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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ybean aphid , Aphis glycines Matsumura , native to Asia , has invaded to the major soybean growth

regions in America and Oceania in recent years ,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ect pests in soybean

fields.Its distribution , damage , lifecycle, dynamics , hosts , natural enemies and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wa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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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豆蚜 Aphis glycines Matsumura是亚洲大豆种植区的一种主要农业害虫。近年来 ,大豆蚜又先

后侵入北美洲和大洋州等地 ,对当地的大豆生产构成了潜在威胁 ,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农业害虫。 文章

对大豆蚜的分布 、危害 、生物学特征 、天敌和防治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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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蚜 Aphis glycines 是栽培大豆(Glycine

max)的主要害虫之一 ,通过刺吸危害常引起叶

片卷曲 、节间缩短 、植株矮化等症状
[ 1 , 2]
,严重

发生时可造成植株死亡。大豆蚜也是多种植物

病原病毒田间扩散 、传播的媒介 ,常引起大豆花

叶病等病害在田间大流行
[ 3～ 6]

。早在 20 世纪

60年代 , 大豆蚜的危害已引起了人们的重

视
[ 7]
。2000 年以来 , 大豆蚜又先后侵入北美

洲
[ 8 , 9]
和大洋洲

[ 10]
,已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一

种世界性害虫。

1　地理分布 、危害

1.1　地理分布

中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
[ 11 , 12]

,同时也是

大豆蚜的原始发生地之一 ,在中国的东北 、华

北 、华南 、西南等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

自治区
[ 13]
和台湾省

[ 14]
都有大豆蚜的广泛分布 。

同时 ,在东亚的日本
[ 15 , 16]

、韩国
[ 15, 17]

、俄罗斯的

东部地区
[ 18]
、东南亚的菲律宾

[ 19]
、印度尼西

亚
[ 20]
、马来西亚 、泰国

[ 15]
、越南

[ 18]
等地以及南

亚的印度
[ 21]
、非洲的肯尼亚

[ 22]
也有分布 。近年

来 ,大豆蚜更进一步成为加拿大
[ 8]
、美国

[ 9 , 23]
和

澳大利亚
[ 10]
大豆生产中的一种具有潜在危害

的农业害虫 ,其分布地区和危害范围正呈现逐

年扩大的趋势。

1.2　危害

大豆蚜常以成蚜和若蚜集中在大豆植株的

顶叶 、嫩叶和嫩茎上进行刺吸危害 ,严重时可布

满茎叶 ,也可侵害嫩荚
[ 24]
,影响植株的光合作

用和营养物质的积累
[ 25]
。受害大豆常表现为

叶片皱缩 、节间缩短 、植株矮化及发育提前等症

状
[ 1 , 2]
。分泌的蜜露布满叶面也常导致霉菌的

繁殖而引发霉污病
[ 26]
。大豆蚜更是大豆花叶

病毒(SMV)田间传播的重要媒介
[ 3 ～ 6 , 27, 28]

,在病

株上 取 食 1 min 后 , 其 传 毒 率 可 高 达

·179·2007 44(2) 昆虫知识　Chinese Bulletin of Entomology 　



34.72%
[ 29]
。最新报道表明:大豆蚜还可传播苜

蓿花叶病毒(AMV)
[ 30]
、马铃薯 Y病毒(PVY)

[ 31]

和烟草环斑病毒(TRSV)
[ 32]
。

在大豆生育期间 ,大豆蚜的危害常造成大

豆秕荚率增高 、百粒重和单株粒重下降 ,导致大

豆减产
[ 33]
。大发生年份 ,可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1998年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大豆蚜大发生 ,

全区大豆平均减产 30%
[ 34 , 35]

;2001年美国明尼

苏达州部分田块由于大豆蚜造成了高达 50%

以上的产量损失
[ 36]
;2004年黑龙江省大豆蚜再

次大发生 ,发生面积 139.30万 hm
2
,占全省大豆

种植总面积的 40%左右
[ 37]
,对大豆生产造成了

严重影响 。也有研究表明大豆植株对大豆蚜的

危害具有一定的耐害性和补偿能力
[ 38]
,早期轻

微危害或早期严重发生的虫害在得到及时防治

的情况下 ,均不会引起大豆减产。虽有关于大

豆耐害性和补偿能力的报道 ,但耐害性产生机

制及受害后植株补偿能力水平等问题仍有待深

入研究。

2　生物学特征

2.1　形态特征

(1)成蚜:无翅孤雌蚜体长 1.60 mm ,体宽

0.86 mm。表皮光滑 ,第 7 ～ 8腹节可见模糊横

网纹 。缘瘤位于前胸 、腹部第 1和第 7节 ,钝圆

锥形 ,高大于宽 。触角 1.10 mm ,为体长的 0.70

倍。腹管为触角第 3节的 1.30倍 、长圆桶形 ,

有瓦纹 、缘凸和切迹 。尾片约为腹管长度的

0.70倍 ,圆锥形 ,近中部收缩 ,有微刺形成的瓦

纹 ,具长毛 7 ～ 10根。有翅孤雌蚜长卵形 ,头 、

胸部黑色 ,腹部黄色 ,仅腹管后斑大方形黑色 。

有翅性母蚜腹部草绿色 ,触角第 3节的次生感

觉圈可增至 6 ～ 9 个 ,其它特征同无翅孤雌

蚜
[ 39]
。

(2)若蚜:若蚜共有 4个龄期。1龄若蚜触

角4 节 , 腹管长 0.05 mm;2龄若蚜触角 4 ～ 5

节 ,腹管长 0.15 mm ,尾片舌形;3龄若蚜触角 5

～ 6节 ,腹管长 0.21 mm ,尾片舌形;4龄若蚜触

角6节 ,腹管 0.26 mm ,生殖前期尾片为舌形 ,

生殖期尾片为长圆锥形
[ 40]
。

(3)卵:雌蚜多将受精卵产于越冬寄主枝条

芽腋或缝隙间
[ 9 , 15]

,关于卵粒形态特征未见相

关报道 。

2.2　世代周期

大豆蚜的生活史属于雌雄异体的异寄主全

生命周期类型
[ 7, 41]

。以受精卵在鼠李(Rhamnus

davurica)枝条的芽腋或缝隙间越冬 。翌年春

天 ,越冬卵孵化为无翅干母 ,以干母在鼠李上孤

雌繁殖 1 ～ 2代 ,其间产出有翅孤雌蚜迁入大豆

田进行危害 。夏季在大豆田大豆蚜可发生多

代 ,在山东省济南地区可繁殖 18 ～ 22代 ,世代

历期为 2 ～ 16 d
[ 42]
。秋季 ,随着气候恶化和大

豆植株的逐渐成熟 ,田间开始大量出现有翅孤

雌蚜 。有翅蚜回迁至冬寄主鼠李 ,经孤雌繁殖

产出无翅胎生雌蚜 ,与豆田中迁飞来的有翅雄

蚜交配产出受精卵越冬 。有翅蚜对于大豆蚜在

田间的扩散和寄主间的迁栖起着关键性作用 ,

无翅成蚜数量过多和个体间的拥挤是诱导有翅

蚜形成的主要原因
[ 43]
。

在自然界中 ,大豆蚜与棉蚜 Aphis gossypii

偶尔会发生杂交。试验条件下 ,杂交卵可以孵

化 ,孵化的干母可以存活并可连续繁殖后代直

至秋末;但杂交后代对寄主植物存在一定的选

择性
[ 41]
。

2.3　搜寻寄主

大豆蚜属乔迁式蚜虫 ,寄主植物可分为冬

寄主(第一寄主)和夏寄主(第二寄主),冬寄主

为鼠李科(Rhamnaceae)植物 , 夏寄主为豆科

(Leguminosae)植物 。鼠 李和 乌苏 里 鼠李

(Rhamnus ussuriensis)(俗名老鸹眼
[ 44]
)是大豆蚜

的主要越冬寄主
[ 13 , 39]

。此外 ,大豆蚜可在日本

鼠李(Rhamnus japonica)上越冬
[ 16]
。2004 年以

来 ,在北美洲又有冬寄主药鼠李(Rhamnus

cathartica)及另 2 种鼠李科植物(Rhamnus

alnifolia)和(Rhamnus lanceolata)被相 续发

现
[ 45 , 46]

。大豆蚜的夏寄主为大豆 、黑豆(Glycine

sp.)和野生大豆(Glycine soja)
[ 13, 39]

,但也有关

于大豆蚜可在绛三叶(Trifolium incarnatum)、红

三叶(Trifoium pratense)
[ 47]
、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及红花菜豆(Phaseolus coccineus)上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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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报道
[ 48]
。新的寄主植物出现是大豆蚜

与寄主协同进化的结果 ,大豆蚜能够侵入北美

洲等全新的栖息地并存活 ,也是其适应新环境

并可搜寻到适于取食植物的必然结果。昆虫在

与植物协同进化的过程中食性必然发生变化 ,

但是否仍有未被发现的寄主植物则需要进一步

的调查。

在选择寄主的过程中 ,蚜虫的视觉起着重

要作用
[ 49, 50]

。由以上描述可见大豆蚜为寡食

性蚜虫 。如果仅凭借视觉 ,在种类庞杂的植物

中能够找寻到寄主的可能性会较低 ,这也将很

难解释每年大豆蚜在田间的大量稳定发生。试

验证明在选择寄主的过程中大豆蚜的嗅觉同样

起着重要作用。有翅和无翅孤雌蚜对大豆叶和

鼠李叶气味具有很强的正趋性 ,对非寄主植物

棉花和黄瓜叶片的气味无反应 ,对丝瓜叶和南

瓜叶的气味具有明显的负趋性
[ 51]
。大豆蚜对

气味的感知主要借助触角嗅觉感器完成 ,有翅

孤雌蚜对萜烯衍生物的感受部位位于第 6节原

生感器上 ,对萜烯烃类则位于第 5节原生感器

上
[ 52]
。室内试验也表明大豆蚜对于醛类和酯

类的触角电位反应强过醇类
[ 53]
。同其它蚜虫

一样 ,大豆蚜在发现寄主以后 ,仍需完成“检测”

植物表面和外层组织及针刺“评估”内部组织两

过程 ,才能决定最终存留 。大豆蚜在大豆 、棉花

(Gossypium hirsutum)、黄瓜(Cucumis sativa)和丝

瓜(Luffa cylindrica)叶片表面上口针针刺次数和

针刺频率无显著差异 ,但在寄主植物大豆上口

针刺探前所需时间较短。同时 ,大豆蚜在大豆

植株的韧皮部取食时间较长 ,而在非寄主植物

棉花 、黄瓜和丝瓜韧皮部取食时间较短 ,甚至不

取食
[ 54]
。

2.4　种群动态

大豆蚜每年可在田间发生多代
[ 15 , 39]

,在不

同地区的发生情况略有差异。在黑龙江省 ,当

春季温度达 10℃时 ,越冬卵即可发育为干母 。

6月中旬田间出现有翅蚜 ,7月中旬有翅蚜在田

间大量迁飞 ,7月末至 8月中旬 ,蚜虫种群数量

逐渐消退;8 月末至 9月初有翅性母蚜迁回越

冬寄主 , 9 月中下旬雌蚜与雄蚜交配产卵越

冬
[ 55]
。在吉林省 ,出现于5月末至6月初 ,初盛

期出现在6月 25日左右 ,7月中下旬出现蚜量

高峰 ,之后种群数量逐渐消退
[ 56]
。在山东省 ,

田间 7月上旬出现有翅蚜 , 7月末至 8月初种

群数量迅速增加 ,8月中旬达到高峰期 , 8月下

旬后种群数量迅速下降
[ 57]
。在河北省 ,大豆蚜

一般 7月初发生 , 7月末至 8月初数量增加较

快 ,8月中旬后种群数量迅速下降
[ 58]
。而在河

南省 ,大豆蚜虫始发期为 7月中上旬 ,盛发期为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 ,进入 8月中旬种群数量

逐渐下降
[ 59]
。大豆蚜种群动态变化的差异性

与不同地区间相同月份内温度的波动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已有研究表明 25 ～ 27℃的环境温

度适于大豆蚜的个体发育
[ 60 , 61]

,如温度适宜 ,

则大豆蚜的种群数量必将迅速增加。土壤中钾

的含量也是影响大豆蚜种群动态的潜在因子之

一
[ 62]
。湿度 、降水和大豆植株发育状况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蚜虫的种群动态。此外 ,越冬卵

的存活状况影响越冬后的蚜虫基数 ,从而影响

蚜虫的田间动态 ,因此在进行大豆蚜种群动态

相关研究时应注意考虑各因子的综合作用 。

在发生初期至高峰期 ,大豆蚜种群在空间

上呈现个体群的聚集分布
[ 63 ～ 65]

;有蚜植株在田

间的分布因有蚜株率的变化而变动 ,有蚜株率

较低时为均匀分布或随机分布 ,有蚜株率较高

时则呈现均匀分布
[ 65]
。随着植株的生长和营

养条件的变化 ,大豆蚜也可在大豆植株不同部

位间移动
[ 66]
。一般来讲 ,在生长季的初期 ,大

豆蚜从植株顶部向底部移动;随着生长季的推

进 ,蚜虫又从植株底部向顶部移动。

3　天敌

大豆蚜的天敌包括捕食性 、寄生性和病原

性三大类群 。食蚜蝇 、瓢虫和草蛉为主要的捕

食性天敌种类。田间常见的食蚜蝇有大灰食蚜

蝇 Metasyrphus corollae 、四条小食蚜蝇 Paragus

quadrifasciatus、黑带食蚜蝇 Episyrphus balteatus 、

黑盾壮食蚜蝇 Ischyrosyrphus laternarius 、斜斑鼓

额食蚜蝇 Scaeva pyrastri 和短翅目细腹蚜蝇

Sphaerophoria scripta ,其中大灰食蚜蝇和四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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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蚜蝇为优势种
[ 67, 68]

。在吉林省通化地区 ,四

条小食蚜蝇1年可发生 3 ～ 4代 。4月下旬至 5

月上旬越冬成虫羽化 ,5月中旬至 6月中旬和 8

月下旬分别出现 2个发生高峰 , 9月下旬老熟

幼虫化蛹越冬
[ 67 , 69]

。越冬蛹的存活率与越冬

场所关系密切 ,在黑土地和坡地存活率较低;在

朝阳地和沙土地存活率较高(达 50%),成虫翌

年羽化也较早
[ 70]
。四条小食蚜蝇幼虫的捕食

量为 53 ～ 67头蚜虫 24 h ,一生可捕食蚜虫 800

头左右
[ 68 , 69]

,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人工饲养

试验也证明 ,在适宜的环境下(温度 20 ～ 25℃、

湿度70%),利用益母草和川军草上的蚜虫可

成功繁育 4条小食蚜蝇
[ 71]
。瓢虫天敌中 ,龟纹

瓢虫 Propylaea japonica 、异色瓢虫 Harmonia

axyridis和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为

常见种类 ,龟纹瓢虫和异色瓢虫为优势种
[ 72]
,

应用异色瓢虫可以很好地控制田间蚜虫发生的

数量
[ 73]
。通过试验 ,已准确建立了异色瓢虫对

大豆蚜的捕食功能反应模型
[ 74]
。宽纹纵条瓢

虫 Brumoides lineatus
[ 75]
、十四星瓢虫 Propylea

quatuordecimpunctata 、 粉 点 瓢 虫 Coleomegilla

maculata lengi
[ 76]
和瓢虫 Scymnus louisianae

[ 77]
也

可较好控制大豆蚜的种群数量 。脉翅目天敌多

为大 草 蛉 Chrysopa septempunctata 、丽 草 蛉

Chrysopa formosa
[ 15 , 39]

和 中华 草 蛉 Chrysopa

sinica
[ 58]
。

日本豆蚜茧蜂 Lysiphleia japonica 也是大豆

蚜的重要天敌之一。在吉林省 ,1年可发生 7 ～

8代 ,越冬成虫多于 4 月中下旬羽化 , 6月上旬

迁入豆田寄生大豆蚜。蚜虫被寄生后 3 ～ 4 d

内仍可取食 ,4 d后活动迟缓 、停止取食 ,逐渐变

为灰黑色的僵蚜
[ 78]
。每 667 m

2
地块放蜂 1 000

头可以降低前期蚜虫基数 ,能够很好地控制后

期大豆蚜的发生数量
[ 79]
。日本豆蚜茧蜂每年

10月下旬以老熟幼虫在植物根部的寄主体内

越冬 。越冬场所是影响幼虫越冬存活率的重要

因素 ,在朝阳地和沙土地越冬的日本豆蚜茧蜂

自然羽化率较高 ,在黑土地越冬的茧蜂存活率

较低
[ 80]
。桃瘤蚜茧蜂 Ephedrus persicae 、麦蚜茧

蜂 Ephedrus plagiator 、 茧 蜂 Aphidius

cingulatus
[ 81]
、蚜小蜂 Aphelinus albipodus

[ 82]
和科

尔曼氏蚜茧蜂 Aphidius colemani
[ 83]
也是大豆蚜

的重要寄生性天敌。

在自然界中同样存在着丰富的大豆蚜病原

真菌资 源。 最 近报 道 表明 真 菌 Pandora

neoaphidis , Conidiobolus thromboides ,

Entomophthora chromaphidis , Pandora sp.,

Zoophthora occidentalis , Neozygites fresenii 和

Lecanicillium lecanii ,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田

间大豆蚜的发生
[ 84]
。

此外 ,黑背毛瓢虫 Scymnus(Neopullus)、刻

点小食蚜蝇 Paragus tibialis 、大眼蝉长蝽

Geocoris pallidipennis 、黑食蚜盲蝽 Deraeocoris

punctulatus、灰姬猎蝽 Nabis Palliferus 、小花蝽

Orius similis
[ 58]
和花蝽 Orius insidiosus

[ 85 , 86]
也是

大豆蚜的重要天敌昆虫 。

4　防治技术

防治大豆蚜应遵循早期防治 、合理施药和

保护天敌的原则
[ 15]
,在做好预测预报的基础上

进行综合治理。

4.1　预测预报

环境因素 、越冬卵量和大豆营养组分均可

作为用于预测大豆蚜发生程度的相关因子。6

月下旬至 7月上旬的旬平均温度 22 ～ 25℃、相

对湿度低于 78%的环境条件极有利于田间大

豆蚜的发生与繁殖
[ 7]
。越冬卵量与大豆蚜的发

生数量呈显著相关 ,每百枝鼠李枝条上的越冬

卵超过 10 000粒的年份常造成第 2年大豆蚜早

期的大发生
[ 56]
。此外 ,在明确越冬卵的过冷却

点的基础上 ,进行地区间最低温度波动范围的

分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大豆蚜的发生
[ 87]
。

大豆顶叶全氮含量与百株蚜量密切相关 ,也可

作为大豆蚜发生的预测因子之一
[ 88]
。明确大

豆蚜的经济阈值是准确选择防治时期的主要依

据 。在大豆苗期 ,当百株蚜量达 500头 、有蚜株

率达 35%时则需进行防治
[ 89]
。而在大豆花荚

期 ,大豆蚜的经济阈值相对较高 ,只有当百株蚜

量达万头以上才需防治
[ 90]
。卷叶株率在田间

更易于观察 ,也可作为描述阈值的指标 。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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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品种铁丰 18和辽豆 3号的卷叶率分别达到

10%和 8%时 ,就需开展防治工作
[ 91]
。

4.2　药剂防治

在生产中 ,已有氧乐果 、吡虫啉
[ 92]
、2.5%

功夫乳油
[ 93]
、溴氟菊酯

[ 94]
、氰戊菊酯 、伏杀磷 、

抗蚜威
[ 95]
和速灭杀丁

[ 96]
等多种化学药剂被应

用于大豆蚜的防治。G-P 复合生物杀虫剂对大

豆蚜防效较好
[ 97]
、对天敌昆虫毒性较低

[ 98]
,同

样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在应用药剂对大豆蚜

进行防治时 ,施药时期的选择是影响防治效果

的重要因素。在大豆花期至结荚期施药 ,能有

效地控制大豆蚜的发生 ,减少产量损失
[ 99]
。

4.3　生物防治

自然界中存在着丰富的大豆蚜天敌资源 ,

笼罩试验也已证明天敌昆虫对控制大豆蚜的发

生起着重要作用
[ 58 , 100 , 101]

,因此相关种类天敌

均可被用于大豆蚜的生物防治 。在大豆田释放

异色瓢虫 , 10 d 后对大豆蚜的防效高达

90%
[ 73]
。连续多年的豆田放蜂试验表明日本

豆蚜茧蜂可使大豆蚜的寄生率达 56%以上 ,在

中等发生年份可将大豆的卷叶率控制在 1%以

下
[ 79]
。

4.4　农业防治

在生产中 ,合理进行大豆 、玉米的间作或混

播可以有效控制豆田病虫害的发生
[ 102]
。大豆

和玉米按 4∶1的比例间作 、大豆和玉米的种子

按9∶2的比例同穴混播对大豆蚜的防治效果分

别为 83.90%和 93.50%, 同时可提高大豆产

量
[ 103]
。

选用抗虫品种是害虫综合治理的基础措

施
[ 104]
,同样也是开展大豆蚜农业防治的重要措

施之一。多年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存在着优良的

抗蚜种质资源
[ 105 , 106]

,一般木质素含量较高 ,对

大豆蚜的抗性较强
[ 107]
。近年的研究表明美国

的早熟大豆 PI567543C , PI567597C , PI567541B

和 PI567598B 对大豆蚜具有一定的抗性
[ 108]
。

此外 ,大豆品种“Bowling”和“Jackson”对大豆蚜

同样具有较高的抗性
[ 109]
,常导致大豆蚜的产卵

力下降 、寿命缩短和死亡率增加
[ 110]
。与栽培大

豆相比 ,野生大豆具有更强的抗虫性
[ 111]
,美国

的野生大豆 PI518282 ,G3 , Z9 , JS1 , L4 和 S12已

对大豆蚜表现出一定的抗性
[ 48]
,在抗蚜大豆品

种选育研究中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试验证明多种药剂对大豆蚜具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 ,但考虑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应着重发

展生物防治和农业防治 。鉴于捕食性天敌对生

境内非靶标生物的作用及大量应用后可能会对

农田食物链造成的不利影响 ,应优先选用专一

性强的寄生性天敌开展防治 。同时 ,应注重合

理的作物间作 、选育及推广应用抗蚜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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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种群生态学———基础与前沿》
该书由科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徐汝梅 、成新跃编著。介绍了昆虫生态学的基础与前沿 , 包括昆虫种群数量的

时 、空动态规律 、调节机制及有关的研究方法。同时 , 还特别强调了空间生态学在昆虫种群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并介绍了当前昆虫种群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如种群变动的遗传机制 、昆虫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等;结合重大的生态学

问题 ,对昆虫暴发的一般理论 、昆虫濒危与生物多样性保育 、种群扩散与生物入侵 、全球变化与昆虫种群动态等进

行了论述。

该书适合昆虫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 、本科生 ,科技部门 , 农业部门及大专院校在关科研 、教学及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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