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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草地贪夜蛾在海南省发生后，迅速扩散，为明确草地贪夜蛾在海南的发生规律，并制定防控策略，本文对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全省１８个市县草地贪夜蛾幼虫田间发生密度和面积以及成虫灯诱和性诱数

据进行了分析。初步得出以下结论，草地贪夜蛾在海南省主要为害的作物为玉米、莪术、高粱和甜高粱，以玉米为

主。草地贪夜蛾幼虫不同季节在玉米田发生密度大小为秋季＞夏季＞冬季＞春季，幼虫周发生面积大小为冬季＞

春季＞夏季＞秋季。根据性诱和灯诱的诱蛾高峰，初步判断在２月份有草地贪夜蛾成虫从泰国、老挝和越南迁入海

南。４月中旬后蛾量迅速下降，玉米种植面积减少，预测草地贪夜蛾成虫在４月中旬后迁出海南。针对草地贪夜蛾

在海南的发生规律，制定出了以冬春西南玉米主产区为重点的分时、分区、分重点的监测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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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是一种重要的迁飞性、多食性农业害

虫，２０１９年１月入侵我国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
［２］，４

月侵入两广、贵州、湖南和海南，５月迅速扩散至福

建、湖北、浙江、四川、江西、重庆、河南等地。截至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草地贪夜蛾侵入我国２６省（区、

市）１５１８个县（区、市）
［３］。

海南省地处中国最南端，与我国大陆的大部分

地区不同，海南冬季平均气温２２～２７℃，最冷的１

月份气温在１７～２４℃，适合大部分农业昆虫周年繁

殖，也是部分迁飞性昆虫的越冬地和北迁的虫源

地［４５］。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石山镇石岩村玉米田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为

害，至５月１１日全省１８个市县均发现该虫。截至

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累计发生面积７６００ｈｍ２。草地贪

夜蛾食性较广，可以取食８０多种作物，根据检测结

果，迁入我国的草地贪夜蛾是玉米型［６］，主要取食玉

米，也可取食小麦、甘蓝、甘蔗等［７９］。海南省一年四

季均可种植玉米、水稻和甘蔗，其中玉米在冬春季节

种植面积较大。卢辉等［１０］调查了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至

２０２０年３月草地贪夜蛾在海南的发生情况，但对其

他季节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情况尚不明确。陈辉等研

究推测海南属于草地贪夜蛾迁出区［１１］，因此，调查

分析草地贪夜蛾在海南岛的发生情况，摸清该虫在

海南省的为害特点及规律，对实现准确预报、制定相

应的防控策略、压低草地贪夜蛾虫口基数，进而减少

内迁虫源有重要的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时间及地点

调查对象为草地贪夜蛾幼虫和成虫，其中对

幼虫进行调查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至

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对成虫的调查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

日开始。调查地点为海南全省１８个市县，调查

作物为玉米，并兼顾其他作物。因为海南四季不

分明，为便于结果描述分析，将１月－３月、４月

－６月、７月－９月和１０月－１２月分别定为春

季、夏季、秋季和冬季。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成虫

在玉米等寄主作物生长期开展监测。在田间设

置桶形诱捕器，内置草地贪夜蛾性诱剂诱芯（深圳百

乐宝生物农业有限公司、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每隔３０ｄ更换一次诱芯，每块田放置３个诱捕

器。玉米苗期，３个诱捕器呈正三角形放置，相距至

少５０ｍ。玉米成株期，诱捕器放置于田边方便操作

的田埂上，呈直线排列、间距至少５０ｍ
［１２］。虫量少

时７ｄ调查１次，虫量多时１～２ｄ查１次。调查日

上午检查并记录诱蛾量。

１．２．２　幼虫

苗期至灌浆期的玉米等作物田，每块田５点取

样，玉米抽雄前采用Ｗ形、抽雄后梯形取样，每点取

１０株。记录每株幼虫数量，计算百株虫量。调查到

幼虫的地块面积计为发生面积，每周查见幼虫的地

块面积计为当前发生面积，玉米每生长季只记录１

次面积［１３］。

１．３　数据处理

幼虫发生密度为全省平均百株虫量，即全省各

市县调查的平均百株虫量和发生面积加权平均

计算［１４］。

幼虫发生密度（平均百株虫量）＝∑（每市县幼

虫百株虫量×发生面积）／全省各市县发生总面积；

单个性诱捕器诱蛾量＝∑（每市县性诱成虫数

量）／各市县诱集到成虫的诱芯总数量；

平均灯诱诱虫量＝∑（每市县灯诱成虫数量）／

全省各市县诱集到成虫的测报灯总数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始见期、区域和为害作物

２０１９年海南省草地贪夜蛾幼虫始见期为４月

３０日（表１），始见地为海口，地处海南最北部；全省

最后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市县为海南最南部的三

亚市，时间为５月１１日。从首次发现到全省分布历

时１２ｄ。２０２０年草地贪夜蛾幼虫始见期最早为１

月５日，始见市县为海南东北部的文昌市，最迟查到

草地贪夜蛾的市县为海南最南部的三亚市（非南繁

制种田），时间为３月４日。２０２０年从开始发现到

全省分布历时５９ｄ，比２０１９年多４７ｄ。有草地贪夜

蛾发生的乡镇（区）数为１５０个，在全省１８个市县除

为害玉米外，还发现草地贪夜蛾在临高和澄迈为害

莪术，在陵水和儋州为害高粱，在三亚为害甜高粱。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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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海南省各市县草地贪夜蛾幼虫始见期、发生区域和寄主作物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犻狋犻犪犾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犪狉犲犪犪狀犱犺狅狊狋犮狉狅狆狊狅犳犉犃犠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犻狋犻犲狊狅狉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狅犳犎犪犻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市（县）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幼虫始见日／月 日

Ｉｎｉｔｉ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ｌａｒｖａｅ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发生乡镇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寄主作物

Ｈｏｓｔｃｒｏｐ

海口 Ｈａｉｋｏｕ １１０．３５°Ｅ ２０．０２°Ｎ ０４ ３０ ０２ ２７ １２ 玉米

临高 Ｌｉｎｇａｏ １０９．６９°Ｅ １９．９１°Ｎ ０５ ０６ ０２ ２１ ９ 莪术、玉米

澄迈 Ｃｈｅｎｇｍａｉ １１０．００°Ｅ １９．７５°Ｎ ０５ ０６ ０１ ０６ ９ 莪术、玉米

定安 Ｄｉｎｇ’ａｎ １１０．３１°Ｅ １９．６８°Ｎ ０５ １０ ０１ ０６ １０ 玉米

文昌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１１０．７２°Ｅ １９．６１°Ｎ ０５ ０６ ０１ ０５ １０ 玉米

儋州 Ｄａｎｚｈｏｕ １０９．５７°Ｅ １９．５２°Ｎ ０５ ０５ ０１ ０９ ９ 高粱、玉米

屯昌 Ｔｕｎｃｈａｎｇ １１０．０１°Ｅ １９．３６°Ｎ ０５ ０８ ０２ ２７ ４ 玉米

琼海 Ｑｉｏｎｇｈａｉ １１０．４６°Ｅ １９．２５°Ｎ ０５ ０８ ０１ ０６ １２ 玉米

昌江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０９．０３°Ｅ １９．２５°Ｎ ０５ ０６ ０１ ０６ ７ 玉米

白沙 Ｂａｉｓｈａ １０９．４４°Ｅ １９．２３°Ｎ ０５ ０８ ０２ ２４ １１ 玉米

东方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 １０８．６４°Ｅ １９．０９°Ｎ ０５ ０９ ０１ ０６ １１ 玉米

琼中 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１０９．８３°Ｅ １９．０５°Ｎ ０５ ０６ ０１ ２１ １０ 玉米

万宁 Ｗａｎｎｉｎｇ １１０．３９°Ｅ １８．８０°Ｎ ０５ ０５ ０１ ０７ ７ 玉米

五指山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１０９．５２°Ｅ １８．７８°Ｎ ０５ ０８ ０２ ２１ ６ 玉米

乐东 Ｌｅｄｏｎｇ １０９．１７°Ｅ １８．７３°Ｎ ０５ ０６ ０１ ０６ ８ 玉米

保亭 Ｂａｏｔｉｎｇ １０９．０７°Ｅ １８．６４°Ｎ ０５ ０６ ０２ ０７ ４ 玉米

陵水 Ｌｉｎｇｓｈｕｉ １１０．０２°Ｅ １８．４８°Ｎ ０５ ０６ ０１ ０６ ８ 高粱、玉米

三亚 Ｓａｎｙａ １０９．０５°Ｅ １８．２５°Ｎ ０５ １１ ０３ ０４ ４ 甜高粱、玉米

２．２　幼虫发生面积和密度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全省１８个市县每周草地贪夜

蛾幼虫发生面积见图１。草地贪夜蛾幼虫集中发生

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８日（冬季和

春季），周发生面积在２６～１０７３ｈｍ２之间，１１月４

日后周发生面积均大于３７０ｈｍ２；１月１日至３月

３０日（春季）周发生面积在４３．５～４２８ｈｍ２，２０１９

年４月至６月和２０２０年４月至６月（夏季），草地

贪夜蛾幼虫周发生面积在１０～６７ｈｍ
２之间；２０１９

年７月－９月和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月（秋季），除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周发生面积为５０ｈｍ２ 以外，其

余周发生面积均在８ｈｍ２以下。玉米田不同季节

草地贪夜蛾幼虫周发生面积大小顺序为：冬季＞春

季＞夏季＞秋季。

图１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玉米田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面积和发生密度

犉犻犵．１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犪狉犲犪犪狀犱犾犪狉狏犪犾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犉犃犠犻狀犿犪犻狕犲犳犻犲犾犱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３０，２０１９狋狅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８，２０２０

　
　　从玉米田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密度来看，冬季

为４～２３．３头／百株，春季为３．９～９．６头／百株，夏

季为６～３２．６头／百株，秋季为２．８６～５５．４９头／百

株。以最高密度作为比较标准，不同季节幼虫发生

密度高低顺序为：秋季＞夏季＞冬季＞春季。

综合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面积和发生密度，冬、

春季节幼虫大面积发生时期，虫口密度较低。夏、秋

季节幼虫小面积发生时期虫口密度较高。

对比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两年的４月３０日至９

月８日期间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密度（图２），除５月

２８日到６月１５日时间段和４月３０日、８月６日外，

２０２０年幼虫虫口密度均小于２０１９年同期。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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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幼虫密度高峰期出现在７、８月份和１０月下旬，

２０２０年出现在４月、６月和８月。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两

个年度的８月６日至９月８日期间幼虫密度的增减

趋势相同。

２．３　成虫诱集情况

２．３．１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月性诱捕器诱蛾量

海南省１８个市县性诱装置诱捕结果见图３。

单个诱芯诱集到的草地贪夜蛾成虫数量在２０２０年

１月２１日、２月１１日、３月３日、３月１７日和４月７

日出现高峰，最高诱集量在３月１７日出现，为２６．３

头／诱芯。５月５日以后诱集到的成虫量较为平稳，

除５月２６日有一个小高峰（６．２头／诱芯）外，其余

基本在２．５头／诱芯以下。

２．３．２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月灯诱蛾量

全省２０２０年１月到９月期间每周单灯诱蛾量

见图４。诱蛾量共出现６个高峰，分别在１月２１日、

图２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玉米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密度对比（４月３０日至９月８日）

犉犻犵．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犾犪狉狏犪犾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犉犃犠犻狀犿犪犻狕犲犳犻犲犾犱犫犲狋狑犲犲狀２０１９犪狀犱２０２０（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３０狋狅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８）

　

图３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月单个诱芯诱集到的草地贪夜蛾成虫数量

犉犻犵．３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狋狉犪狆狆犲犱犿狅狋犺狊狆犲狉狊犲狓犾狌狉犲狋狉犪狆犳狉狅犿犑犪狀狌犪狉狔狋狅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狅犳２０２０

　

图４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月草地贪夜蛾测报灯平均单灯诱集成虫量

犉犻犵．４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狋狉犪狆狆犲犱犉犃犠犿狅狋犺狊狆犲狉狋狉犪狆犾犪犿狆狅犳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犳狉狅犿犑犪狀狌犪狉狔狋狅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狅犳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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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１日、４月１４日、４月２８日、６月２日和６月２３

日，其中４月１４日的诱蛾量最大，为１１１头／灯；其

次为２月１１日和６月２３日，均为４６头／灯。６月

３０日后的诱蛾量均较少。

３　讨论

３．１　草地贪夜蛾分布与寄主的关系

海南全省乡镇数１９５个
［１５］，有草地贪夜蛾发生

的乡镇（区）数１５０个，占总数的７６．９％，表明草地

贪夜蛾已经在全省大面积发生和分布。自从２０１９

年４月３０日在海口发现幼虫为害玉米后，至２０２０

年９月，玉米种植区均能查到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

此外，海南省最冷的１月份气温在１７～２４℃，高于

草地贪夜蛾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温度［１６１７］，这些信息

表明草地贪夜蛾在海南全省可以周年繁殖［３］。张磊

等［６］发现采自海南的草地贪夜蛾线粒体基因属于水

稻型，但核基因属于玉米型，同广西、云南等地的种

群分子特征一致。广西、云南等地曾发现草地贪夜

蛾为害甘蔗［９］，海南省甘蔗种植面积为２．６２万

ｈｍ２，其中儋州市种植面积较大。因此在调查过程

中，我们增加了对甘蔗田草地贪夜蛾虫情的监测。甘

蔗田中的诱捕器诱集到了草地贪夜蛾，但除临高曾发

现疑似草地贪夜蛾为害苗期甘蔗外，到目前为止，海

南暂未在甘蔗田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的现象。这可

能是因为海南周年均有玉米种植，草地贪夜蛾优先选

择在玉米上产卵、取食。然而，不排除草地贪夜蛾在

局部甘蔗田少量发生的可能，因监测点及监测调查面

积有限，尚未发现，后期仍需继续进行监测，并尽可能

增加监测点，扩大监测调查面积。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

在海南临高和澄迈的莪术上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３］，

但与玉米相比，莪术不是草地贪夜蛾的首选寄主。

２０１９年最早发现幼虫的农田位于海南省的海

口，属于北部地区，靠近广东省。鉴于广西和广东两

地草地贪夜蛾的发生记录均早于海南，而海南最先

出现该虫的地点位于北部和东北部，因此，海南

２０１９年北部的虫源可能是来自广西或者广东。而

西部沿海的澄迈、昌江、乐东、东方发现草地贪夜蛾

的时间相差２～３ｄ，不排除虫源来自越南。２０２０年

安放于昌江和东方的临海测报灯也出现了同期蛾量

突增的现象，但对这一观点还需更详细的信息比如

同期气流、雷达以及迁出地虫量变化等数据的支撑。

根据发生日期，三亚２０１９年的虫源应该和东方、乐

东相同。

２０２０年从开始查到草地贪夜蛾的发生至在全

省分布比２０１９年多４７ｄ，最晚发现地两年都在海南

的最南端三亚市。可能是因为２０１９年草地贪夜蛾

侵入海南时，各地田间均有种植玉米，而且虫源地

广，虫口迁入相对比较集中，发生地从北部和西部向

东向南扩散，扩展较快。而进入２０２０年，草地贪夜

蛾已经在全岛分布，周年繁殖，在三亚发现较晚的原

因可能与玉米种植面积大小和种植时间有关。卢辉

等［１０］通过在草地贪夜蛾发生较重区域连续种植玉

米的方式，调查冬春季节草地贪夜蛾在海南的三亚、

陵水、东方、乐东的发生规律，发现草地贪夜蛾在这

些区域一直可见。根据发生温度推测，草地贪夜蛾

是可以在海南各市县越冬并活动取食，自２０１９年入

侵后，２０２０年各地所有时段应该都能查到。本调查

出现三亚迟至３月４日才发现幼虫为害的现象可能

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１）冬季三亚种植以南

繁育种为主，由于管理原因，本文中所设三亚调查点

不包括南繁基地内的玉米田。而农民自种植的玉米

面积较小，约１０ｈｍ２，而且呈零散分布；２）春季三亚

玉米播种较晚，大部分种植时期在２月上旬。以上

原因可能是导致本文的调查结果２０２０年在三亚发

现草地贪夜蛾时间较迟的原因。

３．２　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与防控因素的关系

海南全省玉米种植面积为２．９９万ｈｍ２。其中，

冬、春玉米种植面积为２．７５万ｈｍ２，占全省总面积

的９２％，夏玉米种植面积为１３４０ｈｍ２，占总种植面

积的４．８７％。秋玉米种植面积为１０４０ｈｍ２，占种

植总面积的３．３４％。幼虫发生面积规律为冬季＞

春季＞夏季＞秋季，与种植面积密切相关。但调查

结果显示，在冬、春玉米大面积集中种植期间，草地

贪夜蛾平均虫口密度反而较低。这可能与冬、春季

节玉米种植期间各级农业、农技部门和种植户高度

重视防控，集中力量开展统防统治和农户自防有关，

同时冬季海南南繁玉米育／制种区，防治更有针对

性，压低了南繁田的虫源基数。夏、秋季玉米种植面

积小，而且以零散种植为主，整体面积较小，出现个

别防治不到位的现象，从而导致幼虫发生密度反而

较高的现象。２０２０年幼虫发生密度明显低于２０１９

年同期，与２０２０年的全省整体监测、防治和培训力

度加大有关。草地贪夜蛾田间幼虫周发生面积高峰

期出现在１０月下旬，与海南西部在１０月中旬开始

大面积种植玉米，１０月下旬玉米处于苗期，而草地

贪夜蛾对苗期玉米嗜好性强有关［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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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海南草地贪夜蛾成虫高峰期

性诱和灯诱高峰日在２０２０年的１月－２月和６

月是吻合的，分别在１月２１日、２月１１日和６月２

日。３月－５月期间，在３月３日、３月１７日和４月

７日性诱高峰日时，灯诱没有监测到高峰。灯诱高

峰期出现在４月１４日和４月２８日，比性诱高峰日

推迟。不吻合原因可能与两种诱集装置诱集原理不

同，性诱装置是雄成虫感知到空气中的性信息素成

分而被诱集，而灯诱是根据成虫对光的趋性，后者不

分性别。因此，诱集虫量高峰日的差异可能和田间

雌雄成虫发生的先后顺序有关；此外，还可能和成虫

发生时的气象因子，如风速、降雨有关。需要后期更

多的研究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

根据成虫灯诱和性诱情况，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月

海南省灯诱和性诱均出现了成虫小高峰，陈辉等［１１］

的研究表明，２月份源于泰国、老挝和越南的草地贪

夜蛾降落于越南北部、海南岛地区和两广南部，海南

省２月份监测到的成虫小高峰与其研究结果吻合。

不同的是１月份海南也有成虫小高峰，可能是本地

虫源繁殖或者在１月份也有成虫迁入，这一现象需

要结合本地高空监测点灯下数据进行判断。吴秋琳

等［１９］的研究表明３月－４月后华南草地贪夜蛾迅速

北迁，春季海南草地贪夜主要迁飞至广东，结合海南

草地贪夜蛾灯诱和性诱虫量在３月－４月最高和４月

迅速下降的现象，推测草地贪夜蛾在３月中下旬至４

月中旬开始陆续北迁，而海南在２０２０年的４月１９日

－２２日以及５月的５日－１０日连续出现３５℃以上的

高温；此外，４月份后海南玉米种植面积迅速减少。因

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温度的升高导致大环境

不适合草地贪夜蛾生长外，玉米种植面积的大幅度下

降导致的食料短缺可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４　防控策略

海南冬季和春季玉米种植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９２％，其中西南部东方、乐东、三亚、昌江、儋州５市

县种植面积为２．５５万ｈｍ２，占冬、春季节玉米种植

总面积的９２．８％。根据海南省农业种植区域结构

特性和时间特性，以及草地贪夜蛾发生规律和为害

特点，海南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应该突出重点，推行

分时分区治理。防治技术上要采用综合防控，充分

利用本地天敌的控制作用［２０］。

４．１　监测防控突出重点

在监测防控重要时间段上要以冬、春季防控为

重点，兼顾夏、秋季防治。在监测防控重大区域上，

应以西南部冬、春季节玉米种植区为重点，兼顾其他

市县。在监测防控重要作物上，以玉米为重点，兼顾

甘蔗、高粱、莪术和其他作物。

４．２　分时分区治理

冬春种植期间，加强测报灯和高空灯灯下虫量

监测，密切关注有无草地贪夜蛾回迁高峰。在海南

西南地区玉米重点监测防治区，１０月下旬左右幼虫

高峰期出现前，开展卵和低龄期幼虫化学防治，同时

利用性诱捕器、杀虫灯诱杀成虫。将防治关口前移，

尽可能地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前防治［２０］。注重开展统

防统治，兼顾农户自防，尽量压低虫口基数，在控制当

地受害损失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本地虫源基数。

海南夏秋玉米零散种植为主，此时要加强种群

动态监测，关注成虫迁出高峰。采取生物防控与化

学防控相结合的方法提高防控效果。加强零星种植

区域的监测和种植户的防控技术培训，防止偏远地

区出现零星高密度田块。成片突发或零星高发时，

要迅速采取应急防控措施，及时压低虫源基数，减少

向北方粮食主产区迁飞扩散的成虫数量。

４．３　加强监测预警，实施市县联动

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在海南北部和西南沿线安装

高空测报灯监测迁入迁出虫源，在全省北部、南部、西

部和中部安装自动化虫情监测系统，实施全年联合监

测，相邻市县互通数据信息。强化信息报送，严格执

行草地贪夜蛾发生防治信息一周两报制度，确保早发

现、早防治。实施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跨市县联动，

综合实施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及应急防控。

４．４　充分利用本地天敌的控制作用

草地贪夜蛾已经在海南定殖，在防治技术上应

因地制宜采取理化诱控、生态控制、生物防治和应急

化学防治等综合措施。海南地处亚热带，生物多样

性高，天敌昆虫资源也很丰富。唐继洪等［２１］调查发

现海南草地贪夜蛾的天敌昆虫至少有５种，其中两

种卵寄生蜂的田间寄生率达到３３．４％，幼虫期寄生

蜂的寄生率达到１９．１％，因此在综合防控时应注意

选用生物农药，保护天敌昆虫，结合人工释放天敌昆

虫，充分发挥本地天敌的持续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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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卷第１期 杨雪琳等：山东烟台地区苹果园和桃园主要害虫及天敌昆虫发生动态

和草蛉，两个果园中龟纹瓢虫和异色瓢虫均仅有零

星发生。分析两个果园中天敌昆虫发生量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山东地区桃园中有桃蚜犕狔狕狌狊狆犲狉

狊犻犮犪犲、桃粉蚜犎狔犪犾狅狆狋犲狉狌狊犪狉狌狀犱犻犿犻狊、桃瘤蚜犜狌

犫犲狉狅犮犲狆犺犪犾狌狊犿狅犿狅狀犻狊的发生
［１５］，而食蚜蝇、草蛉是

蚜虫的重要捕食性天敌，由于天敌的追随效应，蚜虫

的发生导致其天敌发生量的增加，从而使桃园中天

敌昆虫发生量增加。

近年来，在果树害虫管理过程中，由于化学农药

的大量使用，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也使得一些

果园害虫的抗药性增强，种群扩大，影响了昆虫群落

的多样性及种群平衡。通过对山东烟台地区果园害

虫发生情况的调查，便于我们掌握该地区苹果园和桃

园害虫发生规律，从而指导当地果农依据害虫发生规

律进行科学合理用药，从而达到科学防控的目的。

参考文献

［１］　颜旭飞，刘守贞．烟台市现代农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及策略研究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１（１８）：８０１６ ８０１９．

［２］　李秀美，王秋贤，崔倩，等．烟台地区果园面积变化及其驱动

因素分析［Ｊ］．烟台果树，２０１０（４）：１３ １５．

［３］　彭福田．山东省桃产业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Ｊ］．落叶果树，

２０１９，５１（２）：１ ３．

［４］　范仁俊，刘中芳，高越，等．二十一世纪我国苹果主要害虫的

研究现状与展望［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９，５６（６）：１１４８

１１６２．

［５］　徐晓厚．烟台地区苹果病虫害发生调查及防治技术研究［Ｄ］．

泰安：山东农业大学，２０１８．

［６］　刘玉光，顾松东，李丽莉，等．莱阳地区梨园、桃园、混栽桃梨

园梨小食心虫发生规律［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３，５０（６）：

１５３８ １５４５．

［７］　刘英智，孙亮．烟台桃小食心虫种群发生消长规律研究［Ｊ］．

落叶果树，２０２０，５２（２）：２１ ２３．

［８］　张安盛，冯建国，于毅，等．桃一点斑叶蝉种群消长动态和空

间分布型研究［Ｊ］．昆虫知识，２００３（５）：４２９ ４３２．

［９］　杜浩，高旭辉，刘坤，等．不同颜色色板对梨园昆虫的诱集效

应［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２）：１８８ １９２．

［１０］王辉，方彤晖，薛宏贵，等．不同颜色粘虫板及性诱捕器对枣

园绿盲蝽的诱集效果［Ｊ］．果树学报，２０１９，３６（５）：６４７ ６５４．

［１１］凌飞，王鹏，许永玉，等．山东肥城单植桃园食心虫发生与为

害规律［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０（４）：

３２０ ３２４．

［１２］赵永根，卞觉时，郁卫．黄板对棉田烟粉虱和非靶标昆虫的诱

杀作用［Ｊ］．植物保护，２００８，３４（３）：１４４ １４７．

［１３］张国浩，江珊，卢蒙蒙，等．黄色粘虫板对苹果绣线菊蚜的诱

杀效果研究［Ｊ］．果树学报：２０２０，３７（１２）：１９１４ １９２１．

［１４］肖云丽，郭炜，唐文颖，等．不同生态措施苹果园主要害虫及

天敌发生特征［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２０，５７（１）：１１３ １２３．

［１５］董民，李志朋，张顶武，等．间作夏至草对有机桃园三种蚜虫

的防效［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１（１４）：１３９ １４０．

（责任编辑：田　?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

（上接２３９页）

［３］　姜玉英，刘杰，谢茂昌，等．２０１９年我国草地贪夜蛾扩散危害

规律观测［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６）：１０ １９．

［４］　王政，齐国君，吕利华，等．广东白背飞虱早期迁入种群的虫源

地分析［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１，４８（５）：１２５３ １２５９．

［５］　黄俊，杜尧东，王华，等．广东省稻飞虱迁入轨迹及虫源地分析

［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３，２９（２４）：１７２ １８１．

［６］　张磊，柳贝，姜玉英，等．中国不同地区草地贪夜蛾种群生物型

分子特征分析［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４）：２０ ２７．

［７］　任学祥，胡本进，苏贤岩，等 安徽发现草地贪夜蛾区别为害麦

玉／麦豆轮作田小麦［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６（２）：２８７ ２８８．

［８］　刘银泉，王雪倩，钟宇巍．草地贪夜蛾在浙江为害甘蓝［Ｊ］．植物

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６）：９０ ９１．

［９］　太红坤，郭井菲，杨世常，等．草地贪夜蛾在云南德宏州甘蔗

上的生物学习性及为害状观察［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６）：７５

７９．

［１０］卢辉，唐继洪，吕宝乾，等．海南冬季玉米种植区草地贪夜蛾种

群动态调查初报［Ｊ］．热带作物学报，２０２０，４２（６）：１７６４ １７６９．

［１１］陈辉，武明飞，刘杰，等．我国草地贪夜蛾迁飞路径及其发生区

划 ［Ｊ］．植物保护，２０２０，４７（４）：７４７ ７５７．

［１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作物害虫性诱监测技术规范（夜

蛾类）：ＮＹ／Ｔ３２５３—２０１８［Ｓ］．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３］刘杰，姜玉英，刘万才，等．草地贪夜蛾测报调查技术初探［Ｊ］．

中国植保导刊，２０１９，３９（４）：４４ ４７．

［１４］杨俊杰，郭子平，罗汉钢，等．２０１９年湖北省草地贪夜蛾发生为

害规律和监测技术探索［Ｊ］．植物保护，２０２０，４６（３）：２４７ ２５３．

［１５］海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海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９．

［１６］何莉梅，葛世帅，陈玉超，等．草地贪夜蛾的发育起点温度、有效

积温和发育历期预测模型［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５）：１８

２６．

［１７］鲁智慧，和淑琪，严乃胜，等．温度对草地贪夜蛾生长发育及繁

殖的影响［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５）：２７ ３１．

［１８］卢军帅，卢冠霖，王作慰，等．玉米田间关键因素对草地贪夜蛾

性诱效果的影响［Ｊ］．植物保护，２０２０，４６（３）：２４２ ２４６．

［１９］吴秋琳，姜玉英，胡高，等．中国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草地贪

夜蛾春夏两季迁飞轨迹的分析［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３）：

１ ９．

［２０］杨普云，朱晓明，郭井菲，等．我国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对策与建

议［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９，４５（４）：１ ６．

［２１］唐继洪，吕宝乾，卢辉，等．海南草地贪夜蛾寄生蜂调查与基础

生物学观察［Ｊ］．热带作物学报，２０２０，４１（６）：１１８９ １１９５．

（责任编辑：田　?）

·５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