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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试验通过 "#$$ 和 "#$" 两年的田间调查!初步研究了棉盲蝽对 $" 个不同棉花品种的选择偏好性及其

种群总体发生动态% 调查发现!华北地区棉田主要盲蝽种类为中黑盲蝽 .0%,/"(8(*#&&)2)*+,#&"L>̂<RA8R#!"#$$ 年

中黑盲蝽比较偏好喜食的棉花品种是海 1$"(!而不偏好的品种是 H1%-8A@>?468X.!"#$" 年中黑盲蝽比较偏好喜食

的棉花品种是苏联棉!而不偏好的品种是荆 1&$’G$% 分析中黑盲蝽的种群发生动态发现!中黑盲蝽于每年的 ’ 月

底 1 月初开始在棉田出现!1 月中下旬在棉田的种群发生数量达到高峰!并于 ) 月底&* 月上旬在棉田的种群发生

数量达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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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
转 S@基因抗虫棉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棉田用于防
治棉铃虫 O%,#8(;%*/+ +*3#4%*+ "7~V68M# 等靶标害
虫的化学杀虫剂施药次数和用量均减少 ""CF
%2+,7!"#$##’此外!高毒农药的禁用以及气候条件
的变化等因素!致使棉田内的非靶标盲蝽类害虫
种群数量剧增!危害加重!目前已演变成为我国 S@
棉田的主要害虫 "BF %2+,7!"##"’ B>6:%2+,7!
"##*’陆宴辉等!"#$#’曹扬等!"#$"#%

全世界为害棉花的盲蝽种类多达 &# 余种%
我国棉盲蝽主要属于后丽盲蝽属 ./(,54)&&草盲蝽
属 L54)&和苜蓿盲蝽属 .0%,/"(8(*#&等 $* 个属%
我国发生的盲蝽种类约 "# 余种!主要包括中黑盲
蝽 .0%,/"(8(*#&&)2)*+,#& " L>̂<RA8R#! 绿 盲 蝽
./(,54)&,)8(*)3 " U8P8MG-~M #& 三 点 盲 蝽
.0%,/"(8(*#&-+&8#+2#8(,,#& " ‘8F@8M#& 苜 蓿 盲 蝽
.0%,/"(8(*#&,#$%(,+2)&"J<8W8# 和牧草盲蝽 L54)&
/*+2%$&#&"C,# 等% 其中!在我国的长江&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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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主产区以中黑盲蝽和绿盲蝽为优势种!并伴
有一定数量的三点盲蝽和苜蓿盲蝽发生 "CF
%2+,7!"##)#% 盲蝽成&若虫均可取食为害!主要通
过口针刺吸为害棉株的幼嫩器官和生长点!损伤
叶片&幼蕾&幼铃!造成叶片破损&落蕾&落花&果实
畸形和棉铃形成僵瓣等!是造成棉花产量损失的
重要因素"陆宴辉等!"#$##% 此外!盲蝽寄主范围
广泛!不仅危害棉花!还危害苜蓿&枣&樱桃&葡萄&
茶树等多种作物 "陆宴辉等! "##1’李林懋等!
"#$"#!给农作物的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目前!我国盲蝽的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其防
治体系也不完善!主要以化学防治为主!但化学农
药的使用不仅容易导致盲蝽抗药性的产生!且存
在环境污染的问题"林凤敏等!"#$##!所以加强生
态控制成为棉盲蝽综合治理技术研究的焦点"雒
珺瑜等!"#$$’陆宴辉和吴孔明!"#$"#% 因此!研
究不同棉花品种上盲蝽种群发生动态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本实验系统研究了我国华北地区棉盲
蝽优势种类对 $" 种不同棉花品种的选择偏好性
及种群消长动态!旨在为进一步研究棉盲蝽的生
物学特性和田间测报以及棉盲蝽的综合防治技术
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B:;供试材料

作者实验室于 "##*,"#$# 年在中国农业科学
院廊坊科研中试基地和廊坊市广阳区西冯务村种
植了不同性状棉花品种 )& 个% 经两年的田间调查!
初步筛选出多个抗虫品种和感虫品种 "陈瀚等!
"#$"#’在此基础上!于 "#$$,"#$" 年田间选择种植
棉花品种共 $" 个!分别是常规转基因抗虫棉鲁棉研
"$&常规棉 H1%-8A@>?468X.&苏联棉&I7G&$#&池州红
叶棉&棕絮 g浅绿红鸡脚叶棕絮&海 1$"(&荆 1&$’G
$&石亚系 $ 号&云南黄绒土棉&皖棉小黄花和美中
棉!均由国家棉花种质资源种子库提供%

:BA;试验地设置
试验在中国农业大学上庄实验站 "北纬 (#x

#)y!东经 $$’x$#y#的大田内进行!试验地肥水条
件中等% & 月初将不同棉花品种分小区种植!每个
小区长 & N!宽 "0( N!约种植棉花 (# 株"行距 )#
=N!株距 &# =N#!每品种 % 个重复!所有小区随机
排列% 整个实验园区种植有棉花&玉米&绿豆等农

作物和白菜&番茄等蔬菜以及葡萄&桃等水果!类
似于我国广大棉区农户自行规划&点片种植的方
式% 所有小区均采用常规的栽培管理方式!棉花
全生育期内不喷施任何化学农药%

:B<;调查方法
根据棉盲蝽的空间分布型和棉田害虫的发生

特点!采用每小区随机抽样调查法!于 "#$$ 年和
"#$" 年的 1 月初至 * 月上旬!每小区每次各随机
抽查 $# 株!计数棉花植株上的盲蝽数量% 每 1 9
调查一次!并记录当天调查时的温度%

:BG;分析方法
棉盲 蝽 对 不 同 棉 花 品 种 的 选 择 性 采 用

EZEE$10# 软件的 aF^8P法进行比较分析’棉盲蝽
在不 同 棉 花 品 种 上 的 种 群 发 生 动 态 选 用
K]=8A"##1 进行作图比较%

A;结果与分析

棉田中出现的棉盲蝽种类有中黑盲蝽&绿盲
蝽&三点盲蝽&苜蓿盲蝽!其中中黑盲蝽数量较多!
其他种类盲蝽数量极少!故本文只对中黑盲蝽进
行分析% 棉田中出现的天敌种类有草蛉&蜘蛛&瓢
虫等!但数量很少%

AB:;中黑盲蝽对不同棉花品种的选择偏好性
两年的田间调查分析表明!"#$$ 年中黑盲蝽

在各单位棉株棉花品种上的种群发生数量差异显
著"?u#0#&#!其中!中黑盲蝽在单位棉株上发生
数量较多的棉花品种是海 1$"(!而发生较少的品
种是H1%-8A@>?468X.&I7G&$#"图 $#’而 "#$" 年中
黑盲蝽在各单位棉花品种上的种群发生数量存在
显著差异"?u#0#&#!其中!中黑盲蝽在单位棉株
上发生数量较多的棉花品种是苏联棉!而发生较
少的品种是荆 1&$’G$&鲁棉研 "$"图 "#%

ABA;中黑盲蝽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种群发生数
量

由表 $ 和表 " 可以看出!中黑盲蝽在不同时期
种群发生数量不同% "#$$ 年!单日棉田最高虫量可
达 (&% 头"1 月 %$ 日#!而单日最低虫量为 " 头"1 月
% 日#% 其中!在棉花品种海 1$"( 上单日虫量可达
)" 头’"#$" 年!单日棉田最高虫量可达 $(% 头"1 月
"( 日#!而单日最低虫量为 ) 头"* 月 ( 日#!其中!
棉花品种苏联棉上单日虫量可达 %"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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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棉花品种上中黑盲蝽发生数量比较"AV:: 年#

=3*>:;M),(&$3%)-)+1"#-/,7#$)+39-’%&#0#"($$/+/")’($)-23++#$#-1’)11)-5&$3#13#%3-AV::

$,H1%-8A@>?468X.’",I7G&$#’%,池州红叶棉’(,鲁棉研’&,荆 1&$’G$’’,皖棉小黄花’1,美中棉’),苏联棉’

*,石亚系 $ 号’$#,云南黄绒土棉’$$,棕絮 s浅绿红鸡脚叶棕絮’$",海 1$"(%

$,H1%-8A@>?468X.’ ",I7G&$#’ %,Q;4W;<F ‘89 C8>O’ (,CFN4>6P>6’ &,L46:1&$’G$’ ’,B>6N4>6]4><;F>6:;F>’

1,U84W;<6:N4>6’ ),EFA4>6N4>6’ *,E;4P>]4$’ $#,dF66>6;F>6:M<6:@FN4>6’

$$,c<6:]F sb4>6AR;<6:3434><P8W<6:]F’ $",7>41$"(,

注$运用 aF^8P法进行比较!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图 " 同%

-4OO8M86@5N>AAA8@@8M5>V<R8@;8=<AFN654694=>@854:64O4=>6@94OO8M86=8VPaF^8P@85@,a;85>N8O<MX4:,",

图 A;不同棉花品种上中黑盲蝽发生数量比较"AV:A 年#

=3*>A;M),(&$3%)-)+1"#-/,7#$)+39-’%&#0#"($$/+/")’($)-23++#$#-1’)11)-5&$3#13#%3-AV:A

AB<;中黑盲蝽在棉田的种群总体发生动态
两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中黑盲蝽于每年 1 月

初开始在棉田出现!1 月中下旬在棉田的种群发生
数量达到最高值!并于 ) 月底&* 月上旬在棉田的
种群发生数量达到最低’并且!"#$$ 年中黑盲蝽的
总体种群数量显著高于 "#$" 年"图 %#%

<;讨论
"#$$ 和 "#$" 年的实验结果表明!中黑盲蝽对

不同棉花品种的选择偏好性不同% "#$$ 年调查显
示!中黑盲蝽偏好喜食的棉花品种是海 1$"(&棕絮
s浅绿红鸡脚叶棕絮等!不偏好的棉花品种是

H1%-8A@>?468X.&I7G&$# 等’而 "#$" 年调查显示!
中黑 盲 蝽 偏 好 喜 食 的 棉 花 品 种 是 苏 联 棉&
H1%-8A@>?468X.等!不偏好的棉花品种是荆 1&$’G
$&鲁棉研 "$ 等% 有报道指出!棉花被盲蝽危害以
后!棉花挥发性物质会发生量或质的变化!从而会
改变对盲蝽的行为趋性% 相同品种的棉花遭受不
同种类盲蝽的危害时对盲蝽吸引和趋避作用存在
差异!而盲蝽更趋向于选择被同种盲蝽危害后的
棉花"吴敌等!"#$##% "#$$ 年中黑盲蝽的发生数
量与 "#$" 年有差异!故对棉株的危害程度也有所
不同!棉花挥发性物质的变化也就不尽相同!可能
致使两年的调查结果发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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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黑盲蝽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种群发生数量"AV::#

!&70#:;!"#-/,7#$)+39-’%&#0#"($$/+/")’($)-23++#$#-1’)11)-5&$3#13#%3-AV::

调查日期 ->@8

品种 \>M48@P

1月 %日
LFA,G%

1月 $#日
LFA,G$#

1月 $1日
LFA,G$1

1月 "(日
LFA,G"(

1 月 %$日
LFA,G%$

)月 1 日
IF:,G1

) 月 $(日
IF:,G$(

)月 %$日
IF:,G%$

*月 1日
E8?,G1

H1%-8A@>?468X. # # # 1 "( ’ $ $ $

苏联棉
EFA4>6N4>6

# # $ ) ’( ) ’ " #

I7G&$# # $ $ # %" 1 % # #

池州红叶棉
Q;4W;<F ‘89 C8>O

# # $ " %$ $% " $ #

海 1$"(
7>41$"(

$ $ $ # 1* %* )" ’ #

综絮 s浅绿红鸡脚叶综絮
c<6:]F sb4>6AR;<6:3434><P8W<6:]F

# # $ " (% ’# $# # $

荆 1&$’G$
L46:1&$’G$

# # # " "* "’ ’ # #

鲁棉研 "$
CFN4>6P>"$

# # # # "1 "( ) $ "

石亚系 $ 号
E;4P>]4$

$ $ # $ %’ (# %$ # #

云南黄绒土棉
dF66>6;F>6:M<6:@FN4>6

# $ # # (* () % $ #

皖棉小黄花
B>6N4>6]4><;F>6:;F>

# # $ # $* %& $% # #

美中棉
U84W;<6:N4>6

# # # # "# ’( # # #

发生总量
a<@>A6FNV8M

" ( ’ "" (&% %1# $’& $" (

图 <;棉田中黑盲蝽种群发生动态
=3*><;!"#-/,7#$)+39-’%&#0#"($$/+/")’($3-’)11)-+3#023-AV:: &-2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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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中黑盲蝽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种群发生数量"AV:A#

!&70#A;!"#-/,7#$)+39-’%&#0#"($$/+/")’($)-23++#$#-1’)11)-5&$3#13#%3-AV:A

调查日期 ->@8

品种 \>M48@P

1 月 % 日
LFA,G%

1 月 $# 日
LFA,G$#

1 月 $1 日
LFA,G$1

1 月 "( 日
LFA,G"(

1 月 %$ 日
LFA,G%$

) 月 1 日
IF:,G1

) 月 $( 日
IF:,G$(

) 月 "$ 日
IF:,G"$

) 月 ") 日
IF:,G")

* 月 ( 日
E8?,G(

H1%-8A@>?468X. ") "" $1 $( ( " # % " (

苏联棉
EFA4>6N4>6

$1 $( %" "% ’ ) % $ # $

I7G&$# * ’ "% $1 $$ % ( $ % #

池州红叶棉
Q;4W;<F ‘89 C8>O

$ 1 $ ’ % % ’ % $ "

海 1$"(

7>41$"(

% $$ ( * $ $ $ $ % $

综絮 s浅绿红鸡脚

叶综絮
c<6:]F sb4>6AR;<6:G

3434><P8W<6:]F

( * & ( $ & " # % #

荆 1&$’G$

L46:1&$’G$

$ & # 1 & " # # # #

鲁棉研 "$

CFN4>6P>"$

( % % 1 $ % $ $ $ #

石亚系 $ 号
E;4P>]4$

% " ( * & " $ # # #

云南黄绒土棉
dF66>6;F>6:M<6:@FN4>6

$ ( ( $) ( % " $ # #

皖棉小黄花
B>6N4>6]4><;F>6:;F>

# " 1 $" " " # # # #

美中棉
U84W;<6:N4>6

& $ 1 $1 ( % # # $ #

发生总量
a<@>A6FNV8M

1’ )’ $#1 $(% (1 %1 "# $$ $( )

!!分析中黑盲蝽的种群发生动态发现!中黑盲
蝽于每年的 ’ 月底&1 月初开始在棉田出现!1 月
中下旬在棉田的种群发生数量达到高峰!并于 )
月底&* 月上旬在棉田的种群数量逐渐降低% 而在
田间调查过程中所记录的田间温度表明!中黑盲
蝽虫口数有随着田间温度的升高而增加的趋势!
或许可以说明中黑盲蝽耐高温能力强!即使在很
高的田间温度下种群数量依然可以保持增长趋
势’同时表明种群发生数量或许与温度有密切关
系% 棉盲蝽喜高温高湿!且民间关于盲蝽流传(一
场雨一场虫)的说法!"#$$ 年调查期间的降雨量以

及温度均高于 "#$" 年!所以也就导致了 "#$$ 年棉
田中黑盲蝽的种群发生数量远高于 "#$" 年% 而
由于田间调查期间温度有波动性!盲蝽种群发生
数量与温度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进行室内研究%

掌握棉盲蝽在田间的发生消长动态对控制其
为害有实际指导意义"马广民等!"#$$#% 本实验
关于中黑盲蝽对不同棉花品种的选择趋性和其种
群发生数量研究!将为其有效防治提供一定的现
实依据% 深入研究棉田盲蝽的生活习性!利用物
理防治&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等多种措
施!对棉花上各种害虫采取综合治理将是盲蝽类



’ 期 杨宇晖等$中黑盲蝽对不同棉花品种的选择偏好性及种群动态研究 *$’$%! *

害虫治理工作的关键"李耀发等!"##*#% 此外!随
着基因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棉盲蝽的防治策略
也必将更多地扩展到分子水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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