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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黏虫和劳氏黏虫在河南原阳的发生情况，本研究利用佳多虫情测报灯对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两种害虫成

虫的种群动态进行了监测，并对两者的发生动态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间在河南原阳监测的

黏虫和劳氏黏虫成虫均发生４代。两种成虫在原阳的发生规律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黏虫以第一代为主，占全年总诱

虫量的５５．４％～９３．６％，主要发生期在５月下旬至６月上旬；劳氏黏虫以第三代为主，占全年总诱虫量的５４．４％～

８７．８％，主要发生期在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本研究为河南省原阳地区黏虫和劳氏黏虫的预测预报和防控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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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虫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Ｗａｌｋｅｒ）属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夜蛾科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劳氏黏虫犕狔狋犺犻犿

狀犪犾狅狉犲狔犻（Ｄｕｐｏｎｃｈｅｌ）是黏虫的近缘种。这两种害

虫均具有广食性、暴食性、群聚性和迁飞性等特点，

发生为害均具有突发性和暴发性［１３］，２０２０年被我

国列入一类农作物害虫名录。黏虫和劳氏黏虫的幼

虫食性杂，尤其喜食禾本科作物和杂草，是小麦和玉

米等农作物上的重要害虫［３６］。这两种害虫均以幼

虫食叶，大发生时可将作物叶片全部食光，给粮食的

安全生产造成严重威胁。

黏虫分布范围广，在中国除新疆外的其他省份

均有分布［２，６］。近半个世纪以来，黏虫成为全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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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害虫之一［６７］。最近１０年，受气候、耕作制度

和农田生境等多种因素变化的影响，黏虫在我国局

部地区多次暴发成灾［７９］。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统计，继２０１２年黏虫在全国多地暴发为害

后，２０１９年又成为近５年来黏虫发生为害比较严重

的一年，其中第一代、二代和三代黏虫在全国各主要

发生区的发生面积分别为４７．８７万、３３３．３３万ｈｍ２

和２３３．３３万ｈｍ２，明显较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发生严

重。２１世纪以前，劳氏黏虫在我国属于农业的次要

害虫，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南方的省份和

地区［３，１０］。但进入２１世纪后，劳氏黏虫逐渐上升为

农业上的主要害虫之一，在我国北方的发生范围也

进一步扩大 ［３，１１］。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是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

的重要生产基地。近些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该省已成为二代黏虫的重要发生区之一，

且主要集中在南阳、洛阳和三门峡等地，如２００６年

在偃师县部分地区，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在伊川县和

宜阳县部分地区，２０１６年在洛阳和三门峡两市的部

分地区［８９］。据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统计，

２０１９年黏虫在该省的发生面积为３２．９９万ｈｍ２，以

三门峡、南阳、鹤壁和商丘等地发生较为严重。

近些年来的调查研究发现，黏虫和劳氏黏虫在

河南均有发生，且在大部分地区年发生４代，主要为

害的作物为小麦、玉米和谷子等［８，１２１４］。不同世代

的两种害虫对不同地区、不同作物造成的为害程度

存在差异，往往以其中一种为主，但也有两者混合发

生的情况［８，１３１４］。近几年来，河南省的二代黏虫逐

渐成为发生较为普遍的害虫，并由过去的主要为害

小麦逐渐转向为害玉米和谷子等［９，１３］，有些地区由

劳氏黏虫对玉米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８］。在河南

的大部分地区，黏虫每年春季由南方迁入，为害拔节

孕穗期的小麦，二代转移到玉米上为害，而三代黏虫

偶有发生。秋季随着气温下降，黏虫随高空气流回迁

南方。相对于黏虫而言，目前国内对劳氏黏虫的发生

为害及迁飞规律的研究报道却相对较少［３，８，１１１２］。黏

虫与劳氏黏虫形态上相似［３，１３１４］，为害特点基本相

同［３］，但两者在河南的发生危害规律是否存在差异，

目前尚无相关的报道。本研究利用佳多虫情测报灯

对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河南原阳两种黏虫成虫的种群

动态进行系统监测，并初步分析和比较了两者的发

生规律，为河南省及全国的黏虫和劳氏黏虫的预测

预报及防治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诱测工具

自动虫情测报灯（Ｄ型，河南佳多科工贸有限公

司生产），光源为２０Ｗ黑光灯管，灯下接诱导漏斗

和接虫袋。此灯具采用光电控制技术，随昼夜变化

自动开关，自动完成诱虫、收集和分装等作业，自动

转换接虫袋，收虫后将按照日期分别逐日保存；同时

采用远红外线快速处理虫体，自动将诱集的昆虫杀

死。设有雨控装置开关，将雨水自动排出，使虫体保

持干燥、完整、新鲜，便于昆虫种类鉴定。

１．２　试验方法

佳多自动虫情测报灯安装在河南省原阳县河南省

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３５°００′３７″Ｎ，

１１３°４１′４３″Ｅ，海拔６３．４ｍ），基地面积约１３ｈｍ２，安

装一台测报灯，用于常年监测。该基地位于华北平原

南端的豫北平原，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

季分明，光热充沛，土质肥沃，耕作条件良好。当地主

栽作物为小麦和玉米。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１９年，每年２月

开灯，１１月底或１２月初关灯，每年历时２８０～２９５ｄ。

每天收集诱集的昆虫，带回实验室进行分类、统计和

记录，并对雌雄成虫进行鉴定和统计。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Ｅｘｃｅｌ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黏虫的发生情况

由图１和表１可知，黏虫在河南原阳发生４代。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单灯（下同）诱到的成虫分别为２４８、

１１９、６３２、５０２头和４１５８头，其中以２０１９年诱到的成

虫量最多（４１５８头），分别是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

年和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７７、３４．９４、６．５８倍和８．２８倍。

２０１６年诱到成虫数量最少（１１９头）。在整个监测期

间，黏虫的首次出现时间在３月底或４月初，结束时

间在９月下旬或１０月。３月下旬至５月上旬为黏虫

的越冬代，虫量极少，零星出现，一般每日在５头以

下，且雌虫所占比例较高。５月中旬至６月下旬为

一代发生期，高峰期一般在５月底或６月初，２０１９

年高峰期蛾量最多，达９２８头（６月４日），分别是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高峰期蛾量的

１８．９４、５４．５９、１２．０５倍和１６．５７倍；２０１６年一代成

虫发生量最小，整个一代期间仅诱到成虫９０头。整

个监测期间，一代发生期诱到的蛾量占全年总蛾量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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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５．４％～９３．６％，其中，２０１９年一代黏虫成虫数

量占全年总蛾量的比例最高（３８９３头），达９３．６％。

一代黏虫的雌雄比一般在１．０１～１．６５间，仅２０１６

年雌雄比为３．２８。

黏虫二代成虫发生期在６月底至７月底。在整

个监测期间，二代成虫的虫量都较少，日诱蛾量一般

在２０头以下，且大部分时间在１０头以下。高峰期在

７月中下旬（如２０１７年在７月２１日２０头，２０１９年在７

月２０日２５头）或无明显的高峰期（如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

年）。三代成虫发生期在８月上旬至９月上、中旬。高

峰期在８月下旬或高峰期不明显；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下

旬为四代和回迁代发生期，蛾量较少，零星出现。

图１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河南原阳黏虫成虫种群发生动态

犉犻犵．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犻狀犢狌犪狀狔犪狀犵犮狅狌狀狋狔，犎犲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犳狉狅犿２０１５狋狅２０１９

　
表１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河南原阳黏虫成虫发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犻狀犢狌犪狀狔犪狀犵犮狅狌狀狋狔，犎犲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犳狉狅犿２０１５狋狅２０１９

年份

Ｙｅａｒ

首现日／月 日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

越冬代蛾量／头

Ｍｏｔｈ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一代　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高峰日／月 日

（蛾量／头）

Ｐｅａｋｄａｙ
（ｍｏｔｈｎｕｍｂｅｒ）

总蛾量／头

Ｔｏｔａｌｍｏｔｈ

ｎｕｍｂｅｒ

占全年总蛾量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ｏｔｈ

雌雄比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

全年总蛾量／头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ａｎｎｕａｌｍｏｔｈ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５ ６ ０６ ０７（４９） １９２ ７７．０ １．６５ ２４８

２０１６ ０３ ２９ ４ ０６ ０１（１７） ９０ ７５．６ ３．２８ １１９

２０１７ ０４ ０２ ４ ０５ ２９（７７） ３５０ ５５．４ １．５１ ６３２

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６ ２０ ０６ ０２（５６） ３９２ ７８．０ １．０１ ５０２

２０１９ ０３ ２７ ２４ ０６ ０４（９２８） ３８９３ ９３．６ １．１４ ４１５８

·６３２·



４７卷第４期 段云等：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河南原阳黏虫和劳氏黏虫的种群动态

２．２　劳氏黏虫的发生情况

从监测结果（图２、表２）可以看出，劳氏黏虫在

原阳年发生４代，部分年份３代和４代有明显的世

代重叠（如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

间诱集的成虫数量均较少，全年单灯（下同）分别诱

到成虫３０２、４１１、５４５、７４６头和７４３头。在整个监测

期间，劳氏黏虫首次出现时间在２月下旬、３月上

旬、３月下旬或４月上旬，结束时间在１１月下旬或

１２月上旬。其中，２０１９年劳氏黏虫首次出现的时间

最早（２月２５日），２０１７年首次出现时间最晚（４月６

日）。越冬代从２月下旬持续至５月下旬，零星出

现，蛾量分别为２０１５年７头、２０１６年５头、２０１７年７

头、２０１８年１０头和２０１９年１８头，以２０１９年越冬代

的蛾量最多。劳氏黏虫的一代和二代蛾量均较少，

单日诱蛾量均在１０头以下，且大多数时间为零星出

现。其中，一代成虫的发生期在６月上旬至７月上

旬。二代成虫的发生期在７月中旬至８月中旬。三

代成虫发生期在８月下旬至１０月中旬，且主要集中

在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该时段诱集的蛾量占全年

总蛾量的５４．４％～８７．８％。四代成虫的发生期在

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下旬。其中，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四

代成虫发生量较少，零星出现。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９年诱到劳氏黏虫以雌蛾所占比

例较高，雌雄比分别为１．２４、２．１７、１．４７和１．３５，其

中以２０１７年雌虫所占比例为最高。从虫量的发生

趋势来看，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每年有一个高峰期，在

９月下旬或１０月上旬，分别为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高

峰日４３头，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４日，高峰日１５１头，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２日，高峰日９９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分别出现

多个高峰日。其中，２０１８年９月至１１月出现的高峰

日和高峰日虫量分别为：９月１２日３４头、９月１７日

３２头、９月２４日３１头和１１月４日２８头。２０１９年９月

图２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河南原阳劳氏黏虫成虫种群动态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犾狅狉犲狔犻犻狀犢狌犪狀狔犪狀犵犮狅狌狀狋狔，犎犲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犳狉狅犿２０１５狋狅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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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河南原阳劳氏黏虫的发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犾狅狉犲狔犻犻狀犢狌犪狀狔犪狀犵犮狅狌狀狋狔，犎犲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犳狉狅犿２０１５狋狅２０１９

年份

Ｙｅａｒ

首现日／月 日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

越冬代蛾量／头

Ｍｏｔｈ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三代　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高峰日／月 日

（蛾量／头）

Ｐｅａｋｄａｙ
（ｍｏｔｈｎｕｍｂｅｒ）

总蛾量／头

Ｔｏｔａｌｍｏｔｈ

ｎｕｍｂｅｒ

占全年总蛾量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ｏｔｈ

雌雄比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

全年总蛾量／头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ａｎｎｕａｌｍｏｔｈ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６ ７ ０９ ２９（４３） １６９ ５６．０ － ３０２

２０１６ ０３ ２９ ５ １０ ０４（１５１） ３６１ ８７．８ １．２４ ４１１

２０１７ ０４ ０６ ７ １０ ０２（９９） ３５７ ６５．５ ２．１７ ５４５

２０１８ ０３ ０９ １０ ０９ １２（３４） ４５７ ６１．３ １．４７ ７４６

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５ １８ ０９ ２８（３５） ４０４ ５４．４ １．３５ ７４３

至１１月出现的高峰日和高峰日虫量分别为：９月１４

日２１头、９月１８日２１头、９月２９日３５头、１０月３１

日１８头、１１月９日２９头和１１月２２日２１头。

３　讨论

从近几年在河南的监测和田间调查发现，黏虫

及其近缘种劳氏黏虫发生为害较为严重。笔者于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间在河南原阳对其成虫发生情况

进行了系统监测。

从对黏虫监测结果来看，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８年黏虫

在原阳的发生量较小，全年单灯诱到的成虫总量均

在６５０头以下，其中２０１６年诱到的虫量最少（１１９

头）。２０１９年诱到的虫量最多，为４１５８头，分别是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７７、３４．９４、６．５８倍和８．２８

倍。从发生动态来看，本研究推测２０１９年河南原阳

的一代黏虫成虫主要为本地虫源，其原因主要是受

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华南、华

北等地区）春季气温较往年明显偏高，入春时间较往

年偏早，可能导致黏虫越冬区域扩大，越冬代虫源增

多，进而导致北方许多地区一代黏虫虫量为近５年来

最多的一年。从监测结果还可以看出，黏虫在原阳年

发生４代，以一代成虫所占比例最大，二代至四代的

成虫量均较少，这一点与陈琦等［１５］对河南漯河黏虫监

测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对劳氏黏虫监测结果来看，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

劳氏黏虫在原阳的发生量较小，全年诱到的成虫总

量均在７５０头以下，但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从发生

情况来看，劳氏黏虫在该地年发生４代，且在有些年

份（如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三代和四代有世代重叠现

象。同时，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的１０月下旬至整个１１

月份，劳氏黏虫的成虫数量较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明

显增多，且２０１８年三代成虫高峰期较其他年份明显

偏早，其原因可能与这两个年份原阳地区夏秋季气

温较高，夏季时间较长，秋季降雨偏少，入秋和入冬

时间明显推迟等气候因素有关。

通过对黏虫和劳氏黏虫的监测结果比较发现，

近几年这两种害虫在原阳的发生情况既有一些共同

点，又存在一些差异。其中，共同点主要表现为：

１）成虫的发生量在５年间均存在年际间差异，初

步分析主要是与气候因素有关；２）全年的成虫发

生量都不大；３）首次出现时间主要在３月－４月，

越冬代成虫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４）全年诱到

的成虫以雌蛾所占比例较高。不同点主要表现为：

１）主要发生代次和时间不同。黏虫成虫的发生以

一代为主，主要集中在５月底至６月初。劳氏黏虫

成虫的发生以三代为主，主要集中在９月底至１０

月初；２）迁出情况不同。结合各代成虫发生量及

卵巢解剖结果，推测一代至三代黏虫在条件合适的

情况下向外迁出的可能性较大；劳氏黏虫的各代成

虫在原阳以留在本地为主，向外迁出的可能性较小

（数据未发表）。

前期的研究发现，黏虫和劳氏黏虫幼虫期在形

态上十分相似，一般人员很难将其区分［１２，１４］。从近

几年对田间这两种害虫幼虫的发生情况来看，调查

人员一般把这两种害虫的幼虫都计为黏虫，而不对

其进一步区分。实际上在河南局部地区的田块，有

的以黏虫为害为主，有的以劳氏黏虫为害为主。然

而，近些年大家对劳氏黏虫的关注度还不够高，对其

开展的相关研究也较少。从近５年来的监测结果来

看，劳氏黏虫在河南原阳的发生情况有加重的趋势，

应加以重视。本研究结果为今后了解黏虫在河南及

全国的发生为害趋势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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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ｐｒｏｄｉｏ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ｆｒｏｍ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ｂｅｒｒｙ［Ｊ］．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０４

（４）：３９６ ４０２．

［１６］张传清，张雅，魏方林，等．设施蔬菜灰霉病菌对不同类型杀

菌剂的抗性检测［Ｊ］．农药学学报，２００６，８（３）：２４５ ２４９．

［１７］潘以楼，朱桂梅，郭建．江苏草莓灰霉病菌对５种杀菌剂的抗

药性［Ｊ］．江苏农业学报，２０１３（２）：７５ ８０．

［１８］陈帅民，芦帆，张璨，等．北京地区草莓灰霉病菌对异菌脲的抗

性及抗性分子机制［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５，４１（５）：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９］杜颖．辽宁省番茄灰霉病菌对腐霉利抗药性机制及快速检测

技术研究［Ｄ］．沈阳：沈阳农业大学，２０１８．

［２０］郑媛萍，周连柱，孔繁芳，等．山东蓬莱葡萄灰霉菌对７种杀菌

剂的抗药性检测［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１）：１６４ １６９．

［２１］周明国，叶钟音．植物病原菌对苯并咪唑类及相关杀菌剂的抗

药性［Ｊ］．植物保护，１９８７，１３（２）：３１ ３３．

［２２］卢晓雪，聂国嫒，孙海燕，等．长三角地区果蔬灰霉病病菌对

５种杀菌剂的抗药性检测［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４６（２４）：

９７ １００．

［２３］ＫＡＴＡ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３，５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ｙｌＮｃｙｃｌｉｃｉｍｉｄｅ

（‘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ｉｍｉｄｅ’）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ｇｒｅｙｍｏｌ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犅狅狋狉狔

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ｃｒｏｐｓ［Ｊ］．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２，３１

（２）：１３３ １４１．

［２４］ＬＥＲＯＵＸＰ，ＣＨＡＰＥＬＡＮＤＦ，ＤＥＳＲＯＳＳＥＲＤ，ｅｔａｌ．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ｉｎ犅狅狋狉狔狅狋犻狀犻犪犳狌犮犽犲犾犻犪狀犪

（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Ｆｒｅｎｃｈｖｉｎｅｙａｒｄｓ［Ｊ］．Ｃｒｏ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８２，１８：６８７ ６９７．

［２５］ＬＥＲＯＵＸＰ，ＦＲＩＴＺＲ，ＤＥＢＩＥＵＤ，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ｉｎ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 ［Ｊ］．

Ｐｅ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５８：８７６ ８８８．

［２６］ＬＯＣＫＥＴ，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Ｊ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ｂｅｎｏｍｙｌａｎｄｉｐｒｏｄｉ

ｏ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ｏｆ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ｉｎｔｏｍａｔｏｃｒｏｐｓ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ｉｎ１９８６［Ｊ］．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８，３７

（３）：３８１ ３８４．

［２７］ＦＡＲＥＴＲＡＦ，ＰＯＬＬＡＳＴＲＯ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ｂａｓｉ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

ｂｅｎｚ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ａｎｄ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ｉｍｉｄｅ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ｉｎ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犳狌犮犽犲犾犻

犪狀犪（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Ｊ］．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１，９５

（３）：９４３ ９５１．

［２８］ＭＡ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ＹＡＮＬｅｉｙａｎ，ＬＵＯ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ｈｉｓｔｉｄ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ｇｅｎｅｏｆ犅狅狋狉狔

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ｉｍｉｄｅｆｕｎｇｉ

ｃｉｄｅｓ［Ｊ］．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８８

（３）：３００ ３０６．

［２９］礼茜，严蕾艳，童英富，等．浙江两地区草莓灰霉病菌（犅狅狋狉狔

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对扑海因的抗药性及其分子机制［Ｊ］．果树学报，

２００７，２４（３）：３４４ ３４８．

［３０］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ＯＲＴＵＮＯＤ，ＧＲＡＢＫＥＡ，ＬＩＸｉｎｇｐｅｎｇ，ｅｔ

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ｓｅｖｅ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ｌａｓ

ｓｅｓｏｆ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ｉｎ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 ［Ｊ］．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１０５（４）：４２４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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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仵均祥，宋梁栋，王太泉，等．陕西关中玉米田首次发现劳氏

粘虫及其在局地危害性调查［Ｊ］．陕西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６４

（１２）：３１ ３４．

［４］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作物病虫害（上册）

［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７９：６９７ ７２０．

［５］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ｆｕ，ＬＵＯＬｉｚｈｉ，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ｅ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ｒｍｙｗｏｒｍ，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

（Ｗａｌｋ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ｈｙｓ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０（３）：５１６ ５３３．

［６］　江幸福，张蕾，程云霞，等．我国粘虫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Ｊ］．

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４，５１（４）：８８１ ８８９．

［７］　姜玉英，刘杰，曾娟．高空测报灯监测粘虫区域性发生动态规

律探索［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６，５３（１）：１９１ １９９．

［８］　段云，李慧玲，陈琦，等．粘虫田间种群的室内饲养研究［Ｊ］．

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８，５（５）：８７０ ８７４．

［９］　程登发，赵中华．我国部分地区黏虫暴发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

［Ｊ］．种子科技，２０１６，３４（１０）：８９ ９０．

［１０］黄芊，蒋显斌，凌炎，等．劳氏黏虫在４种寄主植物上的生长

发育和繁殖［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９（３）：４８ ５３．

［１１］陈立涛，马继芳，王梅娟，等．河北馆陶首次发现劳氏黏虫为

害穗期夏玉米［Ｊ］．中国植保导刊，２０２０，４０（５）：５０ ５１．

［１２］郭松景，李世民，马林平，等．劳氏粘虫幼虫在玉米田的空间

分布及抽样技术研究［Ｊ］．河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３５（３）：

２４５ ２４７．

［１３］陈琦，段云，侯艳红，等．草地贪夜蛾与玉米灌浆期３种常见夜蛾

科害虫的形态特征比较［Ｊ］．植物保护，２０２０，４６（１）：３４ ４１．

［１４］马丽，高丽娜，黄建荣，等．黏虫和劳氏黏虫形态特征比较

［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６，４２（４）：４２ １４６．

［１５］陈琦，沈海龙，陈莉，等．两种灯光诱测工具对粘虫种群的监

测效果［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８，５５（５）：８４３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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