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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调查了草地贪夜蛾卵块在田间玉米植株上的空间分布，发现草地贪夜蛾卵块主要分布于植株中部，即

玉米小喇叭口期倒３叶与倒４叶、吐丝期倒５叶与倒６叶上卵块最多，在小喇叭口期主要分布在叶正面，吐丝期主

要分布于叶背面，距叶尖平均距离分别为２３．４ｃｍ和３５．２ｃｍ。为玉米上草地贪夜蛾卵的调查和防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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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９年入侵为害了我国除青海、新疆及东北三省

以外的大部分玉米种植地区，因其寄主范围广、迁飞

与繁殖能力强等特点，对我国玉米的安全生产构成

极大威胁［１］。实时监测和准确预报是草地贪夜蛾应

急防控的基础［２］，使用灯光或性信息素诱集成虫（性

诱或灯诱）和大田普查幼虫是目前确定草地贪夜蛾

的迁入时期和防治时期的主要方法［３５］。由于草地

贪夜蛾具有迁飞习性，诱到或见到成虫不能确定其

就在本地产卵造成为害。调查幼虫虽然准确可靠，

但决策和采取防治措施的时间紧迫，容易错过最佳

防治时期。调查卵块既能准确反映虫情，又可给决

策和采取防治措施留出足够的时间，与监测成虫和

幼虫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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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雌虫对不同寄主或同种寄主不同部位的趋

性不同，卵量也因寄主种类或寄主部位而异［６］。棉

铃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在夏季喜欢产卵于棉

花，而秋季喜产卵于吐丝期的玉米［７］。在同一寄主

上，昆虫一般将卵产于幼嫩组织上（内）或繁殖器

官上，以便为后代的生存提供优越条件［８１０］。第４

代棉铃虫卵主要产在夏玉米花丝上，其次为雌穗位

上的叶片叶鞘上，而心叶、雄穗和苞叶上卵占比较

少［１１］。梨木虱犘狊狔犾犾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越冬卵多产于顶

芽，而花期与展叶期的卵多产于花柄和幼叶［１２］。

因此，研究草地贪夜蛾在不同寄主上产卵的偏好部

位，将为该害虫田间卵量的调查提供科学依据。

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

卵趋性不同，其偏好禾本科类寄主，尤其偏好在玉

米植株上产卵［１３１５］，但对玉米植株不同部位的产

卵偏好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通过在田间夏玉米上

进行罩笼试验，比较不同播期玉米对草地贪夜蛾产

卵偏好的影响，确定田间该虫卵块在玉米植株上的

分布特征，为草地贪夜蛾测报和防控工作提供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试验地位于新乡市原阳县的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３５．０２°Ｎ，１１３．６９°Ｅ）。

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播种夏玉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播种秋玉米，品种均为‘郑单９５８’，行距６０ｃｍ，株距

３０ｃｍ，播种面积各２６６８ｍ２。玉米生长期间除未喷

洒过任何化学杀虫剂外，均按常规管理。

草地贪夜蛾为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采自河南省信

阳市明港镇玉米田的幼虫。采用李国平等的人工饲

料饲养方法［１６］在人工气候箱内饲养，饲养温度为

（２７±１）℃，相对湿度为６５％～８５％，光周期Ｌ∥Ｄ

＝１６ｈ∥８ｈ。以初羽化雌雄成虫作为本研究供试

虫源。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人工接蛾产卵试验

小喇叭口期（Ｖ８）：在田间随机选取５株生长健

康的夏玉米，轻轻去除所有虫卵及叶腋上的花药和

土等杂物。每株玉米罩上１个长×宽×高为１００ｃｍ

×１００ｃｍ×２５０ｃｍ的２０目透明纱网。７月１９日往

每个网罩内放入１对初羽化的草地贪夜蛾成虫，让

其在网内的玉米上产卵。７月２２日仔细检查纱网

内玉米植株各部位上的卵，自上而下（顶１叶为倒

１叶）调查所有叶片叶正面和背面草地贪夜蛾的卵

块及卵粒数量，同时测量卵块至叶尖的距离。

吐丝期：采用与小喇叭口期相同的方法选取５

株健康的夏玉米，每株罩上２０目透明纱网。于８月

８日向纱网内的玉米植株上接入５对成虫。８月１２

日仔细检查纱网内玉米植株各部位上的卵。调查时

玉米倒６叶与雌穗位于同一节，倒１～倒５叶位于雌

穗上方，倒７叶为紧挨雌穗下方的叶片。

１．２．２　田间自然发生卵和幼虫的调查

田间草地贪夜蛾卵的调查在常规夏播和秋播玉

米田内开展，自玉米播种至成熟每７ｄ调查１次，调

查时采用五点取样法，每点随机选取２０株玉米，调

查全株所有叶片正面、背面及茎秆上的产卵数量及

着卵的部位。

１．３　统计分析

人工接蛾产卵试验的不同部位的卵块和卵粒数

逐株进行统计，田间自然发生的害虫数量按照百株

虫量统计。植株垂直方向不同部位的卵块及卵粒数

的差异采用非参数比较方法进行分析。叶片正面与

背面、两个生育期草地贪夜蛾卵与叶尖距的差异显

著性比较采用狋检验，所有统计均在Ｒ３．５．５软件

中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草地贪夜蛾卵在玉米植株上的垂直分布

玉米小喇叭口期共调查到２７个卵块，总计２

０１４粒卵，倒３叶上的卵块数和卵粒数最高，其次为

倒４叶，倒３叶与倒４叶上的卵块数和卵粒数分别

占总数的３９．７９％和５５．７０％，倒２和倒５叶的卵块

数和卵粒数分别占总数的２８．３％和２０．６％（图１ａ～

ｂ）。倒１叶、倒６叶和倒７叶上的卵块数少，最底部

的倒８叶上未调查到卵块。

吐丝期共调查到４３个卵块总计２４０５粒卵，倒

５叶上卵粒数和卵块数最多，其次为倒３叶、倒４叶

和倒６叶，分布在这４片叶上的卵块数和卵粒数分

别占总数的７０．４６％和７５．６３％，而倒７叶和倒８叶

的卵块数均占１１．６％，在倒１叶、倒２叶及倒９叶以

下叶片未发现卵块（图１ｃ～ｄ）。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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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小喇叭口期（犪～犫）与吐丝期（犮～犱）玉米不同叶位上的卵块和卵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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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玉米叶片正面和背面的落卵量比较

在小喇叭口期和吐丝期玉米叶正面和背面均

有卵块分布，小喇叭口期叶正面和叶背面卵块数分

别占８１．４８％和１８．５２％，叶正面的卵块数和卵粒

数均显著高于叶背面（卵块：狋＝－６．６６８，犱犳＝４，

犘＝０．００３，卵粒数：狋＝２．８４６，犱犳＝５．３６９，犘＝

０．０３３），吐丝期叶背面卵块数占６０．４６％，叶正面

占３９．５４％，叶背面明显多于叶正面（狋＝－２．８４１，

犱犳＝６．２９８，犘＝０．０２８），而叶正面和叶背面卵粒

数无显著差异（狋＝０．９２９，犱犳＝４．７９１，犘＝０．３９７）

（图２）。

２．３　着卵位置距叶尖的距离

在小喇叭口期，草地贪夜蛾在叶正面和背面的着

卵位置与叶尖距离分别为２７．６ｃｍ和２２．５ｃｍ，位于叶

中前端附近；在吐丝期玉米叶正面和背面着卵位置距

叶尖的距离分别为３６．１５ｃｍ和３３．７１ｃｍ，位于叶中部

附近；两个时期着卵位置至叶尖的距离在叶正面和叶

背面间无显著差异（小喇叭口期：狋＝１．１４５，犱犳＝

４．８８６，犘＝０．３０５，吐丝期：狋＝１．０９７，犱犳＝３８．９２１，犘＝

０．２８０），但吐丝期着卵位置（包括叶正面和叶背面）距叶

尖的距离（３５．２ｃｍ）显著大于小喇叭口期（２３．４ｃｍ）

（狋＝６．５２９，犱犳＝５６．６５６，犘＜０．００１）（图３）。

图２　小喇叭口期与吐丝期玉米叶正反面

卵块数量（犪）和卵粒数量（犫）

犉犻犵．２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犲犵犵犿犪狊狊犲狊（犪）犪狀犱犲犵犵狊（犫）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

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狅狀犪犫犪狓犻犪犾犪狀犱犪犱犪狓犻犪犾狊狌狉犳犪犮犲狅犳犮狅狉狀犾犲犪狏犲狊犪狋狋犺犲

犲犪狉犾狔狑犺狅狉犾犪狀犱狊犻犾犽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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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卷第１期 黄建荣等：草地贪夜蛾卵块在玉米植株上的空间分布

图３　玉米叶片上草地贪夜蛾卵的位置与叶尖之间的距离

犉犻犵．３　犇犻狊狋犪狀犮犲犳狉狅犿狅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狆狅犻狀狋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

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狋狅狋犺犲犾犲犪犳狋犻狆

　
２．４　大田玉米草地贪夜蛾卵的空间分布

９月８日在秋播玉米（小喇叭口期）上发现草地

贪夜蛾卵６块，均附着于植株中上部叶片的叶正面

（图４ａ）。９月９日在常规夏玉米（乳熟 蜡熟期）上

共发现卵４块，全部附着于植株中上部叶片的叶背

面（图４ｂ）。

图４　田间玉米小喇叭口期（犪）与乳熟期（犫）叶片正反面的卵块

犉犻犵．４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犲犵犵狊犿犪狊狊犲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狅狀犪犫犪狓犻犪犾犪狀犱犪犱犪狓犻犪犾狊狌狉犳犪犮犲狅犳犮狅狉狀犾犲犪犳犪狋狋犺犲犲犪狉犾狔狑犺狅狉犾

（犪）犪狀犱狊犻犾犽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犫）犻狀犳犻犲犾犱

３　讨论

探明害虫在田间的卵峰期才能准确掌握害虫的

最佳防治时期。本研究调查了草地贪夜蛾卵在玉米

植株上的空间分布，将有利于指导田间草地贪夜蛾

卵的调查、种群动态的预测与防治计划的制定。

草地贪夜蛾卵粒聚集成块，表面覆有绒毛，易与

同属灰翅夜蛾属的斜纹夜蛾犛．犾犻狋狌狉犪卵混淆，但可

通过绒毛多少及卵密集程度进行区分［１７］，草地贪夜

蛾卵块也不容易与甜菜夜蛾犛．犲狓犻犵狌犪卵块区分，但

相对于田间夏玉米上散产的棉铃虫和桃蛀螟犆狅狀狅

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的卵，更容易被发现。本研究

发现在玉米小喇叭口期草地贪夜蛾卵块主要分布于

中部叶片正面，倒３和倒４叶最多，在吐丝期时卵多

分布于植株中上部叶片背面，雌穗节叶及其上部

２片叶卵块最多。田间调查也表明，在玉米小喇叭

口期时草地贪夜蛾将卵产于植株中部叶片正面，乳

熟期时产于植株中上部叶片背面。国外的研究中，

Ｒｉｂｅｉｒｏ等
［１８］在巴西南部地区调查了从Ｖ１期到Ｒ１

期玉米植株上草地贪夜蛾的产卵位置，发现在玉米

Ｖ１～Ｖ８期着卵量最大，从玉米Ｖ１期到Ｒ１期，草

地贪夜蛾在植株中部叶片上所产的卵块数均多于植

株上部和下部叶片，每个时期叶正面和背面均有卵

块，叶背面卵块数均多于叶正面，这与Ｐｉｔｒｅ等
［１９］发

现７０％的卵均位于叶背面结果类似。但Ｂｅｓｅｒｒａ

等［２０］同样在巴西ＳｏＰａｕｌｏ州比较了玉米不同生育

期草地贪夜蛾在植株上的产卵位置，发现在玉米Ｖ４

～Ｖ６期，卵多产于植株下部区域叶片背面，但是在

Ｖ８～Ｖ１０和Ｖ１２～Ｖ１４期时，卵多产于植株中上部

叶片的正面，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１］在玉米小喇叭口期调查草

地贪夜蛾卵时发现该虫卵多产于叶片正面。国内的

研究报道中，室内试验表明在玉米３叶１心时，草地

贪夜蛾卵块多产于玉米叶片背面［１４］，但在田间喇叭

口期时草地贪夜蛾卵多产于玉米上部叶片正面［２２］，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类似，但与国外Ｒｉｂｅｉｒｏ和Ｐｉｔｒｅ

等研究的结果不同，因此推测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

蛾，其生物学与美洲本地草地贪夜蛾可能存在一定

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研究将为我国草地贪夜蛾监

测与防治的生产实践提供更为精确的指导。本次研

究未发现草地贪夜蛾在花丝上产卵，这与桃蛀螟在

玉米植株中上部产卵，以雌穗节上两片叶部位产卵

量最多，但不在雌穗和雄穗上产卵结果类似［２３］。

昆虫对植物的不同部位产卵趋性不同，研究认

为主要与寄主植物—昆虫群落—天敌３个营养级的

状况相关［２４］。昆虫往往选择环境丰富度高、寄主发

育状态好和寄主上未被同类其他个体占用的部位产

卵。有的昆虫雌虫还偏好利用被其他种类为害的寄

主产卵［６］。本次研究发现卵并不产于玉米基部叶

片，而更多地产于植株的中上部叶片，这可能与草地

（下转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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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夜蛾初孵幼虫孵化后进入心叶为害有关，具体原

因还需要进行更长期细致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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