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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主要蔗区螟虫种类调查与分析

黄诚华，　商显坤，　魏吉利，　潘雪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

摘要　甘蔗螟虫是甘蔗生产中的重要害虫。为掌握目前广西主要蔗区苗期螟虫的主要种类和发生情况，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年４月－５月，对广西主要蔗区苗期螟害种类及其为害率进行了田间实地调查，并分析了螟害种类结构的变

化。结果表明：在宿根蔗地，甘蔗苗期黄螟为害最严重，造成的枯心苗率为５．５９％；其次为条螟，造成花叶苗率为

５．２９％；黄螟为害造成的宿根蔗枯心苗率以桂西南和桂南两大蔗区相对较高，其平均值分别为７．３４％和６．７６％；条

螟为害造成的宿根蔗花叶苗率以桂西南蔗区最高，平均值达７．８２％，桂中和桂南蔗区其次，其平均值分别为４．５９％

和４．４６％。同一蔗区，黄螟和条螟在宿根蔗地发生均比新植蔗地严重，在宿根蔗地平均枯心苗率分别为７．１３％和

７．９９％，而在新植蔗地分别为２．３１％和３．４３％。以黄螟枯心苗率为防治指标的达标防治蔗地样点数占比为

５２．０６％，条螟花叶苗率为防治指标的达标防治蔗地样点数占比为５６．１６％。广西蔗区甘蔗苗期的主要螟虫为黄螟

和条螟，尤其是黄螟已上升为主要害虫，表明广西蔗区的优势螟虫种类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广西南部和西南蔗区

的苗期螟害重于北部蔗区；宿根甘蔗地的螟害重于新植蔗地，宿根蔗地是螟害防治的重点。

关键词　广西蔗区；　甘蔗螟虫；　种类；　分布；　为害

中图分类号：　Ｓ４３５．６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Ａ　　犇犗犐：　１０．１６６８８／ｊ．ｚｗｂｈ．２０２０２１６

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狊狆犲犮犻犲狊狅犳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犫狅狉犲狉狊犻狀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

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犪狉犲犪狊狅犳犌狌犪狀犵狓犻

犎犝犃犖犌犆犺犲狀犵犺狌犪，　犛犎犃犖犌犡犻犪狀犽狌狀，　犠犈犐犑犻犾犻，　犘犃犖犡狌犲犺狅狀犵


（犛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犌狌犪狀犵狓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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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犪狀狀犻狀犵　５３０００７，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犛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犫狅狉犲狉狊犪狉犲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狆犲狊狋狊犪犳犳犲犮狋犻狀犵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犐狀狅狉犱犲狉狋狅犽狀狅狑狋犺犲犿犪犻狀

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犫狅狉犲狉狊犻狀犌狌犪狀犵狓犻，犫狅狉犲狉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狑犲狉犲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犻狀

狋犺犲犳犻犲犾犱犪狋狋犺犲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狊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狋狅犕犪狔犻狀２０１９．犚犲狊狌犾狋狊狊犺狅狑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狉犪狋犲狅犳犱犲犪犱犺犲犪狉狋

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犜犲狋狉犪犿狅犲狉犪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狑犪狊狋犺犲犺犻犵犺犲狊狋（５．５９％），犳狅犾犾狅狑犲犱犫狔犆犺犻犾狅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５．２９％）犪狋狋犺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

狊狋犪犵犲狅犳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犻狀狉犪狋狅狅狀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狊．犜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犱犲犪犱犺犲犪狉狋狉犪狋犲狅犳犜．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犻狀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犠犲狊狋犪狀犱犛狅狌狋犺

狅犳犌狌犪狀犵狓犻狑犪狊犺犻犵犺犲狉（７．３４％犪狀犱６．７６％）．犜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犿狅狊犪犻犮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狉犪狋犲狅犳犆．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犻狀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犠犲狊狋

狅犳犌狌犪狀犵狓犻狑犪狊狋犺犲犺犻犵犺犲狊狋（７．８２％），狑犺犻犾犲狋犺狅狊犲犻狀狋犺犲犕犻犱犱犾犲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狅犳犌狌犪狀犵狓犻狑犲狉犲４．５９％犪狀犱４．４６％，

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犜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狊犻狀狉犪狋狅狅狀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狊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犜．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犪狀犱犆．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

狑犲狉犲犺犻犵犺犲狉（７．１３％犪狀犱７．９９％），狑犺犻犾犲犾狅狑犲狉犻狀狋犺犲狀犲狑犾狔狆犾犪狀狋犲犱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狊（２．３１％犪狀犱３．４３％）．

犜犪犽犻狀犵狋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狅犳犜．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犪狊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５２．０６％ 狉犪狋狅狅狀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

狆狉犲狏犲狀狋犲犱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犜犪犽犻狀犵狋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狅犳犆．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犪狊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５６．１６％狉犪狋狅狅狀

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狆狉犲狏犲狀狋犲犱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犜．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犪狀犱犆．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犪狉犲狋犺犲犿犪犻狀狆犲狊狋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狋

狋犺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狅犳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犻狀犌狌犪狀犵狓犻，犲狊狆犲犮犻犪犾犾狔犜．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犺犪狊犫犲犲狀狋犺犲犱狅犿犻狀犪狀狋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狀犵

狋犺犪狋狋犺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犱狅犿犻狀犪狀狋犫狅狉犲狉狊犻狀犌狌犪狀犵狓犻犺犪狊犮犺犪狀犵犲犱狅犫狏犻狅狌狊犾狔．犅狅狉犲狉犱犪犿犪犵犲狑犪狊犿狅狉犲狊犲狉犻狅狌狊犻狀狋犺犲

犛狅狌狋犺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犠犲狊狋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狉犲犵犻狅狀狋犺犪狀狋犺犪狋犻狀犖狅狉狋犺犲狉狀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狉犲犵犻狅狀犻狀犌狌犪狀犵狓犻．犅狅狉犲狉犱犪犿犪犵犲犻狀狋犺犲

狉犪狋狅狅狀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狊狑犪狊犿狅狉犲狊犲狉犻狅狌狊狋犺犪狀狋犺犪狋犻狀狋犺犲狀犲狑犾狔狆犾犪狀狋犲犱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犜犺犲狉犲犳狅狉犲，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

犫狅狉犲狉狊犻狀狉犪狋狅狅狀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狋犺犲犽犲狔狆狅犻狀狋狅犳狆犲狊狋犮狅狀狋狉狅犾．



４７卷第４期 黄诚华等：广西主要蔗区螟虫种类调查与分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犪狉犲犪狊狅犳犌狌犪狀犵狓犻；　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犫狅狉犲狉；　狊狆犲犮犻犲狊；　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犱犪犿犪犵犲

　　广西是我国的主要糖料蔗基地，自１９９２年以

来，广西糖料蔗和食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１２］。

甘蔗螟虫是甘蔗生产中的重要害虫，其为害可造成

苗期甘蔗枯死断垄和中后期蔗茎的虫害蛀孔、蔗梢

死尾等，从而导致甘蔗减产、降糖和缩短宿根年限

等。同时，螟害严重的蔗地常常伴随着赤腐病加重

发生。因此，有效控制螟虫为害是保障甘蔗生产获

得高产高糖的重要环节。目前，广西蔗区甘蔗螟虫

主要有黄螟犜犲狋狉犪犿狅犲狉犪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Ｓｎｅｌｌｅｎ、二点

螟犆犺犻犾狅犻狀犳狌狊犮犪狋犲犾犾狌狊Ｓｎｅｌｌｅｎ、条螟犆．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

犪犵狌狊Ｂｏｊｅｒ和红尾白螟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

（Ｗａｌｋｅｒ）
［３］。二点螟每年３月－５月的第一、二代

是主害代，为害蔗苗造成枯心苗。黄螟整年都有发

生，无明显的越冬现象，３月－５月为害甘蔗造成枯

心苗。条螟越冬代成虫一般于次年３月中旬始见，

４月上中旬盛发，初孵幼虫群集心叶取食，造成仅留

有下表皮的 “花叶”。红尾白螟初孵幼虫最初由心

叶蛀入，食成一条直道，初期不表现枯心，被蛀食的

心叶伸长展开后，呈现带状横列的蛀食孔，造成穿孔

的“花叶”［４］。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广西蔗区的苗期

枯心苗主要由二点螟为害造成，条螟、黄螟次之［５６］。

２０１０年以来，红尾白螟在广西百色、来宾、崇左、北

海、南宁等蔗区间迅速扩散［７］，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调

查结果表明，红尾白螟已成为广西百色右江区和来

宾兴宾区甘蔗的主要害虫，受害重的甘蔗生长后期

死尾率高达７０％以上
［８９］。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连续

３年性诱剂诱蛾结果表明，崇左和南宁蔗区越冬代

甘蔗条螟在每年３月初开始陆续羽化，羽化高峰大

约在３月中下旬至４月上旬，因不同年份或地区气

温差异而有所不同；越冬代螟蛾羽化盛期，条螟落卵

量剧增［１０］。同时，本团队多年性诱剂测报结果表

明，越冬代甘蔗条螟螟蛾发生量一直较大，单盆或单

笼诱蛾量高达数百头，２０１９年以来，广西部分蔗区

甘蔗苗期黄螟诱蛾量较以往明显增多，单盆或单笼

诱蛾量也达百头。

经过４０多年甘蔗耕作制度和蔗区气候的演变，目

前广西蔗区的苗期螟害种类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而有关该方面的调查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田间

实地调查，摸清广西主要蔗区苗期螟害的种类结构，为

指导甘蔗螟虫的有效和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甘蔗苗期螟虫为害率调查

甘蔗苗期螟虫为害率调查：２０１９年４月－５月，

选择广西的桂南蔗区（包括北海市的银海区、铁山港

区，防城港市的上思县，南宁市的江南区、武鸣区、横

县、隆安县、宾阳县和上林县），桂西南蔗区（崇左市

的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扶绥县和大新县），桂中

蔗区（包括贵港市的覃塘区，来宾市的兴宾区和忻城

县，柳州市的柳江区、鹿寨县和柳城县），桂西北蔗区

（包括河池市的宜州区，百色市的平果市、田东县和

右江区），共计２４个县级蔗区进行调查，每个蔗区选

择３块出苗较齐的蔗地进行调查，共计调查７２个宿

根蔗地样点。

每块蔗地调查３个样点，每个样点调查２行共

计６行，每行调查２０ｍ行长内的有效蔗苗数、螟害

苗数及甘蔗行距。

１．２　甘蔗苗期不同螟虫种类的调查

在调查甘蔗苗期的螟害情况时，根据甘蔗苗受

害的典型症状来区分不同的螟虫种类，各螟虫为害

蔗苗的典型症状如下：

黄螟枯心苗：由黄螟为害蔗苗造成“枯心苗”，其

典型症状为枯心苗的心叶及紧包裹心叶的１～２片

叶片一并发黄枯死（图１ａ）。

二点螟枯心苗：由二点螟为害蔗苗造成“枯心

苗”，其典型症状为枯心苗仅心叶枯死，而紧包裹心

叶的叶片未发黄枯死（图１ｂ）。

条螟花叶苗：由条螟为害蔗苗造成“花叶苗”，其

典型症状为花叶苗的叶片仅上表皮及叶肉被啃食但

保留了白色薄膜的下表皮，因此在叶片形成不规则

未穿透叶片的花叶状（图１ｃ）。

红尾白螟花叶苗：由红尾白螟为害蔗苗造成“花叶

苗”，其典型症状为花叶苗的叶肉被啃食并穿透过了叶

片的下表皮，在叶片上形成穿孔的花叶状（图１ｄ）。

１．３　不同植期的甘蔗苗期螟虫为害率调查

选择北海（铁山港区南康镇）、防城港（上思县昌

菱农场）、崇左（江州区濑湍镇、扶绥县渠黎镇、扶绥

县中东镇）、南宁（宾阳县大桥镇、隆安县南圩镇和横

县良圻农场）等８个蔗区进行调查，每个蔗区选择同

一个品种的宿根和新植各一块蔗地，每块蔗地调查

３个样点。调查方法同１．１。

·７８１·



２０２１

图１　甘蔗苗期螟虫为害状

犉犻犵．１　犛狔犿狆狋狅犿狅犳狋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犫狅狉犲狉狊犪狋狋犺犲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１．４　甘蔗螟虫为害的指标

１．４．１　为害率

黄螟和二点螟为害蔗苗造成枯心苗，以黄螟枯心

苗率和二点螟枯心苗率代表其为害率，每块蔗地的总

枯心苗率为两者之和。条螟和红尾白螟为害蔗苗主要

造成花叶苗，以条螟花叶苗率和红尾白螟花叶苗率代

表其为害率，每块蔗地的总花叶苗率为两者之和。每

块蔗地的总为害率为总枯心苗率和总花叶苗率之和。

１．４．２　优势害虫和有虫蔗地

优势害虫，即当某种螟虫在蔗地样点中的为害

率占总为害率的３０％以上，即为优势害虫；优势害

虫样点数占比，即某种螟虫为优势害虫的调查蔗地

样点数占总调查蔗地样点数的比例。有虫蔗地，即

调查蔗地样点中的某种螟虫为害率大于０的蔗地；

有虫样点数占比，即某种螟虫的有虫蔗地样点数占

总调查蔗地样点数的比例。

１．４．３　防治指标

本文参考陈社保［５］和黄涛生［１１］的方法，并结合

生产实际需要，以黄螟枯心苗率、二点螟枯心苗率和

总枯心苗率的其中一项或多项指标达到５％以上，

条螟花叶苗率、红尾白螟花叶苗率和总花叶苗率的

其中一项或多项指标达到３％以上，作为该蔗地苗

期需要进行化学农药防治螟虫的为害率防治指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螟害优势种类

宿根蔗地是苗期甘蔗螟虫的虫源地，因此本文

只对２４个蔗区７２个宿根蔗地调查样点进行螟害优

势种类的分析。以为害率为指标的分析结果显示，

黄螟、条螟、二点螟和红尾白螟的为害率分别为

５．５９％、５．２９％、１．１４％和０．５８％，其中黄螟和条螟

的为害率差异不显著，二点螟和红尾白螟的为害率

差异也不显著，但黄螟和条螟与二点螟和红尾白螟

的为害率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黄螟和条螟是甘

蔗苗期的主要害虫。以优势害虫样点数占比为指标

的分析结果显示，黄螟、条螟、二点螟和红尾白螟的优

势害虫样点占比分别为８２．１９％、６０．２７％、２．７４％和

１．３７％，可见黄螟和条螟在蔗地中的优势地位明显。

有虫蔗地样点数占比的分析结果显示，黄螟、条螟和

二点螟的有虫样点数占比均在９０％以上，而红尾白螟

的有虫样点数占比仅为５３．４２％，说明黄螟、条螟和二

点螟在蔗区发生普遍，而红尾白螟仅在局部蔗区发

生。综上，广西蔗区甘蔗苗期的优势螟虫种类排序依

次为：黄螟＞条螟＞二点螟＞红尾白螟。

表１　宿根蔗地甘蔗螟虫为害率及其优势害虫样点数占比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犿犪犵犲犱狉犪狋犲狊犪狀犱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狊狅犳犱狅犿犻狀犪狀狋犫狅狉犲狉犪狀犱犫狅狉犲狉犱犪犿犪犵犲犱狆犾狅狋狊犻狀狉犪狋狅狅狀犳犻犲犾犱狊

螟虫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ｂｏｒｅｒ

为害率／％

Ｄａｍａｇｅｄｒａｔｅ

优势螟虫样点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ｂｏｒｅｒｐｌｏｔｓ

有虫蔗地样点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ｒｅｒｄａｍａｇｅｄｐｌｏｔｓ

黄螟犜犲狋狉犪犿狅犲狉犪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 （５．５９±５．１１）ａＡ ８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条螟犆犺犻犾狅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 （５．２９±６．２７）ａＡ ６０．２７ ９５．８９

二点螟犆犺犻犾狅犻狀犳狌狊犮犪狋犲犾犾狌狊 （１．１４±０．８６）ｂＢ ２．７４ ９０．４１

红尾白螟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 （０．５８±１．４２）ｂＢ １．３７ ５３．４２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

极显著（犘＜０．０１）。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

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１）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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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种类螟虫的区域分布

以２４个蔗区７２个宿根蔗地调查样点的结果分

析广西不同地区各螟虫的发生分布情况，结果见表

２。结果表明，在宿根蔗地，黄螟为害造成的枯心苗

率在桂西南、桂南、桂中和桂西北四大蔗区的平均值

分别为７．３４％、６．７６％、４．６８％和２．７８％；条螟为害

造成的宿根蔗花叶苗率以桂西南蔗区最高，平均值

达７．８２％，桂中和桂南蔗区其平均值分别为４．５９％

和４．４６％，桂西北仅为１．６９％。各蔗区的螟虫为害

率均以黄螟和条螟相对较高，而二点螟和红尾白螟

明显偏低，这进一步印证了黄螟和条螟是甘蔗苗期

主要害虫的判断。以主要害虫黄螟和条螟的为害率

比较各蔗区的螟害程度，结果显示桂南、桂西南和桂

中的螟虫为害率相对较高，而桂西北的为害率相对

较低，综合来看，螟虫为害率由大到小的总趋势排序

为：桂西南＞桂南＞桂中＞桂西北。

表２　不同地区各螟虫的为害率比较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犫狔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犫狅狉犲狉狊

地区

Ａｒｅａ

为害率／％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

黄螟

犜犲狋狉犪犿狅犲狉犪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

条螟

犆犺犻犾狅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

二点螟

犆犺犻犾狅犻狀犳狌狊犮犪狋犲犾犾狌狊

红尾白螟

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

桂西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 （７．３４±４．１４）ａＡ （７．８２±６．３３）ａＡ （１．６６±１．１）ａＡ （０．８２±１．１５）ａｂＡ

桂南 Ｓｏｕｔｈ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 （６．７６±７．９６）ａＡ （４．４６±６．５４）ａｂＡＢ （０．９６±１．０５）ａｂＡ （０．１８±０．３２）ｂＡ

桂中 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 （４．６８±２．９６）ａｂＡ （４．５９±２．８２）ａｂＡＢ （１．１４±１．１６）ａｂＡ （０．１７±０．２１）ｂＡ

桂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７８±１．３５）ｂＡ （１．６９±１．１３）ｂＢ （０．７８±０．６４）ｂＡ （１．６８±４．１０）ａＡ

２．３　不同甘蔗植期苗期的螟害情况

同一蔗区的甘蔗不同植期螟虫为害率比较详见

表３。结果显示，黄螟在新植蔗地为害率为０～７．９１％，

平均２．３１％，而宿根蔗地为１．２８％～１５．５８％，平均

７．１３％。同一调查蔗区的新植甘蔗和宿根甘蔗的黄

螟平均为害率狋测验差异多数达到显著水平，宿根

甘蔗受黄螟为害率均高于新植蔗。所调查蔗区的新

植和宿根蔗地的条螟平均为害率分别为３．４３％和

７．９９％，但平均为害率的差异分析未达到显著水平，

各新植和宿根蔗地的为害率狋测验差异多数也未达

到显著水平，这说明新植和宿根蔗地的条螟为害率

差异不显著，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３　不同植期甘蔗的苗期螟虫为害率比较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狉犪狋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犫狅狉犲狉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狊

调查蔗区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ａｒｅａ

黄螟为害率／％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犜犲狋狉犪犿狅犲狉犪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

新植

Ｎｅｗｌｙｐｌａｎｔｅｄ

宿根

Ｒａｔｏｏｎ

条螟为害率／％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犆犺犻犾狅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

新植

Ｎｅｗｌｙｐｌａｎｔｅｄ

宿根

Ｒａｔｏｏｎ

铁山港区南康镇 Ｎａｎｋａｎｇｔｏｗｎ，Ｔｉｅｓｈａｎｇ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０．００±０．００）ｂＢ （１．２８±０．７７）ａＡ （０．６６±１．０６）ａＡ （０．８１±１．５１）ａＡ

上思县昌菱农场 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ｆａｒｍ，Ｓｈａｎｇｓｉｃｏｕｎｔｙ （７．９１±３．２８）ｂＡ （１５．５８±５．３８）ａＡ （９．０３±４．５８）ａＡ （１３．６１±５．２５）ａＡ

江州区濑湍镇 Ｌａｉｔｕａｎｔｏｗｎ，Ｊ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３３±１．０６）ｂＡ （４．９１±２．９９）ａＡ （０．７０±０．５７）ｂＢ （１５．０８±１０．８３）ａＡ

扶绥县渠黎镇 Ｑｕｌｉｔｏｗｎ，Ｆｕｓｕｉｃｏｕｎｔｙ （３．７６±２．３６）ｂＢ （１３．２６±５．８１）ａＡ （７．９０±４．７２）ａＡ （１２．６３±８．００）ａＡ

扶绥县中东镇 Ｚｈｏｎｇｄｏｎｇｔｏｗｎ，Ｆｕｓｕｉｃｏｕｎｔｙ （２．６９±２．１８）ａＡ （６．３９±５．１４）ａＡ （６．７６±５．１９）ａＡ （１０．７４±９．１４）ａＡ

宾阳县大桥镇 Ｄａｑｉａｏｔｏｗｎ，Ｂｉｎ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１．３５±１．７０）ｂＡ （６．６９±４．３５）ａＡ （０．００±０．００）ｂＡ （０．９０±０．８９）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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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行同种螟虫的新植和宿根蔗地为害率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０．０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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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蔗地螟虫化学防治评估分析

本文以１．４．３防治指标的标准对各调查宿

根蔗地进行化学防治需求的评估分析，详见表４。

结果显示，以总枯心苗率或总花叶苗率为指标的

达标防治蔗地数占比分别为５６．１６％和６１．６４％，

表明广西宿根蔗区的甘蔗苗期，有一半以上的宿

根蔗地达到化学农药防治的标准。其中，以黄螟

枯心苗率为防治指标的达标防治蔗地样点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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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５２．０６％，以条螟花叶苗率为防治指标时的

达标防治蔗地样点数占比为５６．１６％。上述结果

进一步明确，黄螟和条螟是广西甘蔗苗期的主要

害虫。

表４　不同防治指标评估调查蔗地达到防治要求的数量占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犳犻犲犾犱狊狋狅犫犲狋犪狉犵犲狋犲犱犳狅狉犮狅狀狋狉狅犾犫狔狋犺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

防治指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枯心苗率／％　Ｄｅａｄ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黄螟

犜犲狋狉犪犿狅犲狉犪

狊犮犺犻狊狋犪犮犲犪狀犪

二点螟

犆犺犻犾狅

犻狀犳狌狊犮犪狋犲犾犾狌狊

总枯心苗率

Ｔｏｔａｌ

花叶苗率／％　Ｍｏｓａｉｃ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ｒａｔｅ

条螟

犆犺犻犾狅

狊犪犮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

红尾白螟

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

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

总花叶苗率

Ｔｏｔａｌ

达标防治蔗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ｅｆｉｅｌｄｓｔｏｂ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５２．０６ ０．００ ５６．１６ ５６．１６ ２．７４ ６１．６４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本文结果表明，在广西蔗区甘蔗条螟和黄螟是

甘蔗苗期的主要害虫。尤其是黄螟，近几年已上升

为广西蔗区甘蔗苗期最主要的螟虫种类之一。黄螟

是一种性喜潮湿、发生世代多、终年为害的甘蔗害

虫，无明显的越冬现象［４］。３月－５月发生的第一、

二代主要为害甘蔗苗，造成枯心苗，导致蔗田蔗苗缺

失，有效茎数减少，直接影响甘蔗的产量。二点螟和

条螟发生世代较整齐，可以在甘蔗苗期卵孵化期进

行农药喷雾防治，而黄螟发生世代不整齐，在田间

全年可见黄螟的各个虫态，因此，黄螟的防治更加

不易，导致黄螟为害有加重趋势。另外，黄螟不仅

在苗期造成枯心和减产，而且在中后期幼虫孵化后

在蔗芽处取食并潜入蔗茎内，严重影响留种。因

此，在螟虫防治上，黄螟也应该引起广大蔗农和糖

厂的重视。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在甘蔗苗期，宿根蔗地的黄

螟枯心苗率和条螟为害率均高于新植蔗地。甘蔗砍

收时，非低斩收蔗造成茎基内部有各种蔗螟留存越

冬，甘蔗残叶不粉碎清理造成螟虫隐藏其中越冬等

不规范操作，造成了蔗田内虫源的积累［１２］，是造成

宿根蔗受螟虫为害较严重的原因之一［１３］。因此，在

砍收甘蔗时，应该规范操作，以减少蔗田虫源。另

外，蔗农在种植新植蔗时习惯撒施药肥防虫，对宿根

蔗则管理不重视，也是造成宿根蔗苗期螟害发生为

害严重的原因。

在甘蔗螟虫防治上，一直以来主要以二点螟和

条螟为甘蔗苗期主要防治对象，条螟和二点螟发生

世代较黄螟整齐。在螟蛾发生期，通过释放赤眼蜂

和性诱剂相结合进行绿色防治，在甘蔗苗期螟虫虫

口密度较大时，指导蔗农在最佳防治时期结合高效

低毒农药进行保苗防治。研究表明，利用赤眼蜂防

治甘蔗螟虫，取得了较好效果［１３１７］。近年来，本团队

与糖厂示范研究表明，利用性诱剂诱杀法防控蔗螟

防治效果较好。甘蔗黄螟性诱剂有了新突破，经在

北海、崇左、南宁等地测报试验，每个诱捕盆或诱蛾

笼诱蛾量高达数百头，较以往购买的黄螟性诱剂效

果明显提高。随着黄螟在广西蔗区发生的日益严

重，应加强对黄螟的预测预报及防治。

自然条件下蔗田中往往存在着甘蔗螟虫的多种

天敌，它们是蔗田内影响螟虫种群数量的重要生物

因子［１８２０］。通常情况下，天敌多样性可以有效控制

蔗田螟虫，从而避免蔗螟暴发成灾，保持生态平衡。

然而，由于化学药剂长期使用以及农民的不科学用

药，除了引起 “３Ｒ”问题，生态环境被破坏，天敌昆虫

种群数量以及天敌多样性减少。天敌发挥的作用被

削弱了，害虫容易暴发成灾；为了有效控制害虫暴

发，人们不得不使用农药防治害虫，造成上述负面问

题。如此一来，形成了恶性循环，害虫防治问题也越

来越严峻。因此，要加强保护利用天敌的多样性进

行蔗螟的生态防控，在天敌种群密度低的情况下可

人工释放赤眼蜂等天敌来增加天敌种群数量进行生

物防控，在蔗螟虫口密度大的情况下再结合低毒高

效农药进行绿色防控。

３．２　主要结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广西蔗区甘蔗苗期的主要螟

虫为黄螟和条螟，其中黄螟上升为主要害虫，表明广

西蔗区的优势螟虫种类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甘蔗

苗期，广西南部和西南部蔗区的螟害重于北部蔗区；

宿根蔗地的螟害重于新植蔗地，宿根蔗地是螟害防

治的重点。

（下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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