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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粘虫板诱捕试验!研究了绿盲蝽./(,54)&,);(*)3"80F0H3dgH#成虫在田间的活动规律& 结果发
现!绿盲蝽成虫主要在棉花顶部附近飞行!在高于棉花顶部 "# EO处诱捕到的绿盲蝽显著多于 (# EO和 Y# EO处
"7�#[#(#& 在田间飞行时!绿盲蝽成虫没有明确的偏好方向!在东西南北各方位上的成虫诱捕量没有显著差异
"7�#[#(#& 在昼夜节律上!绿盲蝽成虫集中在傍晚至凌晨时分活动!其中 $)$## 至翌日 %$## 之间雌雄成虫的诱
捕量分别占全天的 $##Z和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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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盲蝽 ./(,54)&,);(*)3"80F0H3dgH#是当前
我国棉花生产中的一种主要害虫!在长江流域棉
区和黄河流域棉区危害严重!并呈进一步加重的
趋势发展"陆宴辉等! "#$#+45 %2+,P! "#$#6+45
61C ‘5! "#$$#& 绿盲蝽的若虫和成虫均能为害
寄主植物"朱弘复和孟祥玲!$&(Y+曹赤阳和万长
寿!$&Y’#& 若虫的历期一般为 $# 多天!个体小!
转移扩散能力较弱!因此其为害程度及波及范围
相对有限& 而成虫寿命平均在 $ 个月左右!最长
超过 $"# C!同时成虫飞行扩散能力强!所以成虫
是绿盲蝽的主要为害虫态 "45 %2+,6! "##*!
"#$#M#& 绿盲蝽成虫寿命长导致田间世代重叠现

象严重’善于在田块或寄主间转移扩散使其能轻
易逃避化学防治的控制作用并常在多种作物上暴
发成灾!这些特点是这种害虫难防难治的主要原
因"曹赤阳和万长寿!$&Y’+陆宴辉和吴孔明!
"##Y#& 因此!对成虫阶段实施科学治理是防控绿
盲蝽发生与危害的关键点之一& 这不仅能压低后
代的种群发生数量!而且能减轻当代虫源对寄主
植物的为害程度&

本文通过粘虫板诱集试验!全面研究绿盲蝽
成虫的活动行为!以期阐明其田间活动规律!为粘
虫板诱杀’性诱剂或引诱剂的使用等成虫防治关
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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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材料与方法
9K9:试验地点

试验于 "#$# 和 "#$$ 年在河北省廊坊市中国
农业科学院科研中试基地进行& 供试棉田面积约
为 $[( ;O"!其中棉花品种’栽培管理方式一致!试
验期间不开展化学农药喷雾’打顶等任何农事操
作以及本试验以外的田间调查!以避免对试验的
人为干扰影响&

9K;:供试材料
粘虫板为白色!长宽分别为 %# EO和 "% EO!

正反面均带有粘虫胶!购自河南佳多科工贸有限
公司& 田间使用前!先将 "[( O长的竹竿插入土
中固定并保持垂直!再用细铁丝将粘虫板固定在
竹竿上面& 相邻的竹竿两两之间的距离为 $( O&

9K@:飞行高度
本试验于 "#$# 年开展& 设置 ’ 个粘虫板的

挂置高度!即粘虫板下缘距棉花植株顶部 "#’(#
和 Y# EO& 试验中!每种高度的粘虫板各 * 块!不
同处理的粘虫板随机排列& 粘虫板一律按南北向
挂置!*" ; 后调查每块粘虫板上雌雄性绿盲蝽成
虫的数量&

9KA:偏好方向
本试验于 "#$$ 年开展& 在粘虫板的一面附

上一张白色打印纸!用另一侧进行诱捕绿盲蝽&
本试验中!将带有粘虫胶的"不附白纸的#一侧按
正东’正南’正西’正北 % 个方向进行挂置!挂置高
度为高于棉花顶部 "# EO& 每个方向随机挂置粘
虫板 $) 块!挂置 *" ;后调查每块绿盲蝽雌雄成虫
的数量&

9KB:活动节律
本试验于 "#$$ 年开展& 将粘虫板按南北向

挂置!高度为高于棉花顶部 "# EO!供试粘虫板共
"# 块& 粘虫板挂置后!每隔 % ;"即 #$##’%$##’Y$
##’$"$##’$)$##’"#$###调查 $ 次!连续调查 %Y
;& 每次调查时!计数绿盲蝽的雌雄成虫数量!并
用昆虫针将粘虫板上的各种虫子去除!以避免重
复计数&

9KC:统计分析
当 $�"!不同处理之间的绿盲蝽成虫诱捕量

进行方差分析"-b.T-#及多重比较"4:d#+当 $

|"!利用成组 2测验"51A69H0C 23>0=>#进行比较&
数据分析前!进行4?2$#"$�$#转换以及正态性检
验& 个别数据经转换后!仍不符合正态性分布!即
使用非参数86113‘;9>10FB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与分析
;K9:飞行高度

在供试的 ’ 个高度上!"# EO上的绿盲蝽雌雄
成虫诱捕量显著高于 (# 和 Y# EO"雌$L|)[’&!
0-|"!$Y! 7|#[##Y+雄$L|Y[((! 0-|"!$Y! 7|
#[##’#!而后两种高度上诱捕量差异不显著"雌$L
|#[")! 0-|$!$"! 7|#[)$Y+雄$L|#[$)! 0-|
$!$"! 7|#[)&’#"图 $#& 此外!在同一高度上!雄
性成虫的诱捕量显著 "或接近显著!O6H2916BBF
=9219@9E61>#高于雌性成虫""# EO$2|"[Y’! 0-|
$"! 7|#[#$(+ (# EO$2|"[$#! 0-|$"! 7|
#[#(Y+Y# EO$2|"[$#! 0-|$"! 7|#[#(Y#&

图 9:不同高度粘板上绿盲蝽雌性
&%’与雄性&-’成虫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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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数据为平均值{:D!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差异显著"4:d! 7�#[#(#& 下图同&
d6>66H0O061 {:DP̂ 9=>?2H6O=N9>; C9@@0H01>=O6BBB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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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偏好方向
在 % 种不同的方位上!绿盲蝽成虫的诱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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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显著差异 "雌$L|#[*)! 0-|’! )#! 7|
#[("#+雄$L|#[$%! 0-|’!)#! 7|#[&’%# "图
"#& 同时!在同一方位上!雄性成虫的诱捕量显著
"或接近显著#高于雌性成虫"东$2|"[’"! 0-|
’#! 7|#[#"Y+南$2|"[&&! 0-|’#! 7|#[##*+
西$2|$[YY! 0-|’#! 7|#[#*$+北$2|"[’%! 0-|
’#! 7|#[#")#&

图 ;:不同方位粘板上绿盲蝽雌性
&%’与雄性&-’成虫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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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活动节律
在 $)$## 至翌日 %$## 之间!绿盲蝽雌雄成虫

的诱捕量分别达全天的 $##Z和 &"[(&Z& 其中!
在 $)$##%"#$##!雌性成虫的诱捕量最大!占全天
的 ))[)*Z!显著高于其他时间段"L|)[$&! 0-|
(!$$%! 7�#[##$# "图 ’#& 而对于雄性成虫!$)$
##%"#$## 和 "#$##%"%$## " 个时间段内的诱捕
量较大并差异不显著 "2|#[&$! 0-|’Y! 7|
#[’*$#!但显著高于其他时间段"L|$"[&%! 0-|
(!$$%! 7�#[##$#& 此外!在 $"$##%$)$##’$)$
##%"#$## 和 "#$##%"%$## ’ 个时间段内!雄虫
的诱捕量显著"或接近显著#高于雌性"$"$##%
$)$##$2|$[Y’! 0-|’Y! 7|#[#Y"+$)$##%"#$
##$B|$#*[(#! $|"#!"#! 7|#[##Y+"#$##%"%$
##$B|*&[(#! $|"#!"#! 7�#[##$#+在其余 ’ 个
时间段内!雌雄成虫的诱捕量差异不显著"#$##%
%$##$B|$))[##! $ |"#!"#! 7|#[$)(+ %$##%

Y$##$2|$[Y’! 0-|’Y! 7|#[#Y"+Y$##%$"$##$2
|$[##! 0-|$&! 7|#[’’##&

图 @:不同时间段粘板上绿盲蝽雌性
&%’与雄性&-’成虫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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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发现!棉花顶部 "# EO处绿盲蝽的成

虫数量最高& 这说明!在植株间或田块间短距离
转移扩散时!绿盲蝽成虫一般是贴近植物顶部进
行飞行& 因此!今后在粘虫板’性诱剂及引诱剂等
成虫控制技术的研发和利用中应考虑这一习性!
这将有助于提高绿盲蝽的田间诱捕效果&

绿盲蝽成虫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傍晚至翌
日凌晨& 从化学喷雾的角度!应选择在傍晚时分
进行!此时成虫活动频繁!与白天隐蔽时相比更易
沾染化学农药& 当然!绿盲蝽成虫一旦受惊就会
起飞’向其他田块转移扩散 "曹赤阳和万长寿!
$&Y’+陆宴辉和吴孔明!"##Y#& 因此!应几台喷雾
器同时作业并从田块四周向内包围施药!这样能
大幅度地减低成虫受惊后逃逸的可能性& 从种群
调查来说!早晨时分最为合适& 此时!由于有露水
等原因!成虫飞行受到一定影响!一般都停留在叶
片表面!易调查& 而一旦气温上升’露水消失!绿
盲蝽成虫将转移至植株或田块中隐蔽而阴凉的地
方躲避高温"45 %2+,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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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年的诱集
试验中雄性成虫的数据均明显高于雌性& 这一现
象的原因到底是田间雄性成虫的发生数量常高于
雌性!或者是雄性比雌性更加活跃!还是雄性更趋
好本试验中的白色粘虫板, 尚不清楚& 在其他种
类盲蝽"如 D54)&,);(*)3#上!曾有研究报道雌雄
成虫在田间扩散能力’种群发生数量等方面存在
差异" :>0N6H>61C L6FB?H! $&&$+ ‘;00B0H!"##$#&
这一问题有待深入解析!以便进一步阐明绿盲蝽
雌雄成虫的生活习性与发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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