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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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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行为和习性等进行系统研究!为深化对绿盲蝽
生物学习性的认识提供科学资料&

9:材料与方法
9K9:虫源

供试绿盲蝽在室内用四季豆豆荚进行继代饲
养!成虫阶段在养虫盒上部添加一个蘸有 (Z蜂蜜
水的棉球供其补充营养"陆宴辉等!"##Y#& 饲养
环境为 "( ]"Y\!)#Z {(Z V̂ !4zd|$%z$#&

9K;:产卵行为
从养虫盒中选择 $# 日龄已交配的雌性成虫 $

头!放入直径为 Y EO’厚度为 $ EO的玻璃培养皿
中& 选择一段 " EO长的豆荚!用切纸刀沿豆荚中
线将其切成两半!将一半放入培养皿供成虫取食
与产卵& 绿盲蝽成虫喜好在植物伤口处产卵"陆
宴辉等!"##Y#!所以放置豆荚时切面朝上& 随后!
将装有绿盲蝽成虫与豆荚的培养皿放入四周用黑
布密封的’长宽高均为 )# EO的养虫笼底部中央!
养虫笼顶部安装有一盏 %# N的白炽灯用于提供
光照!每日光照时间为 $" ;")$##%$Y$###& 培养
皿旁边放置一台带有红外夜摄功能的摄像机"索
尼! d̂V3mV((#D#!连续 %Y ; 记录培养皿内绿盲
蝽成虫的产卵行为& 试验结束后!将培养皿中的
豆荚取出!放在解剖镜"%# ~#下观察卵是否存在!
进一步确定观察到的是不是真正的产卵行为& 本
试验共观察到绿盲蝽雌性成虫产卵行为 $’( 次&

9K@:产卵节律
在试验 $[" 中!除了观察了绿盲蝽的产卵行

为!同时也记录了不同时间段绿盲蝽雌性个体的
产卵数量& 本试验对绿盲蝽群体产卵节律进行了
研究!具体方法如下$选择 ( 盒"即 ( 个重复#$# 日
龄的绿盲蝽成虫进行产卵节律观察!每盒成虫 )#
]Y# 头!性比约为 $z$& 试验场所与光照条件同
$["& 早上 $#$##!更换了新鲜豆荚与蜂蜜水后!将
养虫盒放入用黑布密封的养虫笼中!随后每隔 " ;
更换 $ 次新鲜豆荚!连续进行 %Y ;& 将取出的豆
荚在解剖镜下进行观察!记录每个时间段"" ;#下
绿盲蝽的产卵数量&

9KA:产卵与交配的关系
挑选一些发育整齐的 ( 龄绿盲蝽雌性若虫单

独饲养!为本试验提供未交配的雌性成虫& 已交
配的雌性个体取自于雌雄混合饲养群体& 将 ( 日

龄的雌性成虫单头转入高 ( EO’直径 $[( EO的试
管中!管内放置一段 ’ EO长的豆荚以供成虫取食
与产卵!同时放置一宽 $ EO’长 ( EO的弯曲纸条
以供其活动& 已交配与未交配 " 个处理各接 %#
管!即 %# 个重复& 已交配处理的试管中添加相同
日龄的雄性成虫 $ 头!试验中雄虫如出现死亡需
予以补充& 接虫后!管口用 Y# 目的尼龙网蒙上!
再用橡皮筋固定在管口!以防止逃逸& 随后!逐日
更换豆荚!在解剖镜下用昆虫针将卵挑出!观察是
否是可育卵或不育卵!进行记录!直至成虫死亡&
数据分析时!未产可育卵的已交配成虫信息剔除&

9KB:产卵与日龄的关系
选择 ( 盒"即 ( 个重复#刚羽化的绿盲蝽成虫

"每盒 )# ]Y# 头!性比约为 $z$#!每天更换一次新
鲜豆荚以及蜂蜜水!更换下来的豆荚在解剖镜下
进行检查!记录逐日产卵数量!直至盒中雌性成虫
全部死亡为止& 试验温度条件为""( {$#\&

9KC:棉株上卵的分布
在棉花铃期!选取长势良好的棉花植株!带回

实验室按不同果枝’不同组织器官用 $Z曙红溶液
染色 " O91 后!逐一进行观察!记录绿盲蝽卵的数
量以及分布的具体位置& 本试验共观察棉花 ")
株&

;:结果与分析
;K9:产卵行为

绿盲蝽雌性个体的产卵主要在夜间进行& 产
卵前!绿盲蝽雌性成虫四处爬行!不断用触角接触
植物表面!并用喙刺探植物组织!寻找合适的产卵
地点& 产卵时!雌性成虫将产卵器后端向下向前
方移动!达到与产卵处的表面近于垂直的方位!用
力刺入植物组织!随后腹部进行节奏性的收缩将
卵产在植物组织中"图 $#& 产卵后!晃动身体将
产卵器拔出!并收回至腹部下方& 单次产卵过程
"从产卵器插入到产卵器拔出#历时 "’$[’& {
#[Y’#=!其中最短为 $" =!最长为 )% =&

雌性成虫产卵后!大部分个体原地稍作休息!
也有部分个体立即爬离& 绿盲蝽的卵为散产!一
次产卵后需寻找新的地点进行第 " 次产卵!" 次产
卵间隔时间长短不一!最短的不足 " O91!最长的
达 ( ]) ;!一般间隔数 $# O91&

;K;:产卵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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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绿盲蝽雌性成虫的产卵行为
<0+=9:T?0$)(0’0)1-32%?0)/)**3#%,3%45,’()**%#(+,-$(-.#"-/

-$产卵器打开>;0?I9A?=9>?H9==;?>?5>M0@?H00223B6F912+Q$产卵器开始插入>;0
?I9A?=9>?H9=A6H>BF91=0H>0C 91>?>;0AB61>>9==50+K$产卵器完全插入>;0?I9A?=9>?H9=@5BBF
!!! 91=0H>0C 91>?>;0AB61>>9==50P

箭头所指的是产卵器>;06HH?N91 06E; @925H0=;?N=>;0?I9A?=9>?H?@@0O6B06C5B>=P

绿盲蝽群体的产卵节律与 "[$ 中个体产卵行
为观察结果相一致!产卵主要集中在夜间进行"图
"#& 绿盲蝽雌性成虫在 $Y$##%翌日 )$## 间的产
卵量占全天的 &’[%$Z!其中 #$## 前后 " 个时间
段的产卵量基本相等& 白天偶尔也会产卵!约占
全天产卵量的 )[(&Z&

图 ;:不同时间段绿盲蝽雌性成虫的产卵情况
<0+=;:T?0$)(0’0)1)**%#(+,-$(-.#"-/
*3#%,3(45/01+ 40**3/31’’0#3$3/0)4(

;K@:产卵与交配的关系
*$[%’Z的未交配绿盲蝽雌性成虫能产下不

育卵& 不育卵仅是空瘪的卵壳!内部没有胚胎等
组织!而可育卵形状饱满!这是两者的明显区别
"图 ’#& 未交配的绿盲蝽雌性成虫单头产卵量为
"$Y[&# {%[’*#粒& 交配的雌性成虫主要产下可
育卵!在产卵后期偶尔有产下不育卵的现象!但占
产卵总量的比率较小!约 "[’)Z&

;KA:产卵与日龄的关系
在""( {$#\下!) 日龄前未发现绿盲蝽雌性

图 @:绿盲蝽的不育卵&左’与可育卵&右’
<0+=@:"1*3/’0,33++ &,3%*’ %14*3/’0,3
3++ &/0+2’’ )**%#(+,-$(-.#"-/

成虫有产卵现象!* 日龄后产卵陆续开始!其产卵
持续时间很长!最长的 *) 日龄时产下 " 粒卵!并
能正常发育’孵化& 其中!前期产卵量偏高!* ]$)
日龄"$# C#成虫产卵量占整个成虫期的 %Y[&’Z+
在随后的 "# 多天内"$* ]%# 日龄#!产卵量有所
下降!占总数的 %#Z左右+%# ])# 日龄期间!产卵
量急剧下降!约占总数的 YZ+)# 日龄后有零星产
卵!其中部分卵不能正常孵化"图 %#&

;KB:棉株上卵的分布
绿盲蝽的卵在第 " 至第 $# 果枝上均有分布!

但在第 $ 果枝上没有发现& 下部"第 $ 至第 ’#果
枝上绿盲蝽卵量不到全株总量的 $#Z!中部"第 %
至第 *#果枝上卵量占 )(Z左右!上部"第 Y 至第
$##占 "(Z左右"图 (#& 从不同器官来看!叶柄上
卵量最高!约占总卵量的 (#Z左右+其次是叶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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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不同日龄绿盲蝽雌性成虫的产卵情况
<0+=A:T?0$)(0’0)1)**%#(+,-$
(-.#"-/*3#%,3(0140**3/31’%+3(

黑色圆点表示产卵量!灰色圆点表示比率&
QB6ER A?91>==;?N>;015OM0H?@022=B69C A0H
@0O6B0! 61C 2H6FA?91>=91C9E6>0>;06EE5O5B6>9I0
!!! A0HE01>620?@022=B69CP

蕾柄与铃柄!这三者卵量也占到了 %’[’Z+叶肉’
蕾’苞叶’铃’侧枝等器官上卵量偏低!约占 (Z左
右+主茎上未发现绿盲蝽卵"图 )#&

图 B:铃期棉株不同部位果枝上绿盲蝽卵的分布情况
<0+=B:S0(’/0-5’0)1)*3++()**%#(+,-$(-.#"-/)1
40**3/31’&)’’)1*/50’R-3%/01+ -/%1&23(%’-),,01+ (’%+3

$%$#$第 $ 至第 $# 果枝>;0$=>>?$#>;

@H59>3M06H912MH61E;P

@:讨论
本文证实了绿盲蝽成虫集中在夜间产卵!发

现在产卵位点的选择过程中触角和喙起到了重要
作用& 这一现象提醒我们!除了备受关注的触角
嗅觉作用以外"陈展册等!"#$#+吴敌等!"#$##!触
角和喙的触觉功能在绿盲蝽成虫对寄主植物的选
择中可能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待研究解析&

绿盲蝽具有肉食性!能捕食多种昆虫以及进

图 C:铃期棉株不同器官上绿盲蝽卵的分布情况
<0+=C:S0(’/0-5’0)1)*3++()**%#(+,-$(-.#"-/
)140**3/31’&)’’)1)/+%1(%’-),,01+ (’%+3

$$叶脉I091+ "$叶柄 B06@=>6BR+ ’$叶肉 B06@@B0=;+%$蕾
=c56H0+($蕾柄 =c56H0=>0O+)$苞叶 =c56H0MH6E>+*$铃
M0BB+Y$铃柄 M0BB=>0O+&$侧枝 B6>0H6BMH61E;+$#$主茎
!!! O691 =>0OP

行种间自残"王丽丽!"#$##& 绿盲蝽成虫进行分
散产卵!可能就是为了避免种间资源竞争和自相
残食& 绿盲蝽卵散产的习性在田间植株中的分布
中也有明显体现& 然而!绿盲蝽成虫是如何避免
在同一部位或组织上重复产卵!这一问题值得探
索&

在以往的生产中!打顶’抹赘芽’打公枝等措
施被认为是压低棉田绿盲蝽卵量的有效措施"陆
宴辉和吴孔明!"##Y#& 本文中发现!绿盲蝽不喜
好在最嫩的和偏老的棉花组织上产卵& 卵量统计
结果表明!棉花顶芯’嫩头’主茎等部位卵量通常
较低& 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冯成玉和张
光旺!$&Y*+张治!$&Y&#& 同时由于绿盲蝽喜好分
散产卵!因此上述传统农事操作措施对棉田绿盲
蝽卵量的控制作用可能比较有限&

绿盲蝽成虫寿命较长&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平均能存活 %# ](# C!最长能存活 $## C 以上"45
%2+,6! "#$#M !"#$$#& 在现有的饲养技术中通常
把成虫饲养至全部死亡为止!这就带来了巨大的
工作量& 本研究发现!成虫 "( 日龄以后产卵量明
显减少& 因此!绿盲蝽成虫饲养至 "( 日龄左右即
可结束饲养!这样将大大降低工作量!节约饲养中
的各项投入&

参考文献&D3*3/31&3(’

45 ,̂ ! ‘5 _8! "#$$[D@@0E>?@H0B6>9I0;5O9C9>F?1



’ 期 董吉卫等$绿盲蝽成虫的产卵行为与习性 *(&(!! *

A?A5B6>9?1 2H?N>; ?@./(,54)&,);(*)3 " 0̂>0H?A>0H6$
89H9C60#P.//,61$2(3(,6M((,6! %)"’#! %"$%%"*[

45 ,̂ ! ‘5 _8! j9612,,! m96Q! 49X! /012 t̂!
‘FER;5F=_-L! L5?,,! "#$#6P89H9C M52?5>MH06R=91
O5B>9AB0EH?A=E?HH0B6>0C N9>; N9C03=E6B06C?A>9?1 ?@Q>
E?>>?1 91 K;916PI;#%$;%! ’"Y"(&Y"#$$$($%$$(%[

45 ,̂ ! ‘5 _8! ‘FER;5F=_-L! L5?,,! "#$#MP
S0OA0H6>5H03C0A01C01>B9@0;9=>?HF?@>;02H001 AB61>M52!
./(,54)&,);(*)3 "80F0H3dgH# " 0̂O9A>0H6$ 89H9C60#P
.//,61$2(3(,6M((,6! %("’#$’Y*%’&’[

‘5 _8! L5?,,! "##’[<1@B501E0=?@Q>E?>>?1 AB61>912?1
A?A5B6>9?1 CF16O9E=?@>;0E?>>?1 6A;9C! ./"#&4(&&5/##
LB?I0H! 91 1?H>;0H1 K;916P1$<#*($361$2(3(,6! ’"""#$
’$"%’$Y[

‘5 _8! 45 ,̂ ! /012 t̂! j9612,,! U;6?jU! "##Y[
:5AAH0==9?1 ?@E?>>?1 M?BBN?HO91 O5B>9AB0EH?A=91 K;91691
6H06=N9>; Q>>?k913E?1>691912E?>>?1PI;#%$;%! ’"$"(Y&)#$
$)*)%$)*Y[
曹赤阳! 万长寿! $&Y’[棉盲蝽的防治P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P$%)#[

陈展册! 苏丽! 戈峰! 苏建伟! "#$#[绿盲蝽对性信息素
类似物和植物挥发物的触角电位反应P昆虫学报! (’
"$#$%*%(%[

丁岩钦! $&)’6P棉盲蝽生态学特性的研究"P温度与湿度
对棉盲蝽生长发育及地理分布的作用P植物保护学报!
""’#$"Y(%"&)[

丁岩钦! $&)’MP棉盲蝽生态学特性的研究!P棉株营养
成分含量与盲蝽为害的关系P植物保护学报! ""%#$
’)(%’*#[
丁岩钦! $&)%[陕西关中棉区棉盲蝽种群数量变动的研
究P昆虫学报! $’"’#$"&*%’#Y[

丁岩钦! $&)([棉盲蝽生态学特性的研究#P棉盲蝽在棉
田内的分布型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P昆虫学报! $%"’#$
")%%"*’[
冯成玉! 张光旺! $&Y*[棉花盲蝽产卵习性的调查P昆虫
知识! "%"%#$"$’%"$([

陆宴辉! 吴孔明! "##Y[棉花盲椿象及其防治P北京$金盾
出版社P$%$($[

陆宴辉! 张永军! 吴孔明! "##Y[植食性昆虫的寄主选择
机理及行为调控策略P生态学报! "Y"$##$($$’%($""[

王丽丽! "#$#[绿盲蝽对棉田害虫的捕食作用及分子检
测P硕士学位论文P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P

吴敌! 林凤敏! 陆宴辉! 刘勇! 张永军! 吴孔明! 郭予元!
"#$#[绿盲蝽和中黑盲蝽对不同抗性和虫害处理棉花的
选择趋性P昆虫学报! (’")#$)&)%*#$[

张永孝! 曹雁萍! 柏立新! 曹赤阳! $&Y)[棉花不同生育
期棉盲蝽的危害损失及防治指标的研究P植物保护学
报! $’""#$*’%*Y[

张治! $&Y&[绿盲蝽产卵习性及其在测报上的应用P昆虫
知识! ")""#$Y%%Y([

朱弘复! 孟祥玲! $&(Y[三种棉盲蝽的研究P昆虫学报! Y
""#$&*%$$*[


	kczs201203 30.pdf
	kczs201203 31.pdf
	kczs201203 32.pdf
	kczs201203 33.pdf
	kczs201203 34.pdf
	kczs201203 3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