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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盲蝽在我国果树上大量发生!刺吸危害枣’葡萄’苹果’梨’樱桃’桃树等果树!造成嫩芽皱缩! 落
蕾落花! 叶片穿孔! 水果畸形脱落!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 本文介绍了我国果树上盲蝽的种类’危害和发生规律!
综述了果树盲蝽防治策略和防治措施!提出了果树盲蝽的防控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果树! 盲蝽! 发生! 防治技术

T&&5//31&3%14#%1%+3#31’)**/50’#0/04(

4<491386?$!"##!8Dbm9123,561$###!,DQ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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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蝽种类众多’分布广泛!是世界性的农业害
虫!可以危害棉花’果树’蔬菜’茶叶’桑树’草莓’
牧草’向日葵等多种作物和经济植物"<R0C6!$&*(+
:0I6E;0H961 61C :>0H1!$&*(+/F0!$&Y#!$&Y"!$&Y%+
,?12!$&Y)+ 89E;65C %2+,6!$&Y&+K;6HB0>!"##’+
‘?BC 61C 5̂>E;9=?1!"##’+陆宴辉!"##Y+陆宴辉和
吴孔明!"##Y#& 近年来!随着转基因棉花在中国
的推广应用!盲蝽在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发生严重 "/9>>%2+,6!$&&%+ 6̂HC0061C QHF61!
$&&*+ ‘5 %2+,6! "##"+ 马晓牧等! "##%+ 801
%2+,6!"##(#& 其中!在中国更是呈爆发态势!不仅
在棉花上危害严重!在枣’葡萄’樱桃等果树上危
害也十分严重!严重威胁着我国果树生产 "45

%2+,6!"#$##&
盲蝽作为棉花害虫!在 "# 世纪 ’# 年代就引

起人们的注意"沈其益!$&’)#!随着其在棉田时有
严重危害!因此对其生物学’发生规律’危害和防
治展开了系列研究"熊国华!$&&)+代廷奎!$&&Y+
杨明超和杨涛!"##$+戴茂华等!"##*+徐文华等!
"##*+赵秋剑等!"#$$#& 而盲蝽对果树的危害 "#
世纪 Y#’&# 年代才偶见报道!也仅限于山东省和
辽宁果区& $&Y% 年乳山市植保站报道了绿盲蝽在
苹果和梨树上严重危害"乳山市植保站!$&Y%#!
$&&" 年张振芳调查显示绿盲蝽在山东省胶东沿海
地区对苹果’梨树和桃树均造成严重危害+$&Y) 年
在辽宁省的一些地区绿盲蝽严重危害苹果和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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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凤珠和韩延山!$&&"#& 近十几年来!随着转基
因棉花在中国的大面积推广!盲蝽种群在棉区的
爆发!关于盲蝽危害果树的报道也大量出现!而且
范围波及华北’华东’西北等广大果树种植区’危
害的对象也涉及到北方大部分果树品种! 45 等
""#$##对全国 ) 个省份的长期监测的结果显示!
盲蝽对枣’葡萄’苹果’桃子和梨的危害程度迅速
增加& 由于在中国盲蝽一直以来主要危害棉花!
因此主要的研究也集中在棉田盲蝽!鉴于近期盲
蝽在果树爆发危害!但是对其系统研究还相对较
少!防治技术也是主要以化学防治为主!因此尽快
建立果区盲蝽的无公害防控技术体系成为当务之
急& 因此!本文综合介绍了当前果树盲蝽发生’危
害和防治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以期为果树盲蝽的
可持续治理提供依据&

9:果树盲蝽的种类及危害
9K9:果树盲蝽的主要种类

我国农业上主要的盲蝽种类为厚丽盲蝽属
"./(,54)&# 的绿盲蝽 ./(,54)&,);(*)3 "80F0H3
dgH#’草盲蝽属"D54)&#的牧草盲蝽 D54)&/*+2%$&#&
"4P#以及苜蓿盲蝽属".0%,/"(;(*#&#的中黑盲蝽
.0%,/"(;(*#& &)2)*+,#& j6R?IB0I’ 苜 蓿 盲 蝽
.0%,/"(;(*#&,#$%(,+2)& " L?0J0# 和 三 点 盲 蝽
.0%,/"(;(*#&-+&#+2#;(,,#&"V05>0H# ( 种"陆宴辉等!
"##*#!危害果树的种类主要是绿盲蝽!中黑盲蝽
也能危害葡萄’梨’桃’柿’等果树"陆宴辉和吴孔
明!"##Y#& 许多果树品种是绿盲蝽重要的越冬寄
主!绿盲蝽春季孵化后直接危害果树的幼嫩部位!
因此绿盲蝽对于果树的危害更加严重"陆宴辉!
"##Y+门兴元等!"#$$6#!虽然中黑盲蝽也能危害
果树!但是尚没有发现其在果树上越冬的报道&

9K;:果树盲蝽的危害
绿盲蝽是我国盲蝽中分布最广的一个种!在

我国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广西!西至甘肃东部’
青海’四川’云南!东达沿海各省均有分布!主要发
生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地区"黎彦和冯桂馨!
"##(+田耀辉等!"##*#& 日本’前苏联’土耳其斯
坦’高加索及欧洲多数国家’非洲"埃及’阿尔及利
亚#’北美洲等地也有分布 "陆宴辉和吴孔明!
"##Y#& 绿盲蝽的寄主植物有 ’Y 科 $%* 种!危害
的果树包括了北方的大部分种类$苹果’梨’枣’葡

萄’樱桃’海棠’板栗’山楂’柿’李’杏’石榴等& 其
中!枣’葡萄’苹果’桃’梨是绿盲蝽的越冬寄主!其
越冬卵孵化后!若虫直接取食寄主的芽’花等幼嫩
组织!因而受害尤为严重"韩凤珠和韩延山!$&&"+
冷绍龙!$&&"+张振芳!$&&"+周广芳和郭裕新!
$&&Y+门兴元等!"#$$6#&

多数盲蝽的取食方式不同于蚜虫’粉虱’叶蝉
等将口针插入寄主植株筛管和导管直接吸取营养
的取食方式!它的取食方式属于(搓碎吸入)的类
型!首先依靠端部的齿状结构搓碎植物细胞!同时
口针流出的唾液注入植物细胞!唾液中含有的各
种酶对寄主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化!然后将略
消化后的浆液吸入!从而造成被害植物组织坏死!
形成刺点 "V?CH9250J3:6?16%2+,6!"##"+ :;6ER0B
%2+,6!"##(+ 陆宴辉和吴孔明!"##Y#&

绿盲蝽主要取食果树的芽’嫩梢’嫩叶等幼嫩
营养器官和花芽’花序’花蕾’幼果等繁殖器官!这
些部位都是寄主植物的脆弱部位!而且绿盲蝽若
虫活动能力强!成虫飞行扩散危害!一头虫可以危
害多个嫩梢和果实"冷绍龙!$&&"#& 绿盲蝽对果
树幼嫩组织刺吸危害后!开始形成小的刺点!危害
症状不明显!不容易被发现!明显的危害症状出现
时!绿盲蝽往往早已离开!因此常常会因为看到危
害不见虫!常常把其当做病害症状& 韩凤珠和韩
延山"$&&"#通过套袋接虫!发现套袋内的新梢及
果实被害状均与田间的被害状一样!从而证实了
为害葡萄’苹果新梢及果实的害虫是绿盲蝽而非
病害& 因此!果园一旦发生绿盲蝽!如果不能及时
发现并防治!危害就比较严重& 所以!对于绿盲蝽
危害果树症状的识别对于绿盲蝽的防治十分重
要& 不同的果树和果树不同器官被害后的症状也
不尽相同!最主要的表现为破叶和嫩果畸形&
9K;K9:枣树!绿盲蝽以成虫和若虫的刺吸式口
器危害枣树的生长点’幼嫩芽叶’花蕾和幼果!枣
树生长点被害后不能正常发芽展叶!造成不发芽!
远看似火烧过& 幼嫩组织被害后!先呈现失绿斑
点!随后变枯黄萎!顶芽皱缩!抑制生长!后随叶芽
伸展!变成不规则的空洞’裂痕’皱缩!俗称(破叶
病)& 枣吊被害后不能正常伸展弯曲!形似 (烫
发)& 花蕾受害后!停止发育后枯死脱落!不能坐
果!受害严重的植株有蕾无花!造成绝产& 幼果受
害后表现出黑色坏死斑或小青疗!其果肉组织坏
死!大部分停止生长发育而脱落!严重影响产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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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李瑞华等!"##(#&
9K;K;:葡萄!葡萄被害嫩叶先出现枯死小点! 随
叶芽伸展! 小点变成不规则的孔洞! 俗称(破叶
疯)!葡萄花蕾受害后即停止发育而枯落! 受害严
重的树几乎无花开放"张乃芹!"##*#& 葡萄幼果
被害后果粒布满黑点或全部变黑! 随着果粒的增
大! 果面形成疮痂逐渐离落! 并形成不规则的黄
褐色斑痕!严重时出现裂果 "韩凤珠和韩延山!
$&&"#& 新梢被害后! 梢顶嫩组织略呈水渍状并
有黄褐色斑点! 以后随着叶片生长形成不规则的
穿孔!受害严重的新梢叶片干枯脱落!严重影响了
果树的生长发育! 降低果实品质和产量&
9K;K@:苹果!苹果幼果被害后! 随着果实的生长
被害部位凸起! 周围凹陷! 长成畸形果!苹果采收
时被害部位形成黄褐色圆斑"韩凤珠和韩延山!
$&&"#& 苹果叶片新梢’花蕾被害后! 症状与葡萄
相似&
9K;KA:梨!成虫’幼虫都危害梨树!成虫取食嫩
芽!啃果皮果肉!造成果面粗糙!俗称(麻脸梨)!并
于产卵前咬伤产卵果的果柄!造成落果& 对于幼
果的危害!若虫多在萼部附近刺吸为害!受害部流
出汁液!味甜!附着果面或萼洼部!初期受害部表
面呈现不明显的小黑点! 随着幼果发育!小黑点隆
起!渐呈星形放射开裂!灰褐色!后期呈现不规则
形圆斑! 黑色! 集中于果实萼端! 俗称(黑屁股)!
影响果实品质"张乃芹等!"##*#& 梨幼叶表现为
黑色的小点!随着以红褐色小点为中心! 形成许多
不规则的孔洞! 叶缘残缺破碎! 畸形皱缩口幼果
在萼片周围受害! 吸吮处溢出红褐色胶质物!之后
以被害处为中心形成略高于果面的黑色木栓组
织! 随着果实膨大生长! 被害处逐渐凹隐!最终形
成(猴头果)’(疙瘩梨)"张振芳!$&&"#&
9K;KB:樱桃!该虫以成虫’若虫叮食樱桃树嫩
芽’幼叶和幼果!造成叶片穿孔!形成网状’丛生’
疯头或畸形果& 嫩芽受害!引起枝叶不展’皱缩或
疯头& 幼叶受害先呈针剌状!后形成许多不规则
孔洞!叶缘残缺不全& 幼果受害!被剌处表皮木栓
化!发育停止!果实畸形!呈现锈斑或硬疔!失去经
济价值"迮福惠等!"#$##&
9K;KC:桃!幼叶受害!被害处形成红褐色’针尖
大小的坏死点!随叶片的伸展长大!以小坏死点为
中心!拉成圆形或不规则的孔洞& 危害严重的叶
片!从叶基至叶中部残缺不全!就象被咀嚼式口器

的害虫嚼食过& 危害严重的新梢尖端小嫩叶!出
现孔网状褐色坏死斑& 桃树谢花后!在花粤还未
脱掉前!绿盲蝽靠近花等刺吸果实汁液!严重的还
刺吸幼果中部及尖端!随着果实增大!果面的坏死
斑也变大!刮去幼果上厚厚的茸毛!果面出现很清
晰的凹陷坏死斑!影响果实的企常发育!使果实失
去经济价值"张福兴等!"##’#&

;:果树上绿盲蝽的发生规律
;K9:果园绿盲蝽生活史

绿盲蝽在长江流域 $ 年发生 ( 代!在黄河流
域 $ 年发生 % ]( 代& 在果区!绿盲蝽主要以滞育
卵在果树上越冬& 关于绿盲蝽越冬场所报道不
一!作者发现绿盲蝽对于越冬场所有明显的选择
性!不同的农田系统中!其越冬场所也不同!例如
在周边没有果树的棉区!绿盲蝽的越冬卵主要产
在杂草’棉花枯枝和铃壳’棉田周边的防护林上!
而在果区盲蝽的越冬卵主要产在果树上& 绿盲蝽
在不同果树上的产卵部位不同!甚至同一种果树
的不同品种间也有差异& 例如冬枣树上绿盲蝽的
越冬卵大部分产在夏剪残桩上!少量产在冬剪剪
口和多年生枣股上"门兴元等!"#$$6#!对于金丝
小枣等品种!则主要产在多年生枣股芽鳞内"张秀
梅等!"##(+张乃芹等!"##*#!而且同时存在于冬
枣和金丝小枣中!在冬枣树绿盲蝽卵的数量多于
金丝小枣"高梅秀等!"##&#& 在葡萄上!绿盲蝽越
冬卵主要产在葡萄芽鳞片& 在苹果’梨’桃’杏树
上!绿盲蝽的越冬卵主要产在顶芽鳞片内!很少产
在腋芽上"冷绍龙!$&&"+张振芳!$&&"#& 在山东
省果区!绿盲蝽越冬卵一般 " 月上中旬即解除滞
育!’ 月中旬田间温度上升开始发育!% 月上中旬
越冬卵发育完全!开始孵化& 孵化后的绿盲蝽若
虫一般就近爬到芽和花芽上取食危害& % 月份!苹
果树上树芽开展!未孵化的越冬卵随芽鳞片散落
树下!落地的越冬卵孵化出的若虫先在发芽早的
地面杂草上危害!随后顺树干爬到树上危害嫩叶’
花和幼果"冷绍龙!$&&"#& ) 月中下旬!进入 $ 代
成虫高峰期!果树新稍大多老化’果实果皮变硬!
绿盲蝽迁出果园!如果周边有棉田则迁入棉田危
害!如果周围没有棉田则迁入果园周边的杂草’蔬
菜’农作物及林木上危害& & 月中下旬!% 代或 (
代成虫迁回果园产卵越冬"门兴元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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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环境对绿盲蝽种群的影响
绿盲蝽的发生与温度有很大的相关性"丁岩

钦!$&)’+门兴元等!"##Y+45 %2+,6! "#$##& 丁岩
钦"$&)’#的研究显示!绿盲蝽的卵和若虫的发育
起点温度均显著低于其他几种我国常见的盲蝽种
类& 绿盲蝽不耐高温!温度 "’\左右为绿盲蝽的
适宜温度!绿盲蝽的种群指数最高 "门兴元等!
"##Y#!过高和过低的温度均不适宜绿盲蝽种群增
长"门兴元等!"##Y+45 %2+,6!"#$##!在北方棉田
)’* 月份虽然绿盲蝽的食物非常丰富!其种群数量
一直较低!也说明了夏季的高温不利于绿盲蝽种
群增长& 高湿有利于绿盲蝽的种群增长!在高湿
"*#Z和 Y#Z V̂ #条件下!绿盲蝽卵的孵化率和
若虫的成活率’成虫的寿命和繁殖率均显著增加!
而在低湿条件下这些参数均显著降低"45 %2+,6!
"#$##!总之!多雨高湿的天气有利于绿盲蝽的发
生& % 月份!绿盲蝽越冬卵孵化期!降雨能够促进
绿盲蝽越冬卵的孵化!冬枣园的调查显示!每次降
雨后!均有一个孵化高峰期"门兴元等!"#$$6#&
室内模拟实验显示!降雨是影响绿盲蝽越冬卵孵
化的主要因素!空气湿度对绿盲蝽越冬卵孵化影
响相对较小"尚未发表#& % 月份的低温也会抑制
绿盲蝽的孵化!延缓其孵化时间& 绿盲蝽属于长
日照型昆虫!光照周期是其滞育诱导的主要因子!
温度对滞育诱导起辅助作用!秋季低温能够促进
其滞育诱导"卓德干等!"#$$6#+冬季低温能够促
进绿盲蝽滞育解除"卓德干等!"#$$6#& 绿盲蝽滞
育越冬是其对北方冬季低温的适应!越冬场所的
保护作用显著增加了其对冬季严寒的适应性"卓
德干等!"#$$M#&

@:果树绿盲蝽危害严重的原因
转基因棉花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大大减

少了用于防治棉田棉铃虫的杀虫剂"同时兼治棉
田盲蝽#使用量!使盲蝽爆发成灾 "45 %2+,6!
"#$##!这在棉区果树上表现尤为明显!近期报道
的果树盲蝽爆发危害的案例大多在棉区果园"门
兴元等!"#$$6#!也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绿盲蝽有
很强的飞行能力"45 %2+,6!"##*#!还没有证据表
明远离棉区的果树绿盲蝽是从转基因棉田迁飞过
来的& "# 世纪棉铃虫大发生!棉田盲蝽种群受到
严重抑制的时候!果区盲蝽的危害也十分严重"韩
凤珠和韩延山! $&&"+冷绍龙! $&&"+张振芳!

$&&"#!因此远离棉区的果树绿盲蝽与棉田绿盲蝽
的关系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果区盲蝽的爆发也可
能与近年来大量有机磷杀虫剂被禁用也有关系!
一些传统农药对绿盲蝽有很好的毒力效果"张正
群等!"##&+门兴元等!"#$$M#&

防治不及时也是目前绿盲蝽发生比较严重的
一个重要原因!以前绿盲蝽在桃’苹果’葡萄’梨等
果树上虽偶有发生!并不被人们所重视& 近些年
危害加重!待发现时!已经大量受害!没有经验的
果农药剂选用不当!施药时机不佳!造成防治效果
差&

A:防治策略
盲蝽活动能力强!有一定的飞行扩散能力

"850BB0H61C :>0H1!$&*’+ Q61EH?@>!"##(#!农田景
观的作物布局对盲蝽的发生有显著影响"K6HH9eH0
%2+,6!"##)#!因此!b?HCB51C""####认为控制盲蝽
的种群数量应采取大面积害虫治理策略 "6H063
N9C0O61620O01>#& 绿盲蝽是典型的杂食性害虫!
能在多种寄主植物上取食活动!其寄主植物有 ’Y
科 $%* 种!早春寄主有 ’# 余种"陆宴辉和吴孔明!
"##Y#!其趋嫩的特性使其在不同的寄主间转移危
害!完成其生活史& 作者发现枣树和棉花构成的
不同类型的农田景观中!绿盲蝽的数量有显著性
差异!周边棉田越多!枣园的绿盲蝽数量也越多
"尚未发表#& 显然!过去仅在单一作物田"如棉
田# 开展研究!是难以了解绿盲蝽在由多种寄主
作物田所组成的景观区域内的发生动态!因此必
须根据害虫区域性调控和治理的理论和方法"戈
峰!"##$#!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在空间上注重绿
盲蝽在不同作物上的转移扩散动态!在时间上强
调其在主要寄主作物不同发育阶段上发生的全过
程!找出不同时空条件下控制绿盲蝽的关键措施!
有效地开展绿盲蝽的区域性治理 "门兴元等!
"#$$6#&

果区绿盲蝽在果树上越冬!越冬代若虫直接
危害果树的嫩芽!产生严重危害!因此其防控重点
与棉田盲蝽不完全相同!应以越冬代的防控为主!
通过各种措施减少越冬虫源!重点防治越冬代若
虫&

B:防治措施
BK9:预报技术与经济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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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盲蝽若虫和成虫均藏匿危害!绿色的体色
使其难以被观测到!成虫具有较强的飞行能力!而
且果树的植株比较高大!所以与棉花盲蝽的观测
方法有较大的区别!盘拍法和扫网法均有一定难
度& 目前!色板诱集法是果树上研究和应用比较
多的数量调查和监测方法"门兴元等!"#$$6#& 掌
握绿盲蝽越冬卵在果树分布的基础上!调查绿盲
蝽越冬卵的数量也是监测绿盲蝽种群的非常有效
的方法"门兴元等!"#$$6#&

张永孝"$&Y)#研究了棉盲蝽对棉花的危害及
防治指标!89E;65C等"$&Y&#对盲蝽危害苹果树的
经济阈值进行了研究!而国内关于绿盲蝽对果树
危害的经济阈值尚未有报道!鉴于绿盲蝽对于果
树的严重危害!其对果树的经济阈值值得深入研
究!为制定绿盲蝽的合理控制策略!减少杀虫剂的
使用量提供依据&

BK;:防治适期
根据绿盲蝽在果区的寄主转移规律!果树上

绿盲蝽防治的 ’ 个主要时期是越冬期’早春越冬
代孵化期和秋季绿盲蝽成虫回迁果园期"门兴元
等!"#$$6+45 61C ‘5!"#$$6!"#$$M#& 其中!& 月
中旬秋季绿盲蝽回迁果园期和越冬期的防治能够
有效的压低越冬虫源+早春越冬代若虫是危害果
树最为严重的时期!% 月份雨后!往往越冬代若虫
集中孵化!因此雨后第 " 天是防治的最佳时机"门
兴元等!"#$$6#&

BK@:综合防治措施
BK@K9:农业防治!由于果树生产不仅追求产量!
而且要求尽量采用无公害的防治技术!达到生产
安全果品的目的!因此农业防治是果树绿盲蝽综
合防治中非常重要的措施!实践表明通过调整种
植模式’清除杂草’冬剪除卵等手段能够有效的降
低绿盲蝽的危害&

绿盲蝽往往不能在果树上完成其生活史!需
要转移寄主危害!因此通过调整种植模式!尽量减
少果树周边的适宜转移寄主!能够大大减少果树
绿盲蝽的危害& 在鲁北枣棉混作区!靠近棉田的
枣园绿盲蝽发生尤为严重!因此应尽量减少枣棉
邻作!特别是不能枣棉间作&

绿盲蝽在果树上的产卵部位比较集中"张秀
梅等!"##(+高梅秀等!"##&+门兴元等!"#$$6#!因
此掌握其产卵位置和分布!通过冬季剪除卵枝和

刮除树皮能够大大降低越冬虫源& 在冬枣和棉花
混作的农田景观中!绿盲蝽的越冬卵大部分产在
枣树夏剪的残桩上!而且剪除这些残桩!不会影响
冬枣的生长!在鲁北多年实践证明!通过冬季剪除
夏剪残桩除卵!能都持续降低冬枣和棉花构成的
农田景观中的绿盲蝽的种群数量和危害&

研究显示农田周边的杂草控制能够有效的降
低农田盲蝽种群数量"V?MM91=%2+,6!"####& 在
绿盲蝽的寄主植物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农田杂草
"陆宴辉等!"##*!"##Y#!农田杂草往往成为绿盲
蝽的虫源地和转移寄主!因此适时’有效的控制果
园及周边杂草!能够减少绿盲蝽危害& 特别是苹
果园和梨园!随着芽鳞片自然脱落树下的越冬卵
孵化的若虫在发芽早的荠菜’泥胡菜等杂草上危
害!成为危害果树的重要虫源!因此!冬季彻底铲
除果树杂草!能够有效减少虫源"冷绍龙!$&&"#&

国内外许多研究证明利用盲蝽对寄主的偏好
性!种植诱集能够有效的防治盲蝽!例如利用绿
豆’苜蓿诱集防治棉花’莴苣和草莓盲蝽 " :>0H1
%2+,6!$&)%+ KB6HR %2+,6!$&&(+-EE910BB9%2+,6!
"##(+ :N0J0F%2+,6!"##*+45 %2+,6!"##&#& 诱集
植物很少用在果树盲蝽的防治!而且果园间作苜
蓿和牧草会招致绿盲蝽的大量发生和危害"刘献
明和张学辉!"##(#&
BK@K;:物理防治:盲蝽对黄色’橙色’青色和蓝
色等表现出一定的趋性!不同的色板在不同的作
物上诱捕表现也不一致"李耀发等!"#$##!目前色
板诱捕盲蝽主要用于盲蝽种群监测"门兴元等!
"#$$6#& 在树干缠粘虫胶带或涂胶!粘捕从树底
上爬的若虫!也有一定的防治效果"吴静!"##Y+张
路生等!"##&#&
BK@K@:生物防治!盲蝽的捕食性天敌主要有瓢
虫’小花蝽’蜘蛛’大眼蝉长蝽等!虽然进行了一些
罩笼和室内捕食能力研究"-H1?BC9%2+,6!$&&$#!
但是其田间实际控制效果还不明确"陆宴辉等!
"##*#& 朱弘复和孟祥玲"$&(Y#在棉田发现了 ’
种绿盲蝽卵寄生蜂!目前我国绿盲蝽寄生蜂自然
寄生率都不是很高& 从国外引进寄生蜂也是控制
盲蝽很好的途径!美国从欧洲引进的盲蝽常室茧
蜂7%*#&2%$)&-(%*&2%*成功的控制牧草盲蝽的种群数
量"d6F! $&&)#& 我国在绿盲蝽寄生蜂繁育方面
近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实现了红颈常室茧蜂7%*#&2%$)&&/*%2)&的



**&Y!! * 应用昆虫学报 !"#$%&%’()*$+,(-.//,#%0 1$2(3(,(45 %& 卷

室内人工繁殖"K-Q<1>0H16>9?16B!"#$$#& 乳山县
农业局果树站"$&Y%#在果树上观测到一种鲜红色
寄生螨对若虫的寄生率较高!可达 ’#Z左右!朱弘
复和孟祥玲"$&(Y#也在棉田发现一种粉红色盲蝽
寄生螨!这 " 种螨的种类当时没有鉴定& 利用微
生物防治盲蝽研究最多的就是球孢白僵菌
"J%+)<%*#+ 9+&&#+$+#!美国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研
究!发现 " 种商业化生产白僵菌制剂对美国牧草
盲蝽有很好的效果"陆宴辉等!"##*#!我国还尚未
见到防治绿盲蝽的白僵菌产品&

昆虫性信息素由于具有高效’低毒’特异性
强’使用简便’不污染环境和不杀伤天敌等优点!
同时对于虫情测报’指导化学防治具有积极的意
义& 国内外关于盲蝽科昆虫性信息素研究的比较
多!但是在农业上成功应用的相对较少"吴伟坚
等!"##%#!加拿大的苹果园曾用性诱剂成功诱杀
显角微剌盲蝽"8EQH901 %2+,6!$&&*#& 国内关于
绿盲蝽性信息素成分及植物挥发物对绿盲蝽的引
诱作用也进行了研究"陈展册等!"#$#+张尚卿等!
"#$$#&
BK@KA:化学防治!化学防治仍然是目前最常用
的防治绿盲蝽的措施!随着盲蝽在我国的爆发!对
于其防治有效药剂进行了筛选"495 %2+,6! "##Y+
张正群等! "##&+李耀发等! "#$#+门兴元等!
"#$$M#!不同的地方种群以及测定方法测得的结
果有差异!许多有机磷’有机氯’氨基甲酸酯拟除
虫菊酯对绿盲蝽均有较好的毒力效果& 虽然绿盲
蝽对大部分农药还处于敏感阶段 "郭天娥等!
"#$##!国外的研究显示化学农药的长期使用!使
盲蝽对多种类型的杀虫剂产生抗性" :1?C2H6==!
$&&)+:1?C2H6==61C :E?>>!"###+ :1?C2H6==%2+,P!
"###!"##(!"##&#!因此对于防治绿盲蝽一定要注
意交替轮换用药!或者采用不同类型农药混用!以
提高药剂对绿盲蝽的防治效果!延缓绿盲蝽抗药
性的产生&

化学防治果树绿盲蝽!一定要选好防治时机!
依据气候条件和具体发生情况!结合测报结果及
时进行防治& 同时!果树绿盲蝽的防治!尽量选用
绿色’无公害的植物源农药!减少农药残留&

总之!应根据绿盲蝽在不同农田景观中的转
移扩散规律和不同果树上的发生特点!在掌握其
越冬场所和分布的基础上!重点铲除其越冬虫源!
抓住早春越冬代若虫孵化转移有利防治时机!综

合运用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物理防治等防治手
段!建立高效和可持续的果树绿盲蝽的防控技术
体系!为果树的安全生产提供有利保障&

参考文献&D3*3/31&3(’

-EE910BB9L!461J?19-!V6O9BB9/!dH6C9d!Q5H29?L!"##([
SH6A EH?A$61 62H?0E?B?29E6B6AAH?6E; >?>;0O61620O01>?@
D54)&*)4),#/%$$#&?1 B0>>5E0PJ),,6C$&%;2(,6!(Y "$#$&%
$%[

-H1?BC9d! :>0N6H>V_!Q?9I91 L! $&&$[/90BC =5HI0F61C
B6M?H6>?HF0I6B56>9?1 ?@>;0AH0C6>?HE?OAB0k?@D54)&
,#$%(,+*#&61C D54(;(*#&;(33)$#&" 0̂O9A>0H6$89H9C60# 91
6AAB0?HE;6HC=P’61;($61$2(3(,6! Y%"’#$Y’#%Y’)[

Q61EH?@>j:!"##([d9=A0H=6B61C 6M51C61E0?@D54)&"%&/%*)&
91 @90BC EH?AP1$<#*($61$2(3(,P!’%")#$$($*%$("’[

K-Q<1>0H16>9?16B!"#$$[盲蝽象综合治理项目取得可喜进
展P!JCAG%W&,%22%*! Y"$#$([

K6HH9eH0,!DBB=N?H>; XK!d5>9BB05BX!DBB0H=3_9HR K!Q6HRB0F
T!-1>9BB64!"##)[L<:3M6=0C 6AAH?6E; @?H6H06N9C0A0=>
O61620O01>$>;0=E6B0=?@D54)&"%&/%*)&O?I0O01>=>?
E?>>?1 @H?O 6B@6B@6! N00C=! 61C E?>>?1P1$2(3(,61>/6
.//,6!$Y"’#$"#’%"$#[

K;6HB0>4d! "##’[XB61>=>620=5=E0A>9M9B9>F61C 0E?1?O9E
91G5HFB0I0B@?H>6H19=;0C AB61>M52! D54)&,#$%(,+*#&
" 0̂>0H?A>0H6$89H9C60#!?1 E?1@0E>9?1 =51@B?N0HPF%,#+!")
"’&#$Y’%&"[

KB6HR _8! Q69B0F‘K! 8F0H=V4! $&&([ -B@6B@66=6
E?OA619?1 EH?A @?HE?1>H?B?@D54)&,#$%(,+*#&" 0̂>0H?A>0H6$
89H9C60#91 6O6H61>;P’6]+$&61$2(3(,PI(;P!)Y ""#$
$%’%$%Y[

d6F‘ !̂ $&&)[ DI6B56>9?1 ?@M9?B?29E6BE?1>H?B?@>;0
>6H19=;0C AB61>M52" 0̂O9A>0H6$89H9C60# 91 6B@6B@6MF>;0
91>H?C5E0C A6H6=9>0! 7%*#&2%$)&0#4($%)2#&" F̂O01?A>0H6$
QH6E?19C60# P1$<#*($61$2(3(,6!"(""#$($"%($Y[

/9>>LX!86H0=K4!4B0N0BBF1 dj!$&&%[/90BC 0I6B56>9?1 61C
A?>01>96B0E?B?29E6B9OA6E>?@>H61=2019EE?>>?1="E(&&5/#)3
"#*&)2)3# 91 -5=>H9B96PJ#(;($2*(,I;#6@%;"6! %"%#$(’(%
(%Y[

/F0HD!$&Y#[‘00C =?5HE0=?@D54)&M52=91 >;0,6R9O6
T6BB0F61C K?B5OM96Q6=91 91 ‘6=;912>?1P’61;($6
1$2(3(,P!*’"%#$%)&%%*’[

/F0HD! $&Y"[‘00C =?5HE0=?@D54)&M52=" 0̂>0H?A>0H6$
89H9C60# M52E?OAB0k91 E01>H6B‘6=;912>?16’61$2(3(,P!
*("%#$*"%%*"*[

/F0HD!$&Y%[d6O620>?I020>6MB061C @?H620=00CB912=MF
?I0HN91>0H912 D54)&"%&/%*)& " 0̂>0H?A>0H6$ 89H9C60#



’ 期 李林懋等$果树盲蝽的发生与防控技术 **&&!! *

6C5B>=P’61;($61$2(3(,6!**"(#$$$%$%$$%’[
6̂HC00 dd! QHF61 ‘‘! $&&*[ <1@B501E0 ?@J+;#,,)&
2")*#$4#%$&#&3>H61=2019E61C 10E>6H9B0==E?>>?1 ?1 91=0E>
A?A5B6>9?1=N9>; 0OA;6=9=?1 >;0>6H19=;0C AB61>M52
" 0̂>0H?A>0H6$89H9C60#P’61;($61$2(3(,6! &#$ ))’%
))Y[

<R0C6/!$&*([DE?B?2F61C E?1>H?B?@D54)&&/#$(,+%C6O62912
>06P7,+$27*(26! "&"$$#$%’*%%%#[

495 ,t!45 ,̂ !‘5 _8!‘FER;5F=_-L!m50:! "##Y!
40>;6B61C =5MB0>;6B0@@0E>=?@01C?=5B@61 ?1 ./(,54)&
,);(*)3 " 0̂O9A>0H6$89H9C60#P’61;($61$2(36! $#$
")#$$Y#(%$Y$#[

45 ,̂ !‘5 _8!L5?,,! "##*[/B92;>A?>01>96B?@D54)&
,);(*)3"80F0H3dgH# " 0̂>0H?A>0H6$89H9C60#P1$<#*($6
1$2(3(,6!’)"(#$$##*%$#$’[

45 ,̂ !‘5 _8!j9612,!m96Q!49X!/012 !̂‘FER;5F=
_-L!L5?,,!"#$#[89H9C M52?5>MH06R=91 O5B>9AB0EH?A=
E?HH0B6>0C N9>; N9C03=E6B06C?A>9?1 ?@Q>E?>>?1 91 K;916P
I;#%$;%!’"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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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 ‘5 _8! "#$$6PD@@0E>?@H0B6>9I0;5O9C9>F?1
A?A5B6>9?1 2H?N>; ?@./(,54)&,);(*)3 " 0̂>0H?A>0H6$
89H9C60#P.//,61$2(3(,6M((,6! %)"’#$%"$%%"*[

45 ,̂ !‘5 _8!"#$$MP89H9C M52=91 K;916$A0=>=>6>5=61C
O61620O01>=>H6>0290=P8)2,((S&($ 7%&2=+$+4%3%$2! ""
"$$#$"%Y%"("[

45 ,̂ !‘5 _8!‘FER;5F=_-L!L5?,,!"##&[X?>01>96B?@
O512M061! Y#4$+ *+0#+2%&6=6>H6A @?HO6162912./(,54)&
,);(*)3" 0̂O9A>0H6$89H9C60# ?1 Q>E?>>?1P!*(/7*(26!
"Y"$#$**%Y$[

45 ,̂ ! ‘5 _8! ‘FER;5F= _-L! L5? ,,! "#$#[
.I0HN91>0H912;?=>=?@./(,54)&,);(*)3 " 0̂O9A>0H6$
89H9C60# 91 1?H>;0H1 K;916P!*(/7*(26!"& "&#$$#")%
$#’’[

8EQH901 4̂! j5CC LjV! Q?HC01 ĵ! $&&*[ X?A5B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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