,

;

'6C,-F<?&8,-C<8:,

.

&:<@

G'67#6C<7A<'V:=:627:=,-!"2VB*:?&8G6(-@:=&::=<?=<&:,-867<G,<E@8?<'<8<',6(8E

/

@&7&

.

<@A

/

"!

,

+7E

0

1

<

%+9$,-$(6

/

&-

.

!

Q<-

.

F=<-

.

!

L,4,-

!

L,-

R

(&-F6(-:,<8&-@N,&6F=<-

.

@,8:',F:BJ=<@<-8,:

/

6G"!

,

+7

0

1

<

%+9$

E&'C&<'<&F=<@72,-@,C,@(&E8

;

<'8

R

(&'<7<:<'

!

&-@:=<=,

.

=<8:@&7&

.

<'&:<?&8((BB7SBM&8<@6-&-&E

/

8,86G

4C

%

&-@:

<

1

.

<-<8<

R

(<-F<8

!

:=<E&'C&<F6EE<F:<@,-$(6

/

&-

.

F6(-:

/

?<'<&EE,@<-:,G,<@&8F6'-8:'&,-BJ=<

'<8(E:86G:=<G,<E@<4

;

<',7<-:88=6?<@:=&::=<F6-:'6E<GG,F&F

/

6G<7&7<F:,-A<-I6&:<

-

F=E6'&-:'&-,E,

;

'6E<2"S

K):&-@2D@&

/

8

;

68:&

;;

E,F&:,6-?&8V"B(DS&-@V2B:!S

!

'<8

;

<F:,C<E

/

!

&-@G6'<7&7<F:,-A<-I6&:<

-

F=E6'G<D

-&

;/

'2!SK)

!

,:?&8V!B2FS&-@V!B!(S

!

'<8

;

<F:,C<E

/

BM6:=,-8<F:,F,@<88=6?<@

R

(,FH<GG<F:&-@E6-

.;

<'8,8:D

<-F<&

.

&,-8:"!

,

+7

0

1

<

%+9$

!

&-@F&-A<'<F677<-@<@G6':=<F6-:'6E6G"!

,

+7

0

1

<

%+9$,-?=<&:G,<E@B

5$

6

7"(*4

!

?=<&:

)

"

<

*9*

<

#%+$

,

+7

0

1

<

%+9$

)

-(7A<'6GE&'C&<

)

@&7&

.

<'&:<

)

G,<E@F6-:'6E<GG,F&F

/



)&)&

!!

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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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秋黏虫'

QLKKLN+

S

bFN+

("属于鳞翅目

>D

J

,OF

J

IDNL

夜蛾科
HF/I?,OLD

灰翅夜蛾属
B

3

(4

7(

3

&)'$

"原分布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幼虫食

量大"食性杂"寄主植物包括
<"

科
.*.

种*

%.

+

"是

)&%#

年入侵我国的暴发性&危险性&迁飞性农业新

害虫"具迁飞能力强&繁殖倍数高&暴食为害重&防治

难度大等特点*

!

+

$该虫自
)&%#

年
%

月侵入我国后

为害范围迅速扩大"截至
%&

月
$

日已在
)"

省
%*.$

个县区发生为害"对我国粮食生产安全造成严重

威胁*

*<

+

$

安徽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区"气候温和"

日照充足"作物种类丰富&生长适期长"玉米&小麦等

在淮河以北均有大面积种植$

)&%#

年
*

月
%<

日黄

山区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至
#

月上旬"全省
%"

市

玉米田均发现其为害%

)&%#

年
%&

月
))

日在寿县发

现草地贪夜蛾为害早播小麦$由于是新入侵害虫"

目前国内防治草地贪夜蛾主要借鉴其他鳞翅目害虫

的防治经验"无正式登记药剂可用$为确保粮食安

全&控制草地贪夜蛾为害"全国各地仍以喷施化学药

剂进行应急防控"也取得了良好的防治效果*

$

+

$但

在长期的选择压力下"草地贪夜蛾对多种化学药剂

已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

#

+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作物

为害"进一步筛选出安全高效防治药剂"可为草地贪

夜蛾科学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安徽省沿淮淮北地区常年麦玉#麦豆轮作"冬季

作物以小麦为主"种植面积约
%$*

万
'+

)

$

)&%#

年

%&

月
%&

日
g%)

月
*

日"先后于沿淮&淮北地区小麦

田发现草地贪夜蛾迁入为害"并对局部田块麦苗生

长造成严重影响$本文调查了草地贪夜蛾在皖北

%%

县#区小麦田为害情况"并采集涡阳麦田幼虫进

行种群遗传分析"同时在为害严重田块开展
*

种药

剂的田间防治试验"以期寻找高效控制麦田草地贪

夜蛾为害的防治药剂及使用方法"为科学制定草地

贪夜蛾防控方案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小麦田草地贪夜蛾发生调查

于
)&%#

年
%%

月
#

日
g%*

日在安徽省淮河以北主

要小麦种植县'区(调查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小麦品

种主要为当地常规品种"种植密度
.*&

!

!&&

株#
+

)

"田

块前茬作物均为玉米"调查时小麦处于苗期$播种

前封闭除草
%

次"期间未施用杀虫剂$每个县'区(

选取有明显为害状的"单块面积大于
...+

)的田块

*

块"每块田采用,

W

-字形均匀取样"全田调查
"

个

点"每点调查
%+

)

"共
"+

)

"详细记录区域内草地贪

夜蛾虫态&数量和为害情况$

!"$

!

试虫采集和遗传分析

从安徽省涡阳县
*

个田块采集草地贪夜蛾
.

!

"

龄幼虫样本共
!&

份'表
%

("放入泡沫箱中给予新

鲜小麦"活体常温带回实验室$采用昆虫组织
@H2

提取试剂盒提取单头草地贪夜蛾幼虫
@H2

"分别对

其
2<

)

和
;

3

+

两个基因片段进行扩增"纯化回收

7YU

产物"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

序$对获得的所有
2<

)

基因序列进行比对"构建系

统进化树$针对
;

3

+

基因"首先区分杂合位点"然后

根据玉米型和水稻型两种特征单倍型"运用
@H2=

V2H

软件进行特异位点比对分析"并对杂合位点&

类型进行标记$

!"%

!

田间药效试验

!8%8!

!

试验药剂

%&1

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

D+L+D/I,-RD-̀F=

LID

)

/'KFNL-INL-,K,

J

NFKD

(悬浮剂"

.*

E

#

""<+

)

"本团

队初步研制%

%)1

甲维盐)虫螨腈'

D+L+D/I,-RD-=

F̀LID

)

/'KFNQD-L

JS

N

(悬浮剂"

.&

E

#

""<+

)

"安徽瑞然

生物药肥科技有限公司%

*1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

D+L+D/I,-RD-̀FLID

"简称甲维盐(水分散粒剂"

)&

E

#

""<+

)

"四川金珠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亿孢子#
+>

金龟子绿僵菌
9)&$'5+F+/*$,+1(

3

.+$)

H_=VL!&

可分散油悬浮剂"

%*&

E

#

""<+

)

"本团队初

步研制%

%&1

四氯虫酰胺'

IDINL/'KFNL-INL-,K,

J

NFKD

(

悬浮剂"

*&

E

#

""<+

)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8%8$

!

田间防治试验

试验地设在涡阳县花沟镇草地贪夜蛾为害严重

田块"小区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为
"&+

)

"

每个处理
!

次重复"小区间设
%+

宽的保护行"于

)&%#

年
%%

月
%"

日喷施药液
%

次"试验期间未喷施

其他药剂"无异常天气出现$

采用,

W

-字形均匀取样"每小区调查
"

个点"每

点调查
%+

)

$根据小麦受害状"明确草地贪夜蛾活

动区域$由于温度下降时草地贪夜蛾幼虫喜好钻入

浅土层"调查时拨开表面土壤统计虫量$在施药前&

药后
.

&

<

&

%!O

各调查
%

次"计算虫口减退率"根据

虫口减退率计算校正防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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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胡飞等!安徽北部小麦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及田间防治试验

虫口减退率
3

药前虫口数
g

药后虫口数
药前虫口数 4%&&1

%

防治效果
3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g

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g

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4%&&1

$

!"9

!

数据处理

用
6766%#8&

软件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安徽淮河以北小麦田草地贪夜蛾为害情况

调查发现"安徽淮河以北小麦产区临泉县&涡阳

县&谯城区&利辛县&蒙城县&太和县&颍上县&寿县&

怀远县&濉溪县&砀山县均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其

中后
"

个县区为零星发生"未作统计调查"而前
*

个

县区在局部田块呈集中为害"部分严重田块造成缺

苗断垅或毁种$由表
%

结果可知"

*

个县区草地贪

夜蛾重发田块多个龄期同时出现"世代重叠严重"平

均密度为
!8!&

!

!!8"&

头#
+

)

"平均受害株率为

!;*$1

!

*)8#"1

%其中以
.

!

*

龄幼虫数量多"平均

比例为
<&8$"1

!

#*8!"1

%个别田块最高密度为
*%

头#
+

)

"受害株率达
""8$*1

$由图
%

结果可知"

*

个

县区草地贪夜蛾幼虫量与小麦受害株率呈显著正

相关$

表
!

!

草地贪夜蛾在安徽北部地区麦田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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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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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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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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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ID

受害株率#
1

ULIDFQ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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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O

虫量#头)

+

g)

>LNPL-?+RDN

不同龄期幼虫数量#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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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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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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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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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草地贪夜蛾幼虫量与小麦受害株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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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麦田草地贪夜蛾生物型

通过对
2<

)

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分析发现"采自

涡阳麦田的
!&

份草地贪夜蛾幼虫
2<

)

基因序列完

全一致"选取其中一个样本'

_(=]'DLI

(

2<

)

序列

与
HY5B

公布的各地草地贪夜蛾
2<

)

序列进行比

对"以棉铃虫
=).+%(8)'

3

$$'*+

6

)'$2<

)

序列作为

外群构建系统进化树'图
.

($结果表明"该草地贪夜

图
$

!

草地贪夜蛾为害小麦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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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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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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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构建的涡阳草地贪夜蛾系统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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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胡飞等!安徽北部小麦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及田间防治试验

蛾种群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水稻型
2<

)

基因序列

亲缘关系最近"而作者前期研究发现"采自安徽玉米

的草地贪夜蛾种群中
$"8).1

的个体同样属于这一

类群*

%&

+

"根据张磊等*

%%

+的报道"这一类型被定义为

6INL,-)

'水稻型($然而在该分支中并非所有类群的

寄主均为水稻"比如来自印度的
V9<*..)*

序列"

其虫源寄主便为玉米$

对所有样品的
;

3

+

基因序列进行分析"针对水

稻型和玉米型
%&

个差异单倍型位点进行比对"发现

采自涡阳麦田的草地贪夜蛾样品的
;

3

+

基因第
.

和

!

位差异单倍型位点存在
)

种不同类型$其中
.<

个样本表现为玉米型单倍型'

2[

("

.

个样品为杂合

型'

2[

#

_2

("属于玉米型$基于上述两种分析方法

判断"涡阳麦田的草地贪夜蛾属于水稻型母本和玉

米型父本杂交产生并经过长期繁衍而演化形成的特

殊玉米型$

$"%

!

#

种药剂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防治效果

由表
)

可知"

%&1

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等
!

种化学药剂对麦田草地贪夜蛾都具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而我单位自主研发的生物药剂///

*&

亿孢

子#
+>

金龟子绿僵菌
H_=VL!&

可分散油悬浮剂也具

有一定的控制效果$其中
%&1

甲维盐)氯虫苯甲酰

胺悬浮剂&

%)1

甲维盐)虫螨腈悬浮剂药后
.O

防效

分别为
#&8"!1

&

#)8%<1

%药后
%!O

防效分别为

#%;.)1

&

#)8)"1

"速效性和持效性均较好%

*1

甲维

盐水分散粒剂速效性较好"药后
.O

防效可达

$$;&.1

%

%&1

四氯虫酰胺悬浮剂防效稳定"药后
%!O

防效达
$"8*<1

%

*&

亿孢子#
+>

金龟子绿僵菌
H_=

VL!&

可分散油悬浮剂"药后
%!O

防效为
*%;&$1

"虽

有一定防效"但显著低于其他
!

种化学药剂$

表
$

!

#

种药剂对小麦田草地贪夜蛾田间防治效果%涡阳县花沟镇#

!

#

)3?-+$

!

&'+-5.01/20-+44'.3.

A

044'8+'1,+./'.'5+,3

(

3'1,/3

4

&5&

4

$'%"

6

%1

7

)

4

'%5"

%

C63

(

06/0P1

&

Q60

A

31

(

.061/

A

#

处理

[NDLI+D-I

施药量#

E

)'

""<+

)

(

g%

@F0L

E

D

虫口基数#

头)'
"+

)

(

g%

H?+RDN

FQKLNPLD

药后
.O

.OL

S

0LQIDNINDLI+D-I

存活幼虫数#

头)'
"+

)

(

g%

H?+RDNFQ

0?NP,PLK

KLNPLD

防治

效果#
1

YF-INFK

DQQ,/L/

S

药后
<O

<OL

S

0LQIDNINDLI+D-I

存活幼虫数#

头)'
"+

)

(

g%

H?+RDNFQ

0?NP,PLK

KLNPLD

防治

效果#
1

YF-INFK

DQQ,/L/

S

药后
%!O

%!OL

S

0LQIDNINDLI+D-I

存活幼虫数#

头)'
"+

)

(

g%

H?+RDNFQ

0?NP,PLK

KLNPLD

防治

效果#
1

YF-INFK

DQQ,/L/

S

%&1

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
6Y

D+L+D/I,-RD-̀FLID

)

/'KFNL-INL-,K,

J

NFKD%&16Y

.* $.8&& $8&& #&8"!L *8)* #.8$#L <8)* #%8.)L

%)1

甲维盐)虫螨腈
6Y

D+L+D/I,-RD-̀FLID

)

/'KFNQD-L

JS

N%)16Y

.& $#8<* <8)* #)8%<L *8*& #!8&"L <8&& #)8)"L

*1

甲维盐
]_

D+L+D/I,-RD-̀FLID*1 ]_

)& #*8)* %%8<* $$8&.R *8*& $"8&&R )%8*& <<8!</

*&

亿孢子#
+>

金龟子绿僵菌
H_=VL!&G@

9)&$'5+F+/*$,+1(

3

.+$)H_=VL!&*R,KK,F-0

J

FND

#

+>G@

%*& $$8&& #%8*& &8)&O <<8*& %!8*!/ !.8)* *%8&$O

%&1

四氯虫酰胺
6Y

IDINL/'KFNL-INL-,K,

J

NFKD%&16Y

*& #&8*& %!8<* $!8%#/ %.8*& $*8*)R !.8)* $"8*<R

YZ #.8&& #"8*& #"8)* #.8<*

!

%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表示在
&8&*

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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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QDND-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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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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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0+?KI,

J

KDNL-

E

DID0I8

%

!

讨论

研究认为"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是一种特殊

的玉米型*

%%

+

"其能够为害玉米&甘蔗&高粱&花生&马

铃薯&甘蓝&小麦等作物$国外研究认为"除玉米&黑

麦草&高粱以外"小麦是草地贪夜蛾最喜欢产卵的寄

主之一*

%)

+

"取食小麦的草地贪夜蛾化蛹率&蛹重&羽

化率&产卵量等指标均低于取食玉米的相应指标"整

个种群在小麦上的适合度低于在玉米上的适合度"

但其能够在小麦上完成生长发育并实现种群扩繁"

表明在喜食寄主玉米匮乏时"草地贪夜蛾可转移为

害小麦*

%.%!

+

$

)&%#

年
%&

月
))

日"首次在安徽早播

麦田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小麦苗"虫量较大"为害情

况重*

%&

+

$由于安徽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玉米&小麦常

年轮作"这有可能导致草地贪夜蛾在为害玉米时转

移为害小麦$

)

.&)

)



)&)&

)&%#

年
%%

月
#

日至
%*

日对安徽北部小麦田草

地贪夜蛾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涡阳县&蒙城

县&利辛县&谯城区&临泉县等地均呈点片状集中为

害"部分严重田块造成缺苗断垅或毁种$

*

个县区

草地贪夜蛾重发田块多个龄期幼虫同时出现"世代

重叠严重"其中以
.

!

*

龄幼虫居多"每平方米最高

虫量达
*%

头"百株被害率最高为
""8$*1

$重发田

块前茬玉米收割较早"田间大多存在玉米自生苗残

株"在小麦未出苗前成为草地贪夜蛾产卵的寄主"这

为后期幼虫转移为害提供了虫源%另外重发田块小

麦播种时间相对于周边田块又略早"早出的麦苗为

草地贪夜蛾提供更多的适合寄主"从而造成局部地

区小麦田草地贪夜蛾呈点片状集中为害$

近年来"随着草地贪夜蛾的扩散和多种新型杀

虫剂的开发应用"在该害虫发生为害比较严重的地

区"一系列杀虫剂新品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

+

"如!

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除虫脲&虱螨脲&茚虫威&氟

苯虫酰胺&溴氰虫酰胺&乙基多杀菌素等$国外已登

记用于玉米和小麦上防治草地贪夜蛾的药剂有灭多

威和高效氯氰菊酯等*

%"

+

$

)&%#

年农业农村部鉴于

目前我国无防治草地贪夜蛾的登记农药"提出了
)*

种应急使用的农药产品"其中大部分为化学农药"也

包含金龟子绿僵菌等生物农药$

在涡阳县开展的
*

种药剂对小麦田草地贪夜蛾

田间防治效果试验"其中
%&1

甲维盐)氯虫苯甲酰

胺悬浮剂等
!

种化学药剂对草地贪夜蛾都具有较好

的防治效果"可作为小麦田草地贪夜蛾的防治药剂"

鉴于冬小麦出苗后"气温逐步下降"幼虫喜好钻入土层

下
%8&

!

)8*/+

"为害小麦根茎部"建议进行药剂防治

时加大用水量"对准小麦根部及土层喷施"以达到药液

浸润土层的目的$生物药剂///

*&

亿孢子#
+>

金龟

子绿僵菌
H_=VL!&

可分散油悬浮剂也具有一定的控

制效果"由于其具有绿色无毒和无残留的特点"可考虑

用于鲜食玉米及果蔬等作物草地贪夜蛾的防治药剂$

草地贪夜蛾将成为我国又一个,北迁南回"周年

循环-的重大迁飞性害虫*

%<

+

$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病虫情报推测"

)&)&

年安徽省草地贪夜

蛾发生时间至少会比
)&%#

年提前一个月"此时安徽

省小麦处于返青至收获期"正值小麦生产的关键时

期$如果此时草地贪夜蛾在该区域小麦上定殖为

害"必将影响小麦安全生产"在小麦上繁殖的草地贪

夜蛾种群可能会对黄淮海夏玉米和北方春玉米造成

更大的为害$因此"亟待加强对安徽省小麦田草地

贪夜蛾的全年监测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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