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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漯河地区地老虎类成虫的种群动态#!"";年a!"!#年#在河南省漯河利用虫情测报灯对其成虫种群
进行了持续监测'结果表明##;年诱集的地老虎类害虫共计(种((?$$头#主要包括小地老虎F2&'%*/*0/*"'$
$bt]1,20.&%大地老虎F.%'7*'$*/V4D.05%黄地老虎F./(2(%:< $'01-S(%=9B-]]05+t..05&和八字地老虎>(/%*#)6$*26
&:< $O-11,04S&#不同种类间年诱虫量差异较大'混合种群发生盛期在:月下旬至?月上旬'小地老虎在河南漯河

#年可见(代成虫#以第#代诱虫量最大(诱虫高峰主要集中在:月下旬至C月上旬$#代&和C月上旬至?月上旬
$!代&(近#;年间小地老虎在各年均为优势种#但其虫量和诱虫的比例在近几年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黄地老虎年
度诱虫量在近几年上升趋势明显#诱虫高峰主要集中在;月中旬至C月上旬'大地老虎成虫盛发期在#"月上旬至

#"月下旬#八字地老虎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但全年无明显的诱虫高峰(而且这两个种类的诱虫数量较少'
关键词!地老虎(!测报灯(!发生盛期(!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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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老虎隶属鳞翅目O0I-P7ID05,$夜蛾科H79D4*
-P,0$幼虫统称地蚕#土蚕#切根虫#截虫'其食性杂$
寄主范围十分广泛$以幼虫为害多种蔬菜#花卉#大
田作物和果树#林木幼苗及杂草*##!龄幼虫为害
作物的心叶或嫩叶$造成孔洞或缺刻$<龄后在近地
面切断作物幼苗的嫩茎$造成缺苗断垄$严重时毁种
重播(#)$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害虫*其分布广$种类
多$从全国发生为害来看$以小地老虎F2&'%*/*0/*6
"'$!bt]1,20."和黄地老虎F./(2(%:< !'01-S(%
=9B-]]05+t..05"分布最广$为害最重$大地老虎F.
%'7*'$*/V4D.05#警纹地老虎F.(?)"#<#%*'$*/!O-1*
1,04S"#白边地老虎;:?'#'4(&%1:&*!O009B"和八
字地老虎>(/%*#)6$*2&:< !O-11,04S"等常在局部
地区发生为害(!)*

我国记载的农区地老虎有#C"种$常见为害农
作物的地老虎大约有!"种(!)*受气候#土壤#食物#
耕作栽培和天敌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各地地老虎
的种类和发生情况并不相同*周燕等(()在山东省长

岛县北隍城岛的系统监测表明$跨越渤海迁飞的地
老虎有小地老虎#大地老虎#黄地老虎#八字地老虎
和绿毛地老虎F.0&#()'?O-11,04S*张智等(:)对地

老虎成虫种群的监测发现$北京顺义区的地老虎有
八字地老虎#小地老虎#黄地老虎#大地老虎#警纹地
老虎和白边地老虎$八字地老虎已成为当地最主要
的地老虎类害虫$超过常年优势种小地老虎*新疆
库尔勒市和库车县的地老虎主要为黄地老虎#警纹
地老虎和八字地老虎(;C)*山西临汾#山东济南#甘
肃兰州和宁夏石嘴山等地的地老虎种类主要是小地

老虎(?##)*河南省对地老虎的发生为害规律报道较
少$李世民等(#!)明确了河南漯河地老虎类优势种为

小地老虎以及其种群变化趋势$但未阐明其种群动
态*本研究!"";年a!"!#年利用虫情测报灯对河
南漯河地老虎成虫种群动态进行了连续监测$通过
此项监测$以期明确漯河地区地老虎的种类#为害地
位以及种群消长动态规律$为其预测预报和有效防
控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监测工具
设置虫情测报灯!以下简称测报灯"#台$型号

UV'!型$灯管功率!"c#主波长<;:1+$灯管中心

离地高度#E:+$通过自带的光控系统控制开关灯$
灯上安装有直径约#E:+的雨棚*鹤壁佳多科工贸
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

*+,!试验方法
在漯河市农业科学院五里岗试验基地!<<o<;mH$

##<o:$m)"进行试验*于!"";年a!"#C年每年的(
月a#"月#!"#?年a!"!#年每年的<月a##月$对
地老虎成虫进行监测*测报灯四周视野开阔$无高
大建筑物和树木遮挡*灯与作物间距:+以上*基
地内作物以小麦0玉米#小麦0大豆#小麦0花生#
小麦0芝麻#小麦0红薯等方式连作$基地外有以速
生杨树为主的绿化林带$周围农田主要种植小麦和
玉米*试验期间每天早晨收集诱捕到的地老虎$带
回室内进行分类#记录数量*

*+-!数据统计分析
用 c̀ =W]]-90!"!#进行统计和数量动态分

析$采用 =̀==!"E"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HW_>$'419,1氏多重比较法$!&"E":"$各代
监测虫量最多的日期为高峰日*

,!结果与分析

,+*!灯下地老虎种类组成及优势度分析

!"";年a!"!#年$诱集到地老虎成虫(种$共

((?$$头$数量最多的是小地老虎$共(!?!C头$
占诱集地老虎成虫总数的$:E<$F*数量位居第
二的是黄地老虎$有#!C!头$占!E?<F*大地老
虎和 八 字 地 老 虎 数 量 较 少$分 别 占 #E#:F
和"E;<F*

(种地老虎之间年度诱集成虫量差异较大!图

#"*#;年间年度诱虫量均以小地老虎为最高!!#;!
?CC#头"$显著高于其他<种地老虎!(!!C?头"
!!&"E":"$年平均诱虫量为!;C;E;$头'黄地老虎
年度诱虫量在近几年增加明显$其中!"#;#!"#$年
和!"!"年的年度诱虫量分别达到#;##!C?头和#;;
头!表#"*根据占比!表#"小地老虎在#;年中均是
优势种$但其所占比例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黄地老虎
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在!"#;#!"#$年和!"!"年所占
比例分别为#<E:$F#!#E("F和("E!$F$上升为优
势种'八字地老虎所占比例有所上升$在!"!"年和

!"!#年达到最高!(E#<F和CE((F"'大地老虎所占
比例没有明显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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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WWM年 ,̂W,*年漯河市测报灯下各种地老虎年度诱虫量

A$B+*!R;;:575=0:;80<"5>?&H">$"&0<>:8%09=&895HH"@6G8?"=0;$809$;B7$B?8$;1:0?"$E";5;H90#$;>"<90=,WWM80,W,*

!
表*!,WWM年 ,̂W,*年.种地老虎的数量及占比*%

/567"*!/?";:=6"95;@H90H098$0;0<"5>?&H">$"&0<>:8%09=&<90=,WWM80,W,*

年份

%0,5

地老虎类

诱蛾总数1头
Q7D,.9,D9B0S
7]94D@75+S

诱虫量1头!Q5,II0P,+741D

小地老虎

F.*0/*"'$
大地老虎

F.%'7*'$*/
黄地老虎

F./(2(%:<
八字地老虎

>.)6$*2&:<

百分比1F! 5̀7I75D-71

小地老虎

F.*0/*"'$
大地老虎

F.%'7*'$*/
黄地老虎

F./(2(%:<
八字地老虎

>.)6$*2&:<

!""; ;!?C ;#";, #:?A #"P #<9 $CE#! !E:# "E#; "E!#
!""C ??<; ?CC#, (#A #C9 CP $$E!; "E(; "E#$ "E"?
!""? <$!: <?":, ?$A !C9 (P $;E$( !E!C "E;$ "E#"
!""$ <!;< <#:C, ;"A !<9 !<9 $;EC: #E?( "EC" "EC"
!"#" !?"" !C::, #$A #$A C9 $?E<$ "E;? "E;? "E!:
!"## (#?; (";(, ##P CCA <(9 $CE"$ "E!; #E?( "E?#
!"#! <?C< <C?<, #<9 C!A :P $CE;? "E<( #E?; "E#<
!"#< #$C! #?!", $9 #<:A ?9 $!E!$ "E(; ;E?: "E(#
!"#( #C!# #;":, #"9 #"!A (P $<E!; "E:? :E$< "E!<
!"#: #<C: #!C;, #CP :(A !?9 $!E?" #E!( <E$< !E"(
!"#; ##?: $?:, !<9 #;#A #;P ?<E#! #E$( #<E:$ #E<:
!"#C #(:; #("C, ##9 !$A $9 $;E;< "EC; #E$$ "E;!
!"#? ###< #"<$, #!9 :#A ##9 $<E<: #E"? (E:? "E$$
!"#$ #!$$ $?;, !:9 !C?A #"P C:E$" #E$! !#E(" "ECC
!"!" (#! !#;, #<P #;;A #C9 :!E(< <E#; ("E!$ (E#<
!"!# ##$; #":!, (P :#9 ?$A ?CE$; "E<< (E!; CE((

平均!>805,20 !?";E#$ !;C;E;$, <!E#$9 C$E:"A #CE?#P a a a a

!#"表中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E":"*
'-]]0501D.0DD05S-1DB0S,+057@-1P-9,D0S-21-]-9,1DP-]]050190!!&"E":"6

,+,!发生动态

,6,6*!地老虎混合种群的动态

!"";年a!"!#年漯河市测报灯下多种地老虎
成虫混合种群#;年旬数量总和的变化规律见图!$
地老虎混合种群始见期为<月上旬$终见期为##月
中旬*成虫种群动态全年可划分为越冬代#第#代#
第!代和第<代$对应时间分别为<月上旬至:月

上旬#:月上旬至C月上旬#C月上旬至$月中旬和$
月中旬至##月中旬*:月下旬至?月上旬虫量较
多$可见!个明显的高峰期$分别为:月下旬至C月
上旬!#代"#C月上旬至?月上旬!!代"$期间诱虫
量为(#:"#头$占#;年诱虫总量的$!E(<F*<月
上旬至:月中旬#?月中旬至##月下旬虫量较少$
无明显的诱虫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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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WWM年 ,̂W,*年漯河市测报灯下地老虎混合种群的种群动态

A$B+,!/?"H0H:758$0;@G;5=$>&0<8?"=$K"@H0H:758$0;0<>:8%09=&895HH"@6G8?"=0;$809$;B7$B?8$;1:0?"$

E";5;H90#$;>"<90=,WWM80,W,*

!
,6,6,!小地老虎的种群动态

在!"";年a!"!#年监测期间$小地老虎成虫
始见日最早在<月#日$终见日最晚在#"月<#日
!表!"*根据种群动态!图<"$全年可划分为越冬
代#第#代#第!代和第<代$对应时间分别为<月
上旬至:月上旬#:月上旬至C月上旬#C月上旬至$
月中旬和$月中旬至#"月下旬*各旬诱虫量波动

较大$从#;年旬诱虫量趋势来看$以第#代诱虫量
最大$期间诱虫量为<;"(:头$占#;年诱虫总量的

?(E#;F'第!代次之!#:E!CF"*诱虫高峰主要集
中在:月下旬至?月上旬$期间诱虫量为(":"#头$
占#;年诱虫总量的$(E:CF*越冬代成虫盛发期
在(月上#中旬*$月中旬至##月下旬虫量较少$
无明显的诱虫高峰*

图-!,WWM年 ,̂W,*年漯河市测报灯下小地老虎的种群动态

A$B+-!/?"H0H:758$0;@G;5=$>&0<G>'3()9)?9)+34895HH"@6G8?"=0;$809$;B7$B?8$;1:0?"$E";5;H90#$;>"<90=,WWM80,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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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度间高峰日出现时间有一定差异$高峰
日虫量也不同!表<"*在#;年监测期间$小地老
虎第#代高峰日一般在:月下旬至;月中旬$最早
出现在:月!#日$最晚在;月!C日'第!代高峰
日在C月中#下旬$最早在C月#:日$最晚在C月

<#日*第#代和第!代的单日最高诱虫量分别为
#:!C头!!"";年"和?:头!!""$年"*!""C年第
<代有一个诱虫小高峰$单日最高诱虫量为#$头
!#"月<日"*其他时间则无明显的诱虫高峰和高
峰日*

表,!,WWM年 ,̂W,*年漯河市地老虎测报灯下见虫日
/567",!/?"<$9&85;@75&8@5G0<>:8%09=&895HH"@6G8?"=0;$809$;B7$B?8$;1:0?"$E";5;H90#$;>"<90=,WWM80,W,*

年份

%0,5

小地老虎!F.*0/*"'$
始见日1
月 日

QB0]-5SDP,K

终见日1
月 日

QB0.,SDP,K

大地老虎!=./(0#&#%#
始见日1
月 日

QB0]-5SDP,K

终见日1
月 日

QB0.,SDP,K

黄地老虎!F.%'7*'$*/
始见日1
月 日

QB0]-5SDP,K

终见日1
月 日

QB0.,SDP,K

八字地老虎!>.)6$*2&:<
始见日1
月 日

QB0]-5SDP,K

终见日1
月 日

QB0.,SDP,K
!""; "( "# #" !? "$ <" #" !! ": "; "$ #; ": !" #" #"
!""C "( "#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C #" !? "( #: "$ !$ "( !! #" !<
!"#! "( "C #" "$ #" "# #" !: "( !C #" ## #" "#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 #" "! #" "C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 #! "$ #( #" "C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WWM年 ,̂W,*年漯河市测报灯下地老虎高峰
/567"-!/?"H"5Y@5G&0<>:8%09=&895HH"@6G8?"=0;$809$;B7$B?8$;1:0?"$E";5;H90#$;>"<90=,WWM80,W,*

年份

%0,5

小地老虎!F.*0/*"'$
第#代

QB0]-5SD20105,D-71
高峰日1
月 日

0̀,RP,K

高峰日

虫量1头
0̀,R9,D9B

第!代
QB0S0971P20105,D-71
高峰日1
月 日

0̀,RP,K

高峰日

虫量1头
0̀,R9,D9B

大地老虎!=./(0#&#%#

高峰日1
月 日

0̀,RP,K

高峰日

虫量1头
0̀,R9,D9B

黄地老虎!F.%'7*'$*/

高峰日1
月 日

0̀,RP,K

高峰日

虫量1头
0̀,R9,D9B

!""; "; "! #:!C "C #? !( #" "; #$ 无 无

!""C "; "? #"$< "C <# !$ 无 无 无 无

!""? "; ": CC$ "C #; (< #" #< ## 无 无

!""$ "; #: <:! "C #C ?: 无 无 无 无

!"#" "; #: <#? "C <" ;! 无 无 无 无

!"## ": !? ;#( "C !# !! 无 无 无 无

!"#! ": !? #!"! "C !? #( 无 无 无 无

!"#< "; #! #(? "C #: <# 无 无 无 无

!"#( "; "C #:( "C !? ;! 无 无 无 无

!"#: "; #< #!< "C <" !" 无 无 无 无

!"#; "; "$ ?$ "C #? #$ 无 无 "; !! !<
!"#C ": !# #$! "C !( ?# 无 无 无 无

!"#? "; #: ?< "C !" <; 无 无 无 无

!"#$ "; !C (! "C !? (! 无 无
"; !C
"? !"

!<
##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 ## :C "C !$ <( 无 无 "? #$ #!

/#:!/



!"!<

,6,6-!其他<种地老虎的种群动态
!"";年a!"!#年大地老虎#黄地老虎和八字地

老虎的灯下种群动态见图($大地老虎在河南漯河
一年发生#代$$月下旬开始羽化$成虫盛发期在#"
月上旬至#"月下旬$盛发期虫量占诱虫总量的
$;EC"F$羽化末期在##月上#中旬*黄地老虎全年
可划分为越冬代#第#代#第!代和第<代$对应时
间为<月上旬至:月中旬#:月中旬至?月上旬#?
月上旬至$月中旬和$月中旬至##月中旬*以第#
代诱虫量最大$诱虫高峰主要集中在;月中旬至C
月上旬$期间诱虫量占#;年诱虫总量的:<ECCF*
第!#<代诱虫高峰主要在?月中旬至#"月上旬
!!:E<#F"$越冬代在(月下旬至:月上旬诱虫量较

多!<ECCF"*八字地老虎全年诱虫量较少$#;年诱
虫量仅占(种地老虎诱虫总量的"E;<F$在(月下
旬至C月上旬和$月下旬至#"月下旬诱虫量较多$
占其全年诱虫总量的$!E!?F*

从表!可知$大地老虎的始见日一般在#"月上
旬$最早在$月!?日!!""$年"'终见日最晚在##月
##日!!"#$年"*黄地老虎始见日时间不一致$最早
为<月#<日!!"!#年"$最晚为;月##日!!""C
年"'终见日也不一致$最早终见在$月#;日!!"";
年"$最晚终见在##月##日!!"#$年"*八字地老
虎始见日最早在<月#(日!!"#?年"$最晚在#"月
(日!!"#(年"'终见日最早在;月!C日!!"#$年"$
最晚在##月?日!!"!"年"*

图.!,WWM年 ,̂W,*年漯河市测报灯下大地老虎#黄地老虎和八字地老虎的种群动态

A$B+.!/?"H0H:758$0;@G;5=$>&0<G>'3()9(3@)34)9$G>'3()99&>&(,-5;@M&9().*%4)>',-895HH"@6G8?"=0;$809$;B7$B?8
$;1:0?"$E";5;H90#$;>"<90=,WWM80,W,*

!
!!大地老虎在!"";年和!""?年分别出现一个诱
虫小高峰$高峰日分别在#"月;日和#"月#<日$
高峰日虫量分别为#$头和##头$其他年份则无诱
虫高峰*黄地老虎年度诱虫量在近几年上升趋势明
显!图#"$在!"#;年和!"#$年出现诱虫小高峰$单
日最高诱虫量达!<头!表<"*八字地老虎全年无
明显的诱虫高峰*

-!结论与讨论

地老虎是我国各类农作物苗期的重要地下害

虫(!)$以为害具有隐蔽性和毁灭性的特点而著
称(#<)*了解当地地老虎种类#种群动态及其变化规

律$可以科学指导防控$更好地服务于生产*本研究
通过!"";年a!"!#年连续监测$明确了漯河市测
报灯下地老虎成虫主要包括小地老虎#大地老虎#黄
地老虎和八字地老虎(种$年诱虫量最多达??<;
头!平均!?";E#$头"$灯下混合种群发生盛期在:
月下旬至C月上旬!#代"和C月上旬至?月上旬!!
代"!图!"*可利用地老虎的趋光性或趋化性$在其
发生盛期设置黑光灯或糖醋液诱蛾器诱杀成虫*

小地老虎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其寄主范围广$
可为害棉花#玉米#马铃薯#大豆以及十字花科蔬菜
等作物(#(#:)$造成农业经济重大损失(#;#C)*!"";年

a!"!#年在河南漯河开展的连续监测表明$小地老

/!:!/



($卷第<期 陈琦等&河南漯河灯下地老虎种群监测及动态分析

虎年成虫量在(种地老虎中每年均是最高$其所占
比例占当年诱虫总量的:!E(<F!$$E!;F$为漯河
地区地老虎的优势种*但其虫量和诱虫比例在近几
年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图##表#"$其原因可能与越
冬虫源或虫源地的种植结构调整有关*小地老虎是
一种远距离迁飞性害虫$在我国北纬<<o以北的地区
不能越冬(#?)$本研究监测地点为北纬<<o<;m$一般年
份小地老虎不能在此越冬$春季虫源为南方迁飞过
来的越冬代成虫*!"";年a!"!#年漯河监测点小
地老虎越冬代成虫量有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能会导
致当地第#代发生量的下降$而第#代数量对其全
年的诱虫量影响最大!约占全年?(E#;F"*

根据本研究团队雌蛾卵巢发育进度和交尾率解

剖资料$!"#<年a!"!#年漯河市测报灯下小地老虎
第 # 代 交 尾 率 为 !?E;"F !?!E#(F !平 均

:$E";F"$交尾率比!"世纪?"年代#<E:#F!
(#E!CF!平均!:E?#F"有明显上升*由于受特殊
天气条件的影响导致小地老虎部分成虫不能起飞迁

徙$按照+卵子发生 飞行拮抗症!772010S-S*].-2BD
SK1P57+0",理论(#$)$性成熟盛期的蛾子会滞留在当
地不再迁出$继续繁殖为害$成为当地第!代的虫
源*本研究在!"";年a!"!#年监测期间$小地老
虎第!代的诱虫量有一个明显的高峰$其诱虫的比
例在一些年份也有所增加*

黄地老虎是一种重要的农业害虫*近年来$在
某些地区黄地老虎为害呈连年加重的趋势*在新疆
阿拉尔垦区棉田黄地老虎在!""$#!"#"年和!"#<
年单灯诱蛾量在<(""头以上$其中!""$年最高$
达到了<C?"头(!")*在新疆库尔勒市棉田黄地老虎

!"#!年和!"#<年单灯诱蛾量在<!""头以上$其中

!"#!年为历年最高$达<?$(头(;)*何玉莹等(!#)于

!"#(年?月a#"月在石河子地区对蛾类进行定点
监测$发现该地区?月蛾类个体数量最高$主要是由
黄地老虎的个体数量剧增造成的*!"";年a!"!#
年在河南漯河开展的连续监测$黄地老虎在!"#<#

!"#(#!"#;#!"#$年和!"!"年年诱虫量均在百头以
上$其中!"#$年达到最大!!C?头"$单日最高诱虫
量!<头$而在!"#<年以前其年诱虫量仅在<"头左
右$该监测结果表明在河南漯河地区黄地老虎虫量
在近几年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具体原因尚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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