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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９年秋季调查了河南省新乡市草地贪夜蛾在不同作物上的发生和为害情况。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

严重为害白菜，同时其还在夏玉米、甘蓝、秋高粱和秋玉米上为害。草地贪夜蛾幼虫种群数量于９月初在夏玉米、白

菜和甘蓝上达到高峰，９月中旬在秋高粱和秋玉米上达到高峰，在夏玉米、白菜、甘蓝、秋高粱和秋玉米上高峰期时

百株虫量分别为３、２４、２０、４０头和８８头。采用探照灯诱集草地贪夜蛾成虫，发现秋季成虫高峰期在９月１３日，当

日诱集蛾量达９５头，且成虫上灯一直持续至１１月中旬。最后对２０１９年秋季草地贪夜蛾幼虫和成虫的发生为害规

律进行了讨论，以期为２０２０年草地贪夜蛾的预测预报和防控提供依据。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　河南；　为害特征；　秋季；　发生

中图分类号：　Ｓ４３５．１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Ａ　　犇犗犐：　１０．１６６８８／ｊ．ｚｗｂｈ．２０２０１５７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犻狀犡犻狀狓犻犪狀犵犮犻狋狔，

犎犲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狀犪狌狋狌犿狀２０１９

犔犐犝犅犻狀１，　犎犝犃犖犌犅狅１，　犣犎犃犗犑狌狀１，　犎犝犃犖犌犑犻犪狀狉狅狀犵
１，　犣犎犃犗犠犲狀狓犻狀２，

犔犌狌狅狇犻犪狀犵
２，　犔犐犌狌狅狆犻狀犵

１，　犉犈犖犌犎狅狀犵狇犻犪狀犵
１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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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犛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犎犲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犣犺犲狀犵狕犺狅狌　４５０００２，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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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狉狅狆狊狑犪狊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犻狀犡犻狀狓犻犪狀犵犮犻狋狔

狅犳犎犲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犻狀犪狌狋狌犿狀２０１９．犐狋狑犪狊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狋犻犿犲狋犺犪狋狑犲犳狅狌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犪犫犫犪犵犲狑犪狊狊犲狉犻狅狌狊犾狔犱犪犿犪犵犲犱犫狔

犛．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犾犪狉狏犪犲犻狀犳犻犲犾犱，犪狀犱狋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狑犪狊犪犾狊狅犳狅狌狀犱犻狀狊狌犿犿犲狉犿犪犻狕犲，犮犪犫犫犪犵犲，犪狌狋狌犿狀狊狅狉犵犺狌犿犪狀犱

犪狌狋狌犿狀犿犪犻狕犲．犜犺犲犾犪狉狏犪犲狆犲犪犽犪狆狆犲犪狉犲犱犻狀犲犪狉犾狔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狅狀狊狌犿犿犲狉犿犪犻狕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犪犫犫犪犵犲，犪狀犱犮犪犫犫犪犵犲，

犪狀犱犻狀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狅犳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狅狀犪狌狋狌犿狀狊狅狉犵犺狌犿犪狀犱犪狌狋狌犿狀犿犪犻狕犲，狑犻狋犺３，２４，２０，４０犪狀犱８８犾犪狉狏犪犲狆犲狉１００

狆犾犪狀狋狊，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犜犺犲犿狅狋犺狆犲犪犽犪狆狆犲犪狉犲犱狅狀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１３狑犻狋犺９５犪犱狌犾狋狊狋狉犪狆狆犲犱犫狔狌狊犻狀犵犪狊犲犪狉犮犺犾犻犵犺狋狋狉犪狆，

犪狀犱犿狅狋犺狊狑犲狉犲犮狅狀狋犻狀狌犲狋狉犪狆狆犲犱狋犻犾犾狋犺犲犿犻犱犱犾犲狅犳犖狅狏犲犿犫犲狉．犉犻狀犪犾犾狔，狋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犾犪狉狏犪犲犪狀犱犿狅狋犺狅犳

犛．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犻狀犪狌狋狌犿狀２０１９狑犲狉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犱，犪狀犱狋犺犻狊狑犻犾犾狆狉狅狏犻犱犲犪犫犪狊犻狊犳狅狉狋犺犲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犛．

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犻狀２０２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犎犲狀犪狀；　狊狔犿狆狋狅犿狅犳犱犪犿犪犵犲；　犪狌狋狌犿狀；　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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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性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具有寄主

范围广、为害能力强和田间不易防控等特点，可在禾

本科、菊科、豆科、十字花科等７６科３５３种植物上取

食为害［１］，成虫可向适宜地迁飞扩散，借助风力一晚

的迁飞距离可达１００ｋｍ
［２］。雌蛾寿命７～２１ｄ，单

雌平均产卵量１５００粒左右，最高可达２０００粒
［３］。

在田间常与同属的斜纹夜蛾犛．犾犻狋狌狉犪、甜菜夜蛾犛．

犲狓犻犵狌犪等害虫混合发生，低龄幼虫时这几种昆虫的

形态特征和为害特点不易区分，不利于农作物早期

害虫防控工作的开展［４６］。

草地贪夜蛾于２０１９年１月入侵我国云南
［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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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全国迁飞扩散，对我国各类作物构成了严重的

威胁。该虫主要为害玉米，在秋季还发现为害冬小

麦苗［８１０］，秋季该害虫是否还为害其他作物尚未见

报道。本研究调查了河南新乡市草地贪夜蛾在夏玉

米、白菜、甘蓝、秋高粱和秋玉米上的为害情况，并采

用探照灯诱集高空飞行的成虫，确定幼虫和成虫的

发生峰期及发生量，旨在为草地贪夜蛾的虫情测报

和防控工作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地点和作物种类

调查地点在新乡市原阳县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现

代农业开发基地（３５．０２°Ｎ，１１３．６９°Ｅ）。

夏玉米：６月份冬小麦收获后进行土地旋耕，６

月１０日播种玉米，行距６０ｃｍ，株距３０ｃｍ。玉米品

种为普通玉米‘郑单９５８’和糯玉米 ‘郑黄糯２号’，

调查期内玉米处于灌浆至完熟期。

白菜：６月份冬小麦收获后进行土地旋耕，未种

植其他作物。７月２７日播种白菜，行距５０ｃｍ，株

距３０ｃｍ。调查期内白菜处于莲座至包心期。

甘蓝：６月２９日种植，行距５０ｃｍ，株距３０ｃｍ。

调查时，甘蓝处于莲座至包心期。

秋玉米：前茬作物为春玉米，种植前将春玉米秸

秆粉碎并进行翻耕。８月２０日播种，行距５０ｃｍ，

株距３０ｃｍ，于９月１５日发现玉米上有大量幼虫为

害后开始调查，调查期内玉米处于２～３叶的苗期至

抽雄期。

秋高粱：播种时间和秋玉米相同，于９月１５日

在２叶苗期的高粱上有大量幼虫为害后开始调查，

调查期内高粱处于２～３叶的苗期至抽穗期。

上述作物位于同一地块，总面积约为６６６０ｍ２。

１．２　调查内容和方法

幼虫调查：分别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９月２３

日在夏玉米上、８月２５日－１０月２１日在白菜和甘

蓝上、９月１５日－１１月１８日在秋高粱和秋玉米上

进行调查。调查时采用五点取样，每点顺垄连续调

查５株，每次调查２５株，每７ｄ调查１次。每次按照

不同作物记录调查时间、虫口数量和龄期。本研究

将草地贪夜蛾１～３龄幼虫视为低龄幼虫，４龄及以

上视为高龄幼虫。作物生长期间未施用过杀虫剂。

８月８日－１１月１８日，在周围的胡萝卜、白萝卜、红

辣椒、小青菜和冬小麦上均未查见草地贪夜蛾幼虫。

成虫监测：在位于新乡市的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现代农业开发基地内设置１个１０００Ｗ金属卤化物

探照灯用于诱集草地贪夜蛾成虫。自８月初－１１

月中旬，每日１８：００开启，次日０７：００关闭，记录每

日诱集到的草地贪夜蛾成虫数量。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草地贪夜蛾幼虫虫口数直接转换为百株虫量，

采用Ｒ３．５．３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草地贪夜蛾在４种作物上的为害特征

草地贪夜蛾幼虫在莲座至包心期的白菜（图

１ａ）和甘蓝（图１ｂ）上为害后，叶片和心叶上可见大

量孔洞。莲座期幼虫趋食嫩叶，包心期钻蛀心叶。

包心期受害严重的甘蓝剥开包叶能见大量虫粪。草

地贪夜蛾在秋高粱（图１ｃ）和秋玉米（图１ｄ）上的为

害特征相似，低龄幼虫取食叶片形成半透明薄膜“窗

孔”状；高龄幼虫取食叶片形成不规则的孔洞，钻蛀

心叶，排出大量虫粪，受害严重的高粱和玉米心叶呈

破烂状，抽雄期还会取食为害玉米雄穗（图１ｅ）。１１

月１８日当地最低气温降至－１℃，在秋玉米受冻害

植株上发现一头草地贪夜蛾幼虫，经反复确认该虫

已被冻亡（图１ｆ）。

图１　草地贪夜蛾在４种作物上的田间为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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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动态

在８月８日至８月２２日调查时，夏玉米、白菜

和甘蓝上均未见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９月初在夏

玉米（乳熟期）雌穗上始见幼虫，９月９日数量最大，

糯玉米上的种群数量较普通玉米多，但百株虫量仅

为３头，相对较低（图２）。

８月２５日发现有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白菜和

甘蓝，并于９月初在白菜和甘蓝上达到高峰，９月下

旬在白菜上再次出现１个高峰；幼虫于９月中旬在

秋高粱（喇叭口期）达到高峰，在９月中旬和下旬的

秋玉米（喇叭口期）上有两个高峰，之后数量不断降

低（图３）。１０月２１日后，白菜（包心期）和甘蓝（包

心期）上均未见有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白菜、甘

蓝、秋高粱和秋玉米上幼虫高峰期百株虫量分别为

２４、２０、４０头和８８头，该虫在秋玉米上的种群密度最

大。调查还发现，在白菜和甘蓝上低龄幼虫主要集中

在９月中旬之前，之后的调查未见低龄幼虫，而秋玉

米上的低龄幼虫则一直持续至１１月上旬（图３）。

图２　夏玉米上草地贪夜蛾幼虫的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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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种作物上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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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虫诱集结果表明，秋季草地贪夜蛾成虫在８

月底数量突然增加，８月３０日时达到２０头，成虫高

峰期为９月中旬，其中９月１３日晚达到９５头，成虫

发生期一直持续至１１月中旬（图４）。

图４　新乡市草地贪夜蛾成虫的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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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草地贪夜蛾在田间为害白菜，同时

还在甘蓝、秋玉米和秋高粱上发现该虫为害。已有

研究表明室内以白菜饲养的草地贪夜蛾能发育为成

虫。刘银泉等［１１］，郑彬等［１２］也发现在田间有草地贪

夜蛾为害甘蓝。目前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主要为

玉米型，嗜食玉米和高粱［１３１４］，且已在甘蔗、薏米、青

稞、燕麦、小麦、大麦、马铃薯等寄主植物上发现该虫

为害［１５２０］。与其他作物比较，该虫更偏好取食玉米，

并更趋向于在玉米上产卵［２１２３］。室内研究表明，草

地贪夜蛾在糯玉米上种群适合度大于普通玉米［２４］。

本文田间调查表明，在‘郑黄糯２号’上的草地贪夜

蛾幼虫高峰期密度大于普通玉米‘郑单９５８’上的密

度，进一步验证了糯玉米更适合草地贪夜蛾的生长

发育。田间幼虫密度调查结果还表明，秋玉米上的

种群密度远远大于高粱和其他作物，这些结果均表

明我国草地贪夜蛾嗜食寄主是玉米，当幼虫种群密

度大时，有向其他寄主转移的潜在风险。

自８月２５日开始，在白菜和甘蓝上均发现有幼

虫为害，９月中旬之后在白菜（结球期）和甘蓝（结球

期）上未见有低龄幼虫为害，且虫量均开始减退，至

１０月２１日之后在白菜和甘蓝上再未见有幼虫为

害。而９月中旬－１１月上旬，在秋玉米（喇叭口期）

上一直有低龄和高龄幼虫取食为害，表明玉米是草

地贪夜蛾偏好产卵的寄主。同时调查发现，越靠近

夏玉米田白菜和甘蓝上的虫量越多，推测这些幼虫

可能是从夏玉米田扩散而来，其在不同寄主间的转

移距离需要进一步研究。本研究虽未在白菜和甘蓝

上调查到草地贪夜蛾的卵块，但已有报道，田间草地

贪夜蛾成虫在甘蓝上可以产卵［１１］，是否会在白菜上

产卵还需要开展详细调查。本研究在冬小麦上未发

现草地贪夜蛾取食为害，这与云南［１７］、江苏［８］、安

徽［９］等多地有该虫为害小麦的报道不同，这可能与

该试验区同期种植了秋玉米等其他草地贪夜蛾偏好

寄主有关，也可能与草地贪夜蛾种群密度低有关。

随着夏玉米的衰老，冷空气的南下，９月中旬之后，

草地贪夜蛾成虫很可能选择飞往南方周年繁殖区，

如遇到适合产卵的秋玉米，则将卵直接产于玉米上。

同时还继续一路往南迁飞。该虫是否符合“成虫迁

飞与卵子共轭”理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在秋

季回迁时，在适合的秋玉米上均可能造成比较大的

为害（同行交流）。如果某种昆虫不迁飞，幼虫高峰

期一般较成虫高峰期滞后。本研究发现草地贪夜蛾

幼虫高峰期与成虫高峰期均在９月中旬，说明成虫

高峰期很可能是从北边迁入后形成的。由此推测，

这些回迁的草地贪夜蛾有可能在黄淮海地区晚播鲜

食玉米上造成比较严重的为害。

２０１９年草地贪夜蛾首次入侵我国，并已在我国

完成定殖，在云南、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热带和

南亚热带地区的周年繁殖区周年发生为害。２０２０

年草地贪夜蛾在国内有自己的冬季虫源地，加上境

外虫源源源不断地迁入，将极大地增加各地虫口密

度和为害程度［２５］。白菜和甘蓝等作为河南当地秋

冬季主要蔬菜，常与夏玉米邻作。草地贪夜蛾幼虫

喜食嫩叶和钻蛀心叶，相较于在玉米和高粱上，包心

期后白菜和甘蓝上的幼虫隐蔽性更强，增加了监测

和防控难度。虽然本研究调查到草地贪夜蛾对白菜

和甘蓝的为害，但对这两种蔬菜的为害程度尚需深

入研究，应加强对与夏玉米邻作的白菜和甘蓝田草

地贪夜蛾的监测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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