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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疆绿盲蝽季节性寄主转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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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南疆地区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不同季节的寄主植物种类以及在主要寄主作物上的种群发生

动态，本研究在２０２１年采用扫网法对阿克苏地区农田生态系统中常见的２３个科５５种植物上的绿盲蝽种群动态进

行了周年调查，并于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通过黄板诱捕法系统监测了绿盲蝽种群在当地枣园、棉田的发生情况。绿盲

蝽在当地１年发生５代，存在明显的寄主转移现象。绿盲蝽１～２代（５月中旬至７月上旬）主要在枣树犣犻狕犻狆犺狌狊

犼狌犼狌犫犪上为害，枣树花期结束２代成虫大量迁出枣园，３～４代（７月上旬至９月中旬）主要在棉田为害，５代（９月上

旬至１０月中旬）迁回枣园。除为害主要作物枣树、陆地棉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外，１代绿盲蝽的寄主植物有甘草

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欧洲油菜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２～３代的寄主植物有白花草木樨犕犲犾犻犾狅

狋狌狊犪犾犫狌狊、黄香草木樨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甘草、藜、欧洲油菜、骆驼刺犃犾犺犪犵犻犮犪犿犲犾狅狉狌犿、蓄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

犾犪狉犲、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等，４～５代的寄主植物包括青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犮犪狉狌犻犳狅犾犻犪、艾犃．犪狉犵狔犻、白花草木樨、欧洲油

菜、蓄等。枣园及棉田绿盲蝽成虫种群消长动态与上述寄主转移规律高度吻合。研究结果为南疆地区果棉生态

系统中绿盲蝽的发生测报与科学防治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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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ＭｅｙｅｒＤüｒ）属半

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盲蝽科Ｍｉｒｉｄａｅ，已记载的寄主植物

有５４科２００多种，常在多种寄主植物间转移为

害［１２］。绿盲蝽在我国广泛分布，但长期以来发生为

害主要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地区［３］。２０１４年，陆

宴辉等［４］在新疆北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发现了绿盲蝽

为害棉花、葡萄等多种农作物，这是有关新疆绿盲蝽

严重为害农作物的首次记载。２０１７年，李海强等
［５］

在南疆阿克苏地区发现绿盲蝽为害棉花等经济作物

和枣树等特色果树。近年来，绿盲蝽已成为新疆部

分地区的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害虫［３，６］。

绿盲蝽具有很强的扩散能力，以及强烈的趋嫩、

趋绿和趋花习性，在寄主转换时主要跟随生态系统

中寄主植物开花顺序依次进行转移取食［７］。在黄河

和长江流域地区，已有大量研究对绿盲蝽的寄主偏

好习性和种群消长动态规律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

述［７１２］。新疆南疆地区属于典型的荒漠绿洲过渡带

农田生态系统，种植结构特征和植被的组成与黄河、

长江流域地区有明显差异，因此，绿盲蝽在南疆地区

不同季节偏好的寄主植物可能与黄河、长江流域地

区存在差别。本研究通过系统性的田间种群调查，

统计了不同时期绿盲蝽在南疆阿克苏地区常见植物

种类上的种群密度以及主栽作物枣树、棉花上的种

群消长动态，以期阐明绿盲蝽季节性寄主转移规律，

为该多食性害虫的虫源监测和区域治理提供科学

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生态系统中绿盲蝽的寄主转移规律

２０２１年５月底至１０月初在阿克苏地区选取各

个时期主要农作物、果树、杂草等植物调查绿盲蝽种

群发生情况，共计２３个科５５种植物（表１）。采用扫

网法对不同植物上的绿盲蝽成虫、若虫进行系统调

查。选取面积不小于１０ｍ２的目标植物生境作为样

方，每个样方扫网１０复网，统计和记录绿盲蝽若虫

和成虫数量之和、植物生育期，每７ｄ调查１次。同

时记录田间绿盲蝽的虫态和若虫龄期，结合室内人

工饲养绿盲蝽的发育历期进行矫正，确定绿盲蝽各

代次的发生周期。同种植物设置取样点数量不少于

５个。

１．２　主要为害作物上绿盲蝽种群消长动态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的５月份至８月份，利用黄板

诱捕法对阿克苏地区棉田、枣园绿盲蝽种群消长动

态进行监测。每年分别选取２０块棉田、１５块枣园

（面积＞３０００ｍ２）作为试验田，应用对角线取样法

在每块田中各放置３块黄板（单面）。棉田中黄板用

竹竿悬挂并使其底部高于棉花植株冠层顶端约

１５ｃｍ，枣园中黄板用铁丝绑在枣树树冠距离地面

１．５ｍ高处，各田块黄板彼此间隔２０ｍ以上。每周

调查１次，每次调查更换新的黄板，将取下的黄板带

回实验室后按照换取日期、中心田块编号统计绿盲

蝽成虫数量，并记录枣树、棉花生育期。

表１　各代次绿盲蝽发生时期调查的植物种类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犪犿狆犾犻狀犵狆犾犪狀狋狊狆犲犮犻犲狊犳狅狉犲犪犮犺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代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代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代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４代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５代

Ｆｉｆ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车前　犘犾犪狀狋犪犵狅犪狊犻犪狋犻犮犪Ｌ． √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薄荷　犕犲狀狋犺犪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Ｌ． √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白花草木樨　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犪犾犫狌狊Ｄｅｓｒ． 　 √ √ √ 　

黄香草木樨　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Ｐａｌｌ． 　 √ √ √ 　

甘草　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Ｆｉｓｃｈ． √ √ √ √ √

苦豆子　犛狅狆犺狅狉犪犪犾狅狆犲犮狌狉狅犻犱犲狊Ｌ． √ √ √ √ √

苦马豆　犛狆犺犪犲狉狅狆犺狔狊犪狊犪犾狊狌犾犪（Ｐａｌｌ．）ＤＣ． √ √ √ 　 　

骆驼刺　犃犾犺犪犵犻犮犪犿犲犾狅狉狌犿Ｆｉｓｃｈ． √ √ √ √ √

苜蓿　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Ｌ． √ √ √ √ √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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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代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代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代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４代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５代

Ｆｉｆ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多枝柽柳　犜犪犿犪狉犻狓狉犪犿狅狊犻狊狊犻犿犪Ｌｅｄｅｂ． √ √ √ √ √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大看麦娘　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狆狉犪狋犲狀狊犻狊Ｌ． 　 　 √ √ √

稗　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Ｌ．）Ｐ．Ｂｅａｕｖ． 　 　 　 √ √

黑麦草　犔狅犾犻狌犿狆犲狉犲狀狀犲Ｌ． 　 √ √ √ √

芦苇　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Ｃａｖ．）Ｔｒｉｎ．犲狓Ｓｔｅｕｄ √ √ √ √ √

小麦　犜狉犻狋犻犮狌犿犪犲狊狋犻狏狌犿Ｌ． √ √ 　 　 　

玉米　犣犲犪犿犪狔狊Ｌ． √ √ √ √ √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核桃　犑狌犵犾犪狀狊狉犲犵犻犪Ｌ． 　 √ √ √ √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沙枣　犈犾犪犲犪犵狀狌狊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Ｌ． √ √ √ √ √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西瓜　犆犻狋狉狌犾犾狌狊犾犪狀犪狋狌狊（Ｔｈｕｎｂ．）Ｍａｔｓｕｍ．犲狋Ｎａｋａｉ √ 　 　 　 　

蒺藜科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驼蹄瓣　犣狔犵狅狆犺狔犾犾狌犿犳犪犫犪犵狅Ｌ． √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罗布麻　犃狆狅犮狔狀狌犿狏犲狀犲狋狌犿Ｌ． 　 √ √ √ √

戟叶鹅绒藤　犆狔狀犪狀犮犺狌犿犪犮狌狋狌犿ｓｕｂｓｐ．狊犻犫犻狉犻犮狌犿
（Ｗｉｌｌｄ．）Ｒｅｃｈ．ｆ．

　 √ √ √ √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陆地棉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Ｌ． 　 √ √ √ √

苘麻　犃犫狌狋犻犾狅狀狋犺犲狅狆犺狉犪狊狋犻Ｍｅｄｉｃｕｓ． 　 √ √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艾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犪狉犵狔犻Ｈ．Ｌéｖ．＆Ｖａｎｉｏｔ 　 　 　 √ √

刺儿菜　犆犻狉狊犻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ｖａｒ．犻狀狋犲犵狉犻犳狅犾犻狌犿 √ √ √ √ √

花花柴　犓犪狉犲犾犻狀犻犪犮犪狊狆犻犪（Ｐａｌｌ．）Ｌｅｓｓ． √ √ √ √ √

蒲公英　犜犪狉犪狓犪犮狌犿犿狅狀犵狅犾犻犮狌犿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 　 　 　 　

青蒿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犮犪狉狌犻犳狅犾犻犪Ｂｕｃｈ．Ｈａｍ．犲狓Ｒｏｘｂ． 　 　 　 √ √

乳苣　犔犪犮狋狌犮犪狋犪狋犪狉犻犮犪（Ｌ．）Ｃ．Ａ．Ｍｅｙ． √ √ √ √ 　

顶羽菊　犚犺犪狆狅狀狋犻犮狌犿狉犲狆犲狀狊（Ｌ．）Ｈｉｄａｌｇｏ 　 √ √ √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蓄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Ｌ． √ √ √ √ √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马齿苋　犘狅狉狋狌犾犪犮犪狅犾犲狉犪犮犲犪Ｌ． 　 　 　 　 √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朝天委陵菜　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狊狌狆犻狀犪Ｌ． √ 　 　 　 　

新疆梨　犘狔狉狌狊狊犻狀犽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Ｔ．Ｔ．Ｙｕ √ √ √ √ √

苹果　犕犪犾狌狊狆狌犿犻犾犪Ｍｉｌｌ． √ √ √ √ √

桃　犘狉狌狀狌狊狆犲狉狊犻犮犪Ｌ． √ √ √ √ √

杏　犘狉狌狀狌狊犪狉犿犲狀犻犪犮犪Ｌ． √ √ √ √ √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黑果枸杞　犔狔犮犻狌犿狉狌狋犺犲狀犻犮狌犿 Ｍｕｒｒａｙ 　 √ √ √ √

辣椒　犆犪狆狊犻犮狌犿犪狀狀狌狌犿Ｌ． 　 　 √ √ √

龙葵　犛狅犾犪狀狌犿狀犻犵狉狌犿Ｌ． 　 　 　 √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桑　犕狅狉狌狊犪犾犫犪Ｌ． √ √ √ √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荠　犆犪狆狊犲犾犾犪犫狌狉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Ｌ．）Ｍｅｄｉ． √ 　 　 　 　

宽叶独行菜　犔犲狆犻犱犻狌犿犾犪狋犻犳狅犾犻狌犿Ｌ． √ √ √ √ 　

欧洲油菜　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Ｌ． √ √ √ √ √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　犣犻狕犻狆犺狌狊犼狌犼狌犫犪Ｍｉｌｌ． √ √ √ √ √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苋　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狋狉犻犮狅犾狅狉Ｌ． 　 　 √ √ √

地肤　犅犪狊狊犻犪狊犮狅狆犪狉犻犪（Ｌ．）Ａ．Ｊ．Ｓｃｏｔｔ 　 　 　 √ √

碱蓬　犛狌犪犲犱犪犵犾犪狌犮犪（Ｂｕｎｇｅ）Ｂｕｎｇｅ 　 　 　 √ √

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Ｌ． √ √ √ √ √

甜菜　犅犲狋犪狏狌犾犵犪狉犻狊Ｌ． 　 √ 　 　 　

通泉草科　Ｍａｚａｃｅａｅ 野胡麻　犇狅犱犪狉狋犻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Ｌ． √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田旋花　犆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狌狊犪狉狏犲狀狊犻狊Ｌ． √ √ √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垂柳　犛犪犾犻狓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Ｌ． √ √ √ √ √

新疆杨　犘狅狆狌犾狌狊犪犾犫犪ｖａｒ．狆狔狉犪犿犻犱犪犾犻狊Ｂｕｎｇｅ √ √ √ √ √

　１）√表示该绿盲蝽代次发生期调查了此种植物。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ｐｌａｎｔｗ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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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按照调查结果划分了阿克苏绿盲蝽的各代次发

生周期，分别对各代次绿盲蝽在不同植物种类上的

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并采用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

差异显著性检验。在统计分析之前，将所有扫网获

取的绿盲蝽数据进行对数转换［ｌｇ（狓＋１）］，以使数

据符合正态分布。所有数据分析全部通过Ｒ４．１．２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通过ａｏｖ函数运算，多重比较通

过“ａｇｒｉｃｏｌａｅ”包中的ＬＳＤｔｅｓｔ函数运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代绿盲蝽发生时间

在阿克苏地区，第１代绿盲蝽发生时间为５月

中旬至６月上旬，第２代为６月上旬至７月上旬，第

３代为７月上旬至８月中旬，第４代为８月上旬至９

月中旬，第５代为９月上旬至１０月中旬。其中，以

第５代成虫所产的卵进行越冬。田间绿盲蝽世代重

叠现象明显，特别是第３、４、５代。

２．２　第１代绿盲蝽种群密度

在第１代绿盲蝽发生期间，共调查了３４种植物

的生境，其中，花期的枣树、甘草、藜、欧洲油菜上有

绿盲蝽发生，但４种植物上绿盲蝽种群密度差异不

显著（犘＞０．０５）（表２）。该时期车前草、薄荷、苦豆

子、苦马豆、骆驼刺、苜蓿、多枝柽柳、芦苇、小麦、玉

米、沙枣、西瓜、驼蹄瓣、刺儿菜、花花柴、蒲公英、乳

苣、蓄、朝天委陵菜、新疆梨、苹果、桃、杏、桑、荠、

宽叶独行菜、野胡麻、田旋花、垂柳、新疆杨等植物生

境中无绿盲蝽发生。

表２　第１代绿盲蝽在不同植物上的种群密度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犾犪狀狋犺犪犫犻狋犪狋狊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育期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绿盲蝽密度／（头／１０复网）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犃．犾狌犮狅狉狌犿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　犣犻狕犻狆犺狌狊犼狌犼狌犫犪 花期 （０．１０±０．０６）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甘草　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 花期 （０．０７±０．０５）ａ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花期 （０．０６±０．０６）ａ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欧洲油菜　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 花期 （０．０７±０．０７）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标注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种的植物间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同。

Ｄａｔａ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犘

＜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２．３　第２代绿盲蝽种群密度

在第２代绿盲蝽发生期间，共调查了３７种植物

的生境，其中有２４种植物生境中有绿盲蝽发生。绿

盲蝽在花期的白花草木樨上的种群密度显著高于其

他多种植物（犘＜０．０５）；花期黄香草木樨上的次之，

其密度显著高于除白花草木樨之外的其他２２种植

物（表３）。该时期的苦马豆、苘麻、乳苣、顶羽菊、戟

叶鹅绒藤、新疆梨、苹果、桃、杏、黑果枸杞、桑、田旋

花、新疆杨等植物生境中无绿盲蝽发生。

２．４　第３代绿盲蝽种群密度

在第３代绿盲蝽发生期间，共调查了３８种植物

的生境，其中，有２１种植物生境中有绿盲蝽发生。

绿盲蝽在花期、成熟期黄香草木樨上的种群密度显

著高于其他多种植物（犘＜０．０５），花期及成熟期白

花草木樨上的密度次之，并显著高于除黄香草木樨

之外的其他１９种植物（表４）。该时期苦马豆、多枝

柽柳、芦苇、沙枣、罗布麻、苘麻、顶羽菊、戟叶鹅绒

藤、新疆梨、桃、宽叶独行菜、杏、黑果枸杞、辣椒、大

看麦娘、田旋花、新疆杨等植物生境中无绿盲蝽

发生。

２．５　第４代绿盲蝽种群密度

在第４代绿盲蝽发生期间，共调查了４１种植物

的生境，其中有３３种植物生境中有绿盲蝽发生。第

４代绿盲蝽在花期的青蒿和花期及成熟期的艾上的

种群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多种植物（犘＜０．０５）（表５）。

该时期顶羽菊、碱蓬、戟叶鹅绒藤、新疆梨、黑果枸

杞、桑、宽叶独行菜、大看麦娘等植物生境中无绿盲

蝽发生。

２．６　第５代绿盲蝽种群密度

在第５代绿盲蝽发生期间，共调查了３５种植物

的生境，其中有３３种植物生境中有绿盲蝽发生。第

５代绿盲蝽在成熟期的青蒿上种群密度显著高于其

他多种植物（犘＜０．０５）；花期、成熟期的艾上的次

之，并显著高于除青蒿之外的其他３１种植物

（表６）。该时期桃、大看麦娘等植物生境中无绿盲

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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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第２代绿盲蝽在不同植物上的种群密度

犜犪犫犾犲３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犾犪狀狋犺犪犫犻狋犪狋狊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育期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绿盲蝽密度／（头／１０复网）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犃．犾狌犮狅狉狌犿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白花草木樨　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犪犾犫狌狊 花期 （２．７５±０．８５）ａ

黄香草木樨　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 花期 （１．１７±０．４６）ｂ

甘草　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 花期＋成熟期 （０．５７±０．１８）ｃ

骆驼刺　犃犾犺犪犵犻犮犪犿犲犾狅狉狌犿 花期＋成熟期 （０．４５±０．１５）ｃ

苜蓿　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 花期＋成熟期 （０．２１±０．１３）ｃ

苦豆子　犛狅狆犺狅狉犪犪犾狅狆犲犮狌狉狅犻犱犲狊 成熟期 （０．０３±０．０２）ｃ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多枝柽柳　犜犪犿犪狉犻狓狉犪犿狅狊犻狊狊犻犿犪 花期 （０．１３±０．０６）ｃ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小麦　犜狉犻狋犻犮狌犿犪犲狊狋犻狏狌犿 成熟期 （０．０６±０．０６）ｃ

玉米　犣犲犪犿犪狔狊 成熟期 （０．０７±０．０７）ｃ

黑麦草　犔狅犾犻狌犿狆犲狉犲狀狀犲 花期＋成熟期 （０．０２±０．０２）ｃ

芦苇　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苗期 （０．０２±０．０２）ｃ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核桃　犑狌犵犾犪狀狊狉犲犵犻犪 成熟期 （０．０５±０．０５）ｃ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沙枣　犈犾犪犲犪犵狀狌狊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 成熟期 （０．１０±０．０７）ｃ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罗布麻　犃狆狅犮狔狀狌犿狏犲狀犲狋狌犿 花期 （０．０７±０．０７）ｃ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陆地棉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花期 （０．４７±０．０９）ｃ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花花柴　犓犪狉犲犾犻狀犻犪犮犪狊狆犻犪 花期 （０．２１±０．１５）ｃ

刺儿菜　犆犻狉狊犻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ｖａｒ．犻狀狋犲犵狉犻犳狅犾犻狌犿 花期＋成熟期 （０．０２±０．０２）ｃ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甜菜　犅犲狋犪狏狌犾犵犪狉犻狊 苗期 （０．５０±０．５０）ｂｃ

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苗期＋成熟期 （０．４２±０．１４）ｃ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蓄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成熟期 （０．１７±０．１１）ｃ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宽叶独行菜　犔犲狆犻犱犻狌犿犾犪狋犻犳狅犾犻狌犿 花期＋成熟期 （０．１２±０．０７）ｃ

欧洲油菜　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 成熟期 （０．０６±０．０４）ｃ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　犣犻狕犻狆犺狌狊犼狌犼狌犫犪 成熟期 （０．４２±０．０８）ｃ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垂柳　犛犪犾犻狓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 营养生长期 （０．０３±０．０３）ｃ

表４　第３代绿盲蝽在不同植物上的种群密度

犜犪犫犾犲４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狋犺犻狉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犾犪狀狋犺犪犫犻狋犪狋狊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育期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绿盲蝽密度／（头／１０复网）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犃．犾狌犮狅狉狌犿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白花草木樨　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犪犾犫狌狊 花期＋成熟期 （１１．６２±２．２５）ｂ

黄香草木樨　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 花期＋成熟期 （２４．９０±１１．２６）ａ

苜蓿　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 花期＋成熟期 （２．１２±０．６０）ｄ

甘草　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 花期＋成熟期 （０．５０±０．１３）ｅｆｇ

骆驼刺　犃犾犺犪犵犻犮犪犿犲犾狅狉狌犿 苗期＋成熟期 （０．３６±０．１１）ｇ

苦豆子　犛狅狆犺狅狉犪犪犾狅狆犲犮狌狉狅犻犱犲狊 成熟期 （０．１５±０．０６）ｇ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玉米　犣犲犪犿犪狔狊 苗期＋成熟期 （１．２４±０．４２）ｅｆ

黑麦草　犔狅犾犻狌犿狆犲狉犲狀狀犲 苗期＋成熟期 （０．０７±０．０４）ｇ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核桃　犑狌犵犾犪狀狊狉犲犵犻犪 成熟期 （０．１８±０．１８）ｇ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陆地棉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花期＋成熟期 （０．９５±０．１５）ｅ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乳苣　犔犪犮狋狌犮犪狋犪狋犪狉犻犮犪 花期 （０．５０±０．３４）ｅｆｇ

刺儿菜　犆犻狉狊犻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ｖａｒ．犻狀狋犲犵狉犻犳狅犾犻狌犿 成熟期 （０．３７±０．１９）ｇ

花花柴　犓犪狉犲犾犻狀犻犪犮犪狊狆犻犪 花期 （０．２１±０．１２）ｇ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蓄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苗期＋成熟期 （５．８６±２．３９）ｃ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苹果　犕犪犾狌狊狆狌犿犻犾犪 成熟期 （０．０５±０．０４）ｇ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桑　犕狅狉狌狊犪犾犫犪 成熟期 （０．１２±０．０４）ｇ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欧洲油菜　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 成熟期 （６．５０±２．２６）ｂｃ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　犣犻狕犻狆犺狌狊犼狌犼狌犫犪 花期＋成熟期 （０．４３±０．１２）ｆｇ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成熟期 （１．０２±０．３２）ｅｆ

苋　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狋狉犻犮狅犾狅狉 成熟期 （０．５０±０．３４）ｅｆｇ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垂柳　犛犪犾犻狓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 营养生长期 （０．０３±０．０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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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第４代绿盲蝽在不同植物上的种群密度

犜犪犫犾犲５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犳狅狌狉狋犺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犾犪狀狋犺犪犫犻狋犪狋狊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育期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绿盲蝽密度／（头／１０复网）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犃．犾狌犮狅狉狌犿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白花草木樨　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犪犾犫狌狊 花期＋成熟期 （３．３８±０．９１）ｂ

苜蓿　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 成熟期 （２．１１±０．７７）ｄｅ

甘草　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 成熟期 （０．３０±０．０８）ｅ

黄香草木樨　犕犲犾犻犾狅狋狌狊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 成熟期 （０．１７±０．１７）ｅ

苦豆子　犛狅狆犺狅狉犪犪犾狅狆犲犮狌狉狅犻犱犲狊 成熟期 （０．２３±０．０８）ｅ

骆驼刺　犃犾犺犪犵犻犮犪犿犲犾狅狉狌犿 成熟期 （０．１０±０．０４）ｅ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多枝柽柳　犜犪犿犪狉犻狓狉犪犿狅狊犻狊狊犻犿犪 花期 （１．４７±０．９１）ｄ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稗　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 苗期＋成熟期 （１．２５±０．６２）ｄｅ

黑麦草　犔狅犾犻狌犿狆犲狉犲狀狀犲 苗期＋成熟期 （０．８２±０．２８）ｄｅ

玉米　犣犲犪犿犪狔狊 花期＋成熟期 （１．０８±０．３８）ｄｅ

芦苇　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苗期 （０．０２±０．０１）ｅ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核桃　犑狌犵犾犪狀狊狉犲犵犻犪 成熟期 （０．０５±０．０３）ｅ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沙枣　犈犾犪犲犪犵狀狌狊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 成熟期 （０．５０±０．３６）ｄｅ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罗布麻　犃狆狅犮狔狀狌犿狏犲狀犲狋狌犿 成熟期 （０．０７±０．０５）ｅ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陆地棉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成熟期 （１．２９±０．２５）ｄｅ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青蒿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犮犪狉狌犻犳狅犾犻犪 花期 （９２．００±１５．２９）ａ

艾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犪狉犵狔犻 花期＋成熟期 （１００．４２±２７．８９）ａ

乳苣　犔犪犮狋狌犮犪狋犪狋犪狉犻犮犪 成熟期 （０．５０±０．５０）ｄｅ

刺儿菜　犆犻狉狊犻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ｖａｒ．犻狀狋犲犵狉犻犳狅犾犻狌犿 成熟期 （１．０４±０．８２）ｄｅ

花花柴　犓犪狉犲犾犻狀犻犪犮犪狊狆犻犪 花期 （０．０８±０．０８）ｅ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蓄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成熟期 （１．００±０．５８）ｃｄ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苹果　犕犪犾狌狊狆狌犿犻犾犪 成熟期 （０．２４±０．０９）ｅ

桃　犘狉狌狀狌狊狆犲狉狊犻犮犪 成熟期 （０．１０±０．１０）ｅ

杏　犘狉狌狀狌狊犪狉犿犲狀犻犪犮犪 成熟期 （０．０７±０．０７）ｅ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辣椒　犆犪狆狊犻犮狌犿犪狀狀狌狌犿 成熟期 （２．５０±２．１８）ｂｃｄ

龙葵　犛狅犾犪狀狌犿狀犻犵狉狌犿 花期 （１．５０±１．５０）ｂｃｄｅ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欧洲油菜　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 花期＋成熟期 （４．５０±１．７８）ｂｃ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　犣犻狕犻狆犺狌狊犼狌犼狌犫犪 成熟期 （０．４０±０．１３）ｅ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苋　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狋狉犻犮狅犾狅狉 成熟期 （０．９２±０．４５）ｄｅ

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成熟期 （０．７６±０．２０）ｄｅ

地肤　犅犪狊狊犻犪狊犮狅狆犪狉犻犪 花期 （１．６７±０．９２）ｂｃｄ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新疆杨　犘狅狆狌犾狌狊犪犾犫犪ｖａｒ．狆狔狉犪犿犻犱犪犾犻狊 营养生长期 （０．１８±０．１０）ｅ

垂柳　犛犪犾犻狓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 营养生长期 （０．０７±０．０５）ｅ

表６　第５代绿盲蝽在不同植物上的种群密度

犜犪犫犾犲６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犳犻犳狋犺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犾犪狀狋犺犪犫犻狋犪狋狊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育期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绿盲蝽密度／（头／１０复网）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犃．犾狌犮狅狉狌犿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甘草　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 成熟期 （１．０７±０．２６）ｆｇ

苜蓿　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 苗期 （０．４６±０．１７）ｇｈ

苦豆子　犛狅狆犺狅狉犪犪犾狅狆犲犮狌狉狅犻犱犲狊 成熟期 （０．４１±０．１２）ｇｈ

骆驼刺　犃犾犺犪犵犻犮犪犿犲犾狅狉狌犿 成熟期 （０．１７±０．０６）ｈ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多枝柽柳　犜犪犿犪狉犻狓狉犪犿狅狊犻狊狊犻犿犪 成熟期 （４．１２±１．１４）ｄ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芦苇　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花期＋成熟期 （３．６９±１．１６）ｄｅ

玉米　犣犲犪犿犪狔狊 苗期＋花期 （２．５７±０．６１）ｅｆ

黑麦草　犔狅犾犻狌犿狆犲狉犲狀狀犲 成熟期 （０．５０±０．１９）ｇｈ

稗　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 成熟期 （０．１２±０．１２）ｈ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核桃　犑狌犵犾犪狀狊狉犲犵犻犪 成熟期 （０．１０±０．０６）ｈ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沙枣　犈犾犪犲犪犵狀狌狊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 成熟期 （２．８８±０．９５）ｄｅ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罗布麻　犃狆狅犮狔狀狌犿狏犲狀犲狋狌犿 成熟期 （０．０６±０．０６）ｈ

戟叶鹅绒藤　犆狔狀犪狀犮犺狌犿犪犮狌狋狌犿ｓｕｂｓｐ．狊犻犫犻狉犻犮狌犿 成熟期 （０．１７±０．１２）ｈ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陆地棉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成熟期 （０．８９±０．２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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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犜犪犫犾犲６（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育期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绿盲蝽密度／（头／１０复网）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犃．犾狌犮狅狉狌犿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青蒿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犮犪狉狌犻犳狅犾犻犪 成熟期 （１１８．５０±３６．２６）ａ

艾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犪狉犵狔犻 花期＋成熟期 （６１．６２±１２．５０）ｂ

刺儿菜　犆犻狉狊犻狌犿犪狉狏犲狀狊犲ｖａｒ．犻狀狋犲犵狉犻犳狅犾犻狌犿 成熟期 （０．５６±０．２７）ｇｈ

花花柴　犓犪狉犲犾犻狀犻犪犮犪狊狆犻犪 成熟期 （０．２５±０．１６）ｇｈ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蓄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 花期＋成熟期 （７．３８±２．１３）ｃ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马齿苋　犘狅狉狋狌犾犪犮犪狅犾犲狉犪犮犲犪 成熟期 （１．３８±０．６０）ｅｆｇ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新疆梨　犘狔狉狌狊狊犻狀犽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成熟期 （０．５０±０．５０）ｇｈ

杏　犘狉狌狀狌狊犪狉犿犲狀犻犪犮犪 成熟期 （０．２５±０．１８）ｇｈ

苹果　犕犪犾狌狊狆狌犿犻犾犪 成熟期 （０．２２±０．０９）ｇｈ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辣椒　犆犪狆狊犻犮狌犿犪狀狀狌狌犿 成熟期 （０．５０±０．５０）ｇｈ

黑果枸杞　犔狔犮犻狌犿狉狌狋犺犲狀犻犮狌犿 成熟期 （０．３８±０．１５）ｇｈ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欧洲油菜　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 花期 （６．５０±１．７１）ｃ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枣　犣犻狕犻狆犺狌狊犼狌犼狌犫犪 成熟期 （０．８９±０．１７）ｆｇ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碱蓬　犛狌犪犲犱犪犵犾犪狌犮犪 成熟期 （８．００±２．００）ｃ

苋　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狋狉犻犮狅犾狅狉 成熟期 （４．５０±２．５０）ｃｄ

地肤　犅犪狊狊犻犪狊犮狅狆犪狉犻犪 成熟期 （３．６７±１．３３）ｃｄ

藜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犪犾犫狌犿 成熟期 （１．１３±０．２４）ｆｇ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垂柳　犛犪犾犻狓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 营养生长期 （０．０６±０．１５）ｇｈ

新疆杨　犘狅狆狌犾狌狊犪犾犫犪ｖａｒ．狆狔狉犪犿犻犱犪犾犻狊 营养生长期 （０．１１±０．０５）ｈ

２．７　棉田、枣园绿盲蝽种群消长动态

５月初开始能在枣园监测到绿盲蝽成虫，５月下

旬其种群数量逐渐增多；６月上旬枣树进入盛花期，

绿盲蝽种群数量迅速上升（图１），其中，２０１９年６月

份绿盲蝽成虫高峰期的种群数量明显高于其他２个

年份；７月初随着枣树进入末花期，枣园绿盲蝽种群

数量逐渐下降，８月下旬枣园绿盲蝽种群数量开始

回升。６月份是枣园绿盲蝽为害发生的主要时期。

最早于６月初在棉田监测到绿盲蝽成虫，６月底棉

田绿盲蝽数量逐渐增多（图２），７月中下旬棉花进入

盛花期，棉田绿盲蝽种群数量迅速上升；８月初棉花

花期结束，棉田绿盲蝽种群数量不再上升并趋于稳

定。７月初至８月底是棉田绿盲蝽发生的主要

时期。

图１　枣园绿盲蝽种群消长动态

犉犻犵．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犼狌犼狌犫犲狅狉犮犺犪狉犱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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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棉田绿盲蝽种群消长动态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犻狀犮狅狋狋狅狀犳犻犲犾犱狊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南疆阿克苏地区农田常见植物上绿盲蝽

种群数量系统调查以及主要寄主作物枣园、棉田中

绿盲蝽种群消长动态监测发现，最早于５月初可监

测到１代绿盲蝽在枣园发生，绿盲蝽１～２代主要在

枣树上为害，２代成虫开始转移至棉田，３～４代主要

为害棉花等作物，第５代成虫迁回枣园。并且３～５

代有明显的世代重叠。与华北地区相比［１２］，南疆阿

克苏地区绿盲蝽发生时间相对滞后两周左右。除为

害主要作物枣树、棉花外，绿盲蝽在南疆阿克苏地区

季节性寄主利用情况和华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

例如在华北地区早春寄主一般为播娘蒿犇犲狊犮狌狉犪犻

狀犻犪犛狅狆犺犻犪、草犎狌犿狌犾狌狊狊犮犪狀犱犲狀狊、紫花苜蓿（又

名苜蓿）等［８］，夏寄主为绿豆犞犻犵狀犪狉犪犱犻犪狋犪、蓖麻

犚犻犮犻狀狌狊犮狅犿犿狌狀犻狊、凤仙花犐犿狆犪狋犻犲狀狊犫犪犾狊犪犿犻狀犪、向

日葵犎犲犾犻犪狀狋犺狌狊犪狀狀狌狌狊等
［１０］，而在阿克苏地区早

春寄主一般为甘草、藜、欧洲油菜等，夏寄主为白花

草木樨、黄香草木樨、甘草等，表明在不同种植结构

的农田生态系统中，绿盲蝽季节性偏好的寄主种类

存在明显的差异。另外，田间调查发现阿克苏地区

２０１９年６月份枣园绿盲蝽羽化高峰远高于其他年

份，２０１９年６月份总降雨量为５２．４ｍｍ，远远高于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６月份的３．４、６．５ｍｍ，推测高降雨

量提升了卵的孵化率以及整齐度，从而导致了２０１９

年６月份枣园绿盲蝽羽化高峰偏高。Ｐａｎ等
［１３］前期

研究发现降雨量是影响越冬卵孵化率以及早春若虫

种群数量水平的主要因素。

绿盲蝽在寄主转移过程中喜欢开花的植物，其

中植物挥发物如间二甲苯、丙烯酸丁酯、丙酸丁酯和

丁酸丁酯等有助于绿盲蝽定位这些开花植物［１４］。

相对于取食寄主的无花组织，绿盲蝽成虫取食寄主

植物花对卵巢发育和犞犵 基因表达有显著促进作

用［１５］，并且有花植株上的成虫寿命、产卵量、若虫发

育率和存活率均显著高于无花植株［１６］。本研究中，

不同年际间均能在枣树、棉花的花期监测到绿盲蝽

种群的发生高峰期；另外，春季花期的黄香草木樨、

甘草、苜蓿上以及秋季开花的青蒿、艾等植物上有较

高的种群密度，证实了绿盲蝽趋好开花植物以及随

花转移的习性。

阿克苏地区种植的枣树、棉花等主要果树、作物

种类，总种植面积比例高达６０％以上，作为绿盲蝽

的主要寄主植物，将对区域性种群有着关键性的调

控作用。枣树花期与棉花花期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

连续性，枣园能为绿盲蝽提供越冬场所和早春食物，

而棉田将为后续的绿盲蝽提供繁殖的场所［１７］。我

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温宿县、阿瓦提县等地区众多

邻近枣园的棉田相较于周围无枣园的棉田更易遭受

绿盲蝽为害。因此，从景观尺度上切断绿盲蝽寄主

资源的连续性将有助于降低区域性范围内其种群的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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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１８］。此外，白花草木樨、黄香草木樨、青蒿、艾

等非作物对绿盲蝽有着很强的诱集效果，将能够对

局部田块范围内的绿盲蝽种群产生重要影响。在明

确绿盲蝽种群各世代发生时间和寄主转换规律的基

础上，结合当地主栽作物的物候期，在主栽作物田周

围设置诱集植物条带吸引绿盲蝽成虫从而减轻对主

栽作物的为害［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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