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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对绿盲蝽种群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赵洪霞##!谭永安!肖留斌!吴国强!柏立新###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南京!"$##$%#

摘!要!模拟组建了绿盲蝽./(,54)&,);(*)3"80F0H3dgH#在 ( 种温度"$Y!"$!"%!"*!’#\#下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结果表明$在 $Y ]’#\!绿盲蝽发育速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并符合 4?29=>9E模型+绿盲蝽卵’若虫’产卵前期
及世代的发育起点温度分别为 &[(’’$"[’"’$#[%# 和 $$[#*\!有效积温分别为 $%"[)$’$)"[)#’$"’[$’ 和 %"([$*
日*度+若虫期最高存活率""%\#比最低存活率"’#\#高 "*["*Z+最高产卵量""%\#比最低产卵量"’#\#高
’’[)$ 粒w雌+"%\内禀增长率最高!为 #[#&%&& 通过生命表参数综合评价表明$"% ]"*\是绿盲蝽生长繁殖的最
适温区&
关键词!绿盲蝽! 温度! 生长发育! 生命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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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盲蝽 ./(,54)&,);(*)3"80F0H3dgH# "半翅
目$盲蝽科#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 近几年
绿盲蝽已成为棉花’果蔬等作物上的重大致灾性
害虫"45 %2+,6!"##Y!"#$##!究其原因!主要是随
着Q>棉的高比例种植!棉铃虫 F%,#;(<%*/+ +*3#4%*+
等鳞翅目靶标害虫得到了有效控制!造成生态位
空缺!同时随之而来的农药使用次数’使用量大幅
度减少!加之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与高适生寄主
面积的逐渐扩大!绿盲蝽等非靶标害虫发生量显

著上升!局部地区甚至大暴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严
重威胁"‘5 %2+,6! "##"+周洪旭等!"##’#& 生产
上急需加强其灾变规律研究并提升其防控技术水
平!以遏制其猖獗危害势头&

近年来!对绿盲蝽的生态影响因子"门兴元
等!"##Y+45 %2+,6! "#$#+魏书艳等!"#$#M#’触角
感器种类 "陆宴辉等!"##* #’毒力测定 "U;612
%2+,6! "##&#及与寄主互作"谭永安等!"#$#+魏书
艳等!"#$#6+谭永安等!"#$$#等方面已开展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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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生态因素中!温度是影响昆虫种群消长’活力
及限制其生物活性的一个最显著生态因子& 温度
对昆虫的影响一般通过特定温度下的存活率’生
长发育速率’繁殖加以描述& 据报道!低温""#\#
不利于甜菜夜蛾 I/(0(/2%*+ %>#4)+ 的生长!而高温
"’"\#却不影响其生长繁殖"韩兰芝等!"##’#+最
适酸模蚜./"#&*)3#;#&繁殖温区为 ""[( ]"([#\
"Q6F;61 %2+,6!"##)#& 前人已在 $* ]"&\’$# ]
’(\范围内分别研究了温度对黄河流域生态区绿
盲蝽种群增殖的影响!但在光周期的设定上均为4
zd|$%z$#"门兴元等!"##Y+45 %2+,6! "#$#M#!作
者前期研究发现当光周期为4zd|$"z$" 时!绿盲
蝽实验种群增殖最快!为其生长发育的最适光周
期"魏书艳等!"#$#M#!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中下
游绿盲蝽田间种群主害代期间的平均温度波动区
间!应用生命表的方法!系统研究 $Y’"$’"%’"* 和
’#\这 ( 个温度对绿盲蝽实验种群生长’发育及
繁殖的影响!得出不同温度下的种群生命表参数!
以期了解长江中下游生态区环境温度对该虫种群
消长动态的影响!为深入探讨绿盲蝽的生物学’生
态学特性!丰富长江中下游绿盲蝽测报参数!优化
其测报预警技术!提升综合防控技术水平奠定基
础&

9:材料与方法
9K9:虫源

绿盲蝽 "#$# 年 % 月采自江苏大丰蚕豆田
"’’[$$}b!$"#["(}D#!在实验室内用四季豆续代
饲养!温度""* {#[(#\!光周期为 4zd|$"z$"!
光照强度 % ### Bk!相对湿度为 *#Z {(Z&

9K;:方法
9K;K9:温度处理及试验条件!使用新苗 tm3
"(#Q:3#型人工气候箱!设置 $Y’"$’"%’"* 和
’#\共 ( 个温度处理!光周期’光照强度’相对湿
度等条件同 $[$&
9K;K;:试验方法及生命表参数调查!在绿盲蝽
成虫产卵盛期!挑选大小’带卵量适中的四季豆!
置于试验中设置的 ( 种温度下孵化!每个温度处
理卵量为 "## ]""# 粒!孵化期间每天观察 $ 次&
待若虫孵化后!将同一天内孵化的若虫单头转入
指形管"C ~; |" EO~Y EO#中!同时放入新鲜的
四季豆供其取食!每个处理若虫数为 $## ]$"#

头& 每天定时观察若虫的发育情况!记录若虫的
蜕皮次数’各龄历期及存活率& 待成虫羽化后!称
量当天羽化成虫的体重!每处理雌雄成虫各称 $(
]"# 头!同时将当天羽化的雌雄成虫配对后单对
置于有弯曲纸条的指形管中!逐日统计成虫的存
活数和及产卵量"在管内放有约 ’ EO长的有切口
的四季豆#!同时管口纱布上有一沾有 (Z ]$#Z
的蜂蜜水的棉球以补充营养&

9K@:数据分析
9K@K9:数据处理!根据试验所得到的绿盲蝽在
不同温度下的发育历期数据!应用直接最优法计
算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李典谟和王莽莽!
$&Y)#!应用 86Hc56HC>法拟合绿盲蝽卵’幼虫’产
卵前期和世代历期的发育速率5"此由发育历期数
据转化得到#与温度 2之间的函数关系 "冯康!
$&*Y#&

采用DkE0B"##’’dX: IY[#$ 等专业软件对数
据进行处理& 不同光周期下卵的孵化率和若虫的
存活率差异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卵发育历期’若
虫历期’成虫寿命’卵量等均采用 d51E61 氏新复
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9K@K;:种群参数的计算方法!种群净增值率K#’
世代平均周期@’内禀增长率 *3’周限增长率 !和
种群加倍时间N@分别根据公式K# |$,>3>! @|
$,>3>>w$,>3>! *3|",1K# #w@! %|0

*3和 N@|
,1"w*3计算!其中>表示日龄!,>表示任一个体在
>期间得以成活的概率+3>表示在 >期间平均每
雌的产雌数"戈锋!"##Y#&

;:结果与分析
;K9:温度对绿盲蝽发育的影响

温度对绿盲蝽卵期及若虫各龄期发育历期及
发育速率有极显著影响"表 $#& 在 $Y ]’#\恒温
下!绿盲蝽从卵期到产卵前期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均
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缩短& 在 $Y’"$’"%’"* 和 ’#\
时!绿盲蝽世代历期分别为 (*[#’’%%[)’’’’[Y"’
")[*#和 ""["’ C!表明温度越高!该虫发育速率越
快!完成一个虫期或世代所经历的时间越短&

;K;: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根据表 $ 计算出绿盲蝽各发育阶段的发育起

点温度和有效积温"表 "#& 绿盲蝽卵期’若虫期
和产卵前期发育起点温度分别为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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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积温依次为 $%"[)$’ $)"[)# 和 $"’[$’ 日*度&

表 9:不同温度下绿盲蝽的发育历期&4’
F%-,39:F2343?3,)$#31’%,45/%’0)1)**%#(+,-$(-.#"-/%’40**3/31’’3#$3/%’5/3

发育阶段
d0I0B?AO01>=>620

温度S0OA0H6>5H0"\#

$Y "$ "% "* ’#

卵期D22 $)[## {$[(Y6- $’[## {"[$)M-Q $#[#( {$[Y*EQK Y[## {$[(YMCKd *[## {$[(YCd

$ 龄若虫 $=>91=>6H1FOA; ([$" {#[*) 6- ’["* {#[Y$MQ "[%Y {#[("EK $[%& {#[(#Cd $[#" {#[%*0D

" 龄若虫 "1C91=>6H1FOA; %[Y) {#[&*6- ’[$% {#[)&MQ "[%& {#[((EK $[*Y {#[(" Cd $[() {#[(# 0d

’ 龄若虫 ’HC91=>6H1FOA; %[%" {#[&# 6- ’[$’ {#[)$MQ "[%* {#[)*EK $[&& {#[(#Cd $[’( {#[($0D

% 龄若虫 %>;91=>6H1FOA; ([#% {$[#*6- ’[*& {#[)(MQ "[*) {#[)#EK "[’% {#[((Cd $[*$ {#[(’0D

( 龄若虫 (>;91=>6H1FOA; *[%Y {#[&$6- ([)" {#[&% MQ %[%$ {#[*" EK ’[%& {#[(( Cd ’["" {#[%" 0d

若虫期bFOA; "*["# {$[*(6- $Y[)$ {$[)#MQ $%[)% {#[&’EK $$[#& {#[*%Cd &[#* {#[*(0D

产卵前期XH0?I9A?=9>9?1 $’[Y’ {"["$6- $’[#" {"[)(M- &[$’ {$[)(EQ *[)$ {#[&&CK )[$) {$[#$0d

整个世代S?>6B2010H6>9?1 (*[#’ %%[)’ ’’[Y" ")[*# ""["’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一行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d51E61多重比较后差异显著"7�#[#(#!不同大
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7�#[#$##& 下表同&
d6>66H0O061 {:d! 6OC @?BB?N0C MFC9@@0H01>=O6BB?HE6A9>6BB0>>0H=91 >;0=6O0H?N91C9E6>0=9219@9E61>BFC9@@0H01>6>#[#( B0I0B
?H0k>H0O0BF=9219@9E61>BFC9@@0H01>6>#[#$ B0I0BH0=A0E>9I0BFMFd51E61�=O5B>9AB0H6120>0=>=PS;0=6O0M0B?NP

表 ;:绿盲蝽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F%-,3;:F2/3(2),4’3#$3/%’5/3%14’233**3&’0?3%&&5#5,%’34’3#$3/%’5/3)**%#(+,-$(-.#"-/

发育阶段
d0I0B?AO01>=>620

发育起始温度"\#
S;H0=;?BC >0OA0H6>5H0

有效积温"日*度#
-EE5O5B6>0C >0OA0H6>5H0

K L 7

卵期D22 &[(’ $%"[)$ #[&&)( %")[(* #[###"
若虫期bFOA; $"[’" $)"[)# #[&&*’ (%Y["# #[###"

产卵前期XH0?I9A?=9>9?1 $#[%# $"’[$’ #[&Y$’ **[*& #[##’$
世代历期L010H6>9?1 >9O0 $$[#* %"([$* #[&&)Y %*$[*( #[###"

!!在表 $ 数据的基础上!采用 4?29=>9E曲线拟
合!得到温度与绿盲蝽各虫态发育速率的关系模
型!其参数值具体见表 ’& 从表 ’ 可看出!绿盲蝽

不同虫态发育速率5与温度2之间的4?29=>9E函数
关系拟合均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表 @:绿盲蝽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模型
F%-,3@:P)+0(’0&#)43,*)/43?3,)$#31’/%’3&+’ )**%#(+,-$(-.#"-/%(*51&’0)1)*’3#$3/%’5/3&0’

发育阶段d0I0B?AO01>=>620 预测模型4?29=>9EO?C0B K L 7

卵期D22 5|#["’w1$ �0kA"’[’% +#[$’2#2 #[&&Y# "([%) #[##’&
若虫期bFOA; 5|#["#w1$ �0kA"’[&Y +#[$%2#2 #[&&&" )#*[(’ #[##$)

产卵前期XH0?I9A?=9>9?1 5|$#[(&w1$ �0kA")[’) +#[#*2#2 #[&&$% (([%" #[#$*$
整个世代S?>6B2010H6>9?1 5|#[#&w1$ �0kA"’[)" +#[$"2#2 #[&&&) $$’)[’# #[###&

;K@:温度对绿盲蝽卵孵化率和若虫存活率的影
响

不同温度处理下绿盲蝽卵孵化率和若虫存活

率见表 %& 不同温度处理下卵孵化率随温度的升
高而升高!但差异不显著""" |*[$(!0-|$&! 7�
#[#(#& 绿盲蝽若虫 ( 个龄期中!$ 龄的存活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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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最高存活率""%\#比最低存活率"$Y\#高
"’[Y’Z!差异达显著水平""" |"#[Y(!0-|$&!7�
#[#(#+在整个若虫期!’#\处理下存活率最低!仅

有 (%[((Z!其次为 $Y\!"%\存活率最高!为
Y$[Y"Z!且差异达显著水平""" |’%[%%!0-|$&!7
�#[#(#&

表 A:不同温度下绿盲蝽的卵孵化率和若虫存活率&Q’
F%-,3A:F232%’&201+ /%’3&Q’ %14(5/?0?%,/%’3&Q’ )**%#(+,-$(-.#"-/%’40**3/31’’3#$3/%’5/3

发育参数
d0I0B?AO01>A6H6O0>0H=

温度S0OA0H6>5H0"\#

$Y "$ "% "* ’#

卵孵化率
D22;6>E;912H6>0

*([##6 **[(#6 *&[##6 *&[Y$6 Y$[&#6

$ 龄 $=>91=>6H Y$[)* M &#[Y’6 &’[##6 &#[##6M Y$[Y"M

若虫存活率 " 龄 "1C91=>6H &Y[&Y6 &%[(#6M &’[((ME &)[)*6M Y*[)(E

bFOA; =5HI9I6BH6>0 ’ 龄 ’HC91=>6H &Y[&*6 $##[##6 &Y[Y%6 &)[((6 &$[((M

% 龄 %>;91=>6H &([Y’6M &Y[#)6 &([’(6M &%[#(6M Y&["’M

( 龄 (>;91=>6H &%[(*6 &’[#*6 $##[##6 &)[$(6 &’[$#6

总计 S?>6B *"[(#6 *Y[’’6 Y$[Y"6 *"[%(6 (%[((M

注$表中卵孵化率’若虫存活率使用"" 测验进行比较&
S;0022;6>E;912H6>061C 1FOA; =5HI9I6BH6>06H0E?OA6H0C N9>; 06E; ?>;0HMFK;93=c56H0>0=>P

;KA:温度对绿盲蝽成虫的影响
在 $Y ]’#\恒温下!绿盲蝽成虫各参数见表

(& 最高性比 " "$\# 较最低性比 " "*\# 高
#[’#*$+产卵前期’产卵期’寿命均随着温度的升
高而缩短!雌成虫的寿命均大于雄成虫+平均产卵
量在 "%\处理下最高!为 ("[Y$ 粒w雌!比最低产

卵量"’#\#高 ’’[)$ 粒!且差异达显著水平"L|
$’[’(!0-|"’%!7�#[#(#+成虫体重在 "$\处理
下最高!’#\体重最低!差异达显著水平"L雄 |
%[$)!0-雄 |$#)!7雄 �#[#(+L雌 |*[Y"!0-雌 |$$#!
7雌 �#[#(#!同时绿盲蝽雌成虫的体重均高于雄
成虫&

表 B:不同温度下绿盲蝽成虫产卵前期#产卵期#卵量#寿命及体重
F%-,3B:F23,)1+3?0’8 $/3R)?0$)(0’0)145/%’0)1$ )?0$)(0’0)145/%’0)1$ *3&5140’8 %14

-)48 #%(()**%#(+,-$(-.#"-/%45,’%’40**3/31’’3#$3/%’5/3

发育参数
d0I0B?AO01>A6H6O0>0H=

温度S0OA0H6>5H0"\#

$Y "$ "% "* ’#

性比 :0kH6>9?"%w& # !!#[&""$ !!$["## !$[#’## !#[Y&"& !#[&*Y*
产卵前期XH0?I9A?=9>9?1 "C# $’[Y’ {"["$6- $’[#" {"[)(M- &[$’ {$[)(EQ *[)$ {#[&&CK )[$) {$[#$0d

产卵期d5H6>9?1 ?@?I9A?=9>9?1 "C# $Y[&Y {([$Y6- $Y[Y( {*[(#6- $([Y( {([’&M-Q $’[)# {%["(MEQ $"[(& {’[&YEQ

产卵量/0E51C9>F"022=w@0O6B0# ’*[#) {"$[&$MQ ’*["# {"’[%(MQ ("[Y$ {"*[)*6- %$["" {$)[*$MQ $&["# {)[*$EK

寿命 %!! ’"[%" {Y[&*6- ’"[(Y {*["%6- "%[)# {)["YMQ ""[$% {([))MQ $Y[(" {([((EK

49@0=A61 "C# &!! "*[%" {Y[($6- ")[&* {Y[(#6- ""[%) {([Y*MQ "#[’( {([YYMQK $*[’$ {%[)YEK

体重 %!! (["# {#[Y#MQ )[’ {$[##6- ([Y# {#[&#6-Q ([Y# {$["#6-Q ([## {#[*#MQ

Q?CFO6=="O2# &!! ([$# {#[Y#6-Q ([( {#[Y#6- ([%# {#[*#6- ([%# {$[$#6- %[(# {#[*#MQ

!!如图 $ 所示!在 $Y’"$’"%’"* 和 ’#\时!绿盲
蝽成虫最大单雌日产卵量分别为 "[%*’ ’[*Y’
%[(’’’[$*’"[#& 粒!分别出现在成虫羽化后的第
"Y’"#’$Y’$(’$" 天!可见低温下其峰值明显偏后!

且峰后的产卵期拖长!随着温度的升高峰值逐渐
前移!产卵期也缩短& 不同温度下绿盲蝽成虫的
存活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在成虫羽化之日起
每天均有成虫死亡!且在前期死亡率较低!(#Z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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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不同温度下绿盲蝽成虫单雌逐日产卵量变化
<0+=9:S%0,8 *3&5140’8 )*%45,’

*%#(+,-$(-.#"-/%’40**3/31’’3#$3/%’5/3

体死亡时间分别为成虫羽化后的第 ’%’"Y’")’"’’
"# 天"图 "#&

图 ;:不同温度下绿盲蝽成虫种群存活率曲线
<0+=;:H5/?0?)/(20$&5/?3*)/

*%#(+,-$(-.#"-/%’40**3/31’’3#$3/%’5/3

表 C:不同温度下绿盲蝽的生命表参数
F%-,3C:P0*3’%-,3$%/%#3’3/()**%#(+,-$(-.#"-/%’40**3/31’’3#$3/%’5/3

生命表参数
49@0>6MB0A6H6O0>0H=

温度S0OA0H6>5H0"\#

$Y "$ "% "* ’#

净增值率b0>H0AH?C5E>9I0H6>0"KP# Y[%*Y* $"[Y&"" "$[*Y)’ $$[$#$% %[#%)$
平均世代周期8061 2010H6>9?1 >9O0"@# ("[*#$# %$[$#’$ ’"[%*#& ")[$(’* "’[#’’Y
内禀增长率<1>H91=9EH6>0?@91EH06=0"*3# #[#%#) #[#)"" #[#&%& #[#&"# #[#)#*
周限增长率/919>0H6>0?@91EH06=0"!# $[#%$% $[#)%" $[#&&( $[#&)% $[#)")
种群加倍时间d?5MB912>9O0"N@# $*[#*$% $$[$%’$ *[’#’( *[(’’* $$[%$Y(

;KB:不同温度下绿盲蝽的生命表参数
根据绿盲蝽的特征年龄">#’特征存活率",>#

和产雌卵数"3>#等实验数据!计算出绿盲蝽在 (
个温度处理下的生命表参数"表 )#& 结果表明!
温度对绿盲蝽种群的繁殖有明显的影响& ( 个温

度处理下!以 "%\处理下的绿盲蝽种群 K#’*3’!
值最大!@’N@值最短!为本试验中最适合绿盲蝽
生长和繁殖的温度处理+而 $Y\处理下的绿盲蝽
种群*3值最小!@’N@值最长!为本试验中是最不
适合绿盲蝽生长和繁殖的温度处理&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温度的高低对绿盲蝽

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存活率’成虫寿命’成虫体重’
产卵期及产卵量均有显著影响& 在低温下
"$Y\#!绿盲蝽的产卵期最长!但产卵量却较低!
这说明低温延缓绿盲蝽性腺的发育和卵子的成
熟+在高温下"’#\#!若虫的存活率最低!发育历
期最短!且成虫的产卵量最低!这可能由于绿盲蝽
是变温动物!在持续高温条件下!代谢加快!生长
发育速率升高!而某些个体由于持续的高温体内
功能失调!从而导致死亡!其具体机理还有待进一
步的研究&

种群内禀增长率是综合反映种群增长趋势的
一个参数!它同时综合了昆虫的发育速率’存活速
率’产卵量’产卵速率以及性比!因此更能精确的
表述昆虫种群数量变动情况& 本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3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表现为增大而后下降的
趋势!"% ]"*\条件下!绿盲蝽种群内禀增长率较
高!说明此温区是绿盲蝽发育和繁殖的最适温区&
从本文的试验数据可看出!低温主要是通过延长
发育历期’增加死亡率’降低产卵量和延缓产卵速
率来影响种群增长+而高温对种群增长的不利影
响则主要是通过增加死亡率和降低产卵量实现
的&

温度对绿盲蝽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已有
一些研究报道!但由于试验的种群来源’饲养的材
料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其结果也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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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中所得绿盲蝽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有效积
温和生命表参数等!与前人的研究报道有所差异
"门兴元等!"##Y+45 %2+,6!"#$##& 究其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本试验中使用的光周期不同!
为4zd|$"z$"!而之前所用的为 4zd|$%z$#+二
是本试验中使用的饲喂绿盲蝽的寄主略有不同!
本实验与门兴元等 ""##Y#为四季豆!而 45 等
""#$##所用的为绿豆或棉花+三是试验中采集的
绿盲蝽由于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和寄主作物!自身
的生态位不尽相同而有可能导致对温度的适应性
有所差异& 这或许也印证出区域性生态条件的差
异可导致绿盲蝽在不同地域间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不完全一致的实际状况&

本文探讨了不同温度对绿盲蝽生长发育和繁
殖的影响& 利用有效积温法则!不仅可以计算出
某种昆虫在各地的发生世代的理论值!还可用于
害虫发生期预测!同时对于了解该种害虫的地理
分布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试验所得到的绿盲
蝽种群生命表参数等可丰富长江中下游绿盲蝽测
报参数!改进测报预警技术& 但需要指出的是!昆
虫的生长发育及繁殖除受温度影响外!还受到湿
度’光照’食物等其它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由于
本模拟试验在恒温恒湿光照培养箱内进行!饲喂
食料为四季豆!所得到的绿盲蝽的发育参数值’*3
值等!在实际应用时常有其局限性& 因而在绿盲
蝽发生期的预测预报上!室内模拟试验所得种群
发育与繁殖参数可作为参考!必须结合大田害虫
发生的实况环境等加以综合考虑!从而制定合理
有效的防控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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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观察记录了绿盲蝽./(,54)&,);(*)3"80F0H3dgH#雌性成虫的产卵行为!并研究了其产卵习性& 结果
发现!绿盲蝽卵主要产在植物组织中!单次产卵平均历时 ’$[% =+产卵主要在夜间进行!白天的产卵量仅占全天的
)[)Z& 成虫交配后主要产可育卵!后期偶产不育卵+而未交配个体大部分能产不育卵& 在 "(\下!成虫从 * 日龄
起开始产卵!$) 日龄前产卵量占总产卵量的 %Y[&Z+$* ]%# 日龄间产卵量约占 %#Z& 在棉株上!约 )(Z卵分布
在中部"第 % 到第 * 果枝#!同时 &%[’Z卵集中在叶柄’叶脉’蕾柄和铃柄上&
关键词!绿盲蝽! 棉花! 产卵! 行为! 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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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转Q>基因棉花在我国大面积种植!棉铃
虫F%,#;(<%*/+ +*3#4%*+" ĝM10H#等靶标害虫得到
了有效控制!棉田广谱性化学农药的使用量明显
减少"‘5 %2+,6! "##Y#& 化学农药使用量的减少
使棉田广谱性天敌数量剧增!从而有效控制了棉
田蚜虫的发生为害"‘5 61C L5?! "##’#& 而盲蝽
由于其田间天敌控制力较弱!化学防治力度的减
轻直接导致其种群数量剧增’为害加重"45 %2+,6!
"#$#6#& 近几年!盲蝽为害导致的棉花产量损失
常达 "#Z ]’#Z!严重地区则高达 (#Z& 棉田盲
蝽的种群暴发还波及了枣’葡萄’苹果’桃’樱桃’

梨’茶树等多种作物"陆宴辉和吴孔明!"##Y#& 目
前!盲蝽已成为影响我国多种农作物生产的重要
致灾因子!并呈现进一步蔓延和大面积灾变的发
展趋势&

由于长期以来盲蝽一直属于棉花上的次要害
虫!因此其相关的研究较少 "朱弘复和孟祥玲!
$&(Y+丁岩钦!$&)’6!$&)’M!$&)%!$&)(+曹赤阳和
万长寿!$&Y’+张永孝等!$&Y)#& 薄弱的生物学研
究基础不能满足当前盲蝽防控策略和技术研发的
需要& 本文以我国盲蝽优势种类%%%绿盲蝽
./(,54)&,);(*)3"80F0H3dgH#为研究对象!就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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