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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花蓟马是近年来在我国局部地区暴发成灾的重要外来入侵害虫!有关西花蓟马入侵对本地蓟马种群

动态&空间分布及优势种影响的报道较少% 对云南省昆明市近郊蔬菜花期的蓟马种群动态和空间分布研究表明!

蔬菜上的蓟马种类主要是西花蓟马 P*+$:,#$#%,,+ (88#0%$2+,#&"Z8M:>698#&花蓟马 P7#$2($&+"aMPV<N#&棕榈蓟马 M7

/+,3#"_>M6P#和端大蓟马 F%4+,)*(2"*#/&0#&2+,#&"_>M6P#’不同蔬菜上的蓟马优势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辣椒和茼蒿

上的蓟马优势种为西花蓟马’韭菜&茄子和四季豆上的蓟马优势种分别为花蓟马&棕榈蓟马和端大蓟马% 各蔬菜

上的蓟马种群数量以花期为多!盛花期达最大值!其中茄子花上的蓟马成虫平均虫口密度最高!为 $(0*% 头2朵%

利用聚集度指标进行空间分布检测表明!不同蔬菜上蓟马成虫的空间分布型均为聚集分布!且聚集程度随密度的

增加而增大% 本研究可为深入探讨西花蓟马对本地蓟马的竞争取代机制积累资料!同时为西花蓟马的综合治理

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蓟马! 种群动态! 空间分布! 聚集分布型! 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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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马是缨翅目"a;P5>6<?@8M>#昆虫的统称!目
前全世界已记述的蓟马达 & &## 余种!其中我国有
&’’ 种 "U<M58>69 7<99A8! "##’’ U>349 %2+,7!
"#$$#% 除以其成虫和若虫的锉吸式口器取食植
物幼嫩组织汁液外!还可传播植物病毒"‘4A8P>69
Z>??F! "##(’吴青君等!"##&#!在我国许多地区均
有蓟马严重为害的报道!受害作物涉及蔬菜"唐国
文等!"##"#&花卉"梁贵红等!"##1#和果树"刘凌
等!"#$##等多种作物%

西花蓟马 P*+$:,#$#%,,+ (88#0%$2+,#&"Z8M:>698#
隶属缨翅目!蓟马科!花蓟马属!是一种世界性检
疫害虫"吴青君等!"##&#!也是我国第一批重点管
理的外来入侵物种% 该虫起源于美国和加拿大西
部地区"J8M46 %2+,7! $**(#!现已传播至欧洲&亚
洲&非洲&大洋洲&中美和南美洲的 ’* 个国家和地
区"_4M̂ >69 a8MMP! "##%#% 我国于 "##% 年在北京
郊区发现该虫"张友军等!"##%#以来!北京&云南&
浙江&山东等多地均有西花蓟马危害农作物的报
道"吴青君等!"##1>#’因其具有个体小&易隐藏&
繁殖快&寄主植物广等特点!常常造成作物减产甚
至绝收!花卉完全失去观赏价值!严重影响花卉和
农作物的出口贸易"吕要斌等!"#$$#!且对多种杀
虫剂均产生了抗药性"陈雪林等!"#$$#%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蓟马在农田及果园等经济
作物上的种群动态进行过研究 "L>M<�ê %2+,7!
$**1’ 7<99A8%2+,7! "##"’ E@8468M>69 J<<9T46!
"##&’梁贵红等!"##1#!调查发现云南省石榴园和
蔬菜地辣椒上的蓟马以西花蓟马为优势种"刘凌
等!"#$#’蒋兴川等!"#$$#!但有关西花蓟马入侵
对不同蔬菜上本地蓟马种类组成及时空动态影响
的研究较少% 本文调查了 & 种蔬菜上的蓟马种群
动态!明确了不同蔬菜上的蓟马组成和优势种!为
深入探讨西花蓟马对本地蓟马的竞争取代机制提
供了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B:;调查样地
试验地设在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斗南镇上可

乐村!以当地 & 种常见蔬菜"辣椒&韭菜&茄子&四
季豆和茼蒿#为调查寄主植物!每种寄主植物选取
( 块田!每块调查田的面积均大于 %# Ns’ N!试
验期间不喷洒任何农药!各种植物长势良好%

:BA;调查方法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每隔

$& 9 调查一次上述蔬菜花朵上的蓟马种类和数
量!蔬菜花期分为蕾期&始花期&盛花期和末花期
进行分别调查!调查方法如下$单块田地内调查时
采用 & 点取样!每点随机选取 $# 株同一花期的寄
主植物!每株选择 ( 朵花% 采样时将花朵剪下!单
朵放入一个自封袋!贴上标签!注明采集时间和编
号后带回实验室’用毛刷将自封袋中的蓟马全部
扫入盛有酒精的培养皿中!将成虫挑出!并按照汪
世泽"$**%#的方法制成临时标本后!在显微镜下
鉴定种类并计数虫量 "韩运发! $**1’刘宁等!
"##&#%

:B<;西花蓟马空间分布图式的测定
根据徐汝梅和成新跃""##&#及戈峰""##)#的

方法!以方差">#与平均密度"3#为基础测定蓟马
种群空间分布的各项指标$S8>AA扩散系数 !"!q
>23#&Q>5548和 _F6<M的 !+ 指标1!+ q">+3#Y
3"2&B>@8M负二项分布 R值1Rq32">Y3+$#2&
->R49 和 U<<M8丛生指标 I"Iq>23+$#&平均拥挤
度 F# "F# q3o>23+$#和聚块指标 F#Y3’当
!u$!Iu#!!+ u#!F#Y3u$ 时为均匀分布’当 !
q$!Iq#!!+ q#!F#Y3q$ 时为随机分布’当 !t
$!It#!!+ t#!F#Y3t$ 时为聚集分布% 同时采
用 a>PA<M方法 A:"># qA:+ oVA:"3#!求出平均密
度"3#与方差">#的回归关系!式中 + 表示抽样因
素!9则为聚集特征指数% 当 A:+ u#!9u$ 时密度
越高种群分布越均匀’当 A:+ t#!9t$ 时种群在一
切密度下均为聚集分布!且具密度依赖性’当 A:+
t#!9q$ 时种群在一切密度下均是聚集的!但不
具密度依赖性’A:+ q#!9q$ 时种群在一切密度下
随机分布%

:BG;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K]=8A"##% 和 EZEE $10# 软件

进行分析!利用 -F6=>6+5新复极差法对显著性进
行检验%

A;结果与分析

AB:;不同蔬菜上蓟马的种群动态
田间调查结果表明!& 种蔬菜上的蓟马成虫数

量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不同蔬菜上蓟马
成虫数量达到最大值的时间稍有差异!辣椒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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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豆上蓟马的高峰期出现在 ’ 月 "& 日"第 % 次调
查#!而韭菜&茄子和茼蒿上的蓟马高峰期出现在 1
月 $# 日"第 ( 次调查#!但蓟马高峰期均出现在 &
种蔬菜的盛花期!其中在茄子花上蓟马成虫平均
虫口密度最高!为 $(0*% 头2花朵"图 $#% 这可能
是由于茄子的花朵较大!营养成分较多的缘故%

蓟马种类主要有西花蓟马 P*+$:,#$#%,,+ (88#0%$2+,#&
"Z8M:>698#&花蓟马 P7#$2($&+ "aMPV<N#&棕榈蓟
马 M7/+,3#"_>M6P# 和端大蓟马 F%4+,)*(2"*#/&
0#&2+,#&"_>M6P#!不同蔬菜上的蓟马优势种存在一
定差异%

图 :;P 种蔬菜花期蓟马成虫种群动态
=3*>:;L)(/0&13)-29-&,3’%)+1"$3(%&2/01%)-1"#+35#5#*#1&70#+0)4#$%

ABA;不同蔬菜上蓟马的空间分布型
蓟马的危害主要集中在蔬菜开花期!其中盛

花期的蔬菜花中蓟马成虫的种群数量均达最高
"图 $#!其原因可能是花朵中的花粉对蓟马具有
引诱作用% & 种蔬菜不同花期蓟马成虫的聚集度
指标见表 $% 空间分布检测结果表明!& 种蔬菜花
上蓟马成虫的空间分布型在不同时期均为聚集分
布!其扩散系数 !t$&扩散指数 !+ t#&负二项分
布参数 # uRu)&丛生指标 It#&聚块指标 F#Y3
t$%
!!将蓟马的平均密度 "3# 和方差 "># 按照
a>PA<M幂法则进行线性回归!得到蓟马的回归式如
表 " 所示% 在回归式中!A:+ t#!9t$!表明不同植
物花朵上蓟马的空间分布型在各种密度下均为聚
集分布!且具密度依赖性!聚集程度随密度升高而
增大%

AB<;蔬菜不同花期的蓟马种类及比例
AB<B:;蔬菜蕾期蓟马种类及比例!不同种类蓟

马在蔬菜蕾期的种群密度存在差异"Pq$)0$&"!
?q#0#%1!图 "#% 同一植物花上不同蓟马所占比
例各异!且同一种蓟马在不同蔬菜花上所占比例
也不同"图 "#% 在辣椒花蕾上!西花蓟马所占比
例最高"’%0(&h#!分别是花蓟马&端大蓟马和棕
榈蓟马的 &0’#&’0"* 和 $$0$* 倍!为辣椒花蕾上的
优势种% 在茼蒿花蕾上!不同蓟马所占比例从高
到低 依 次 为 西 花 蓟 马 " %101*h#& 花 蓟 马
"")0$&h#& 棕 榈 蓟 马 " $*0$%h#& 端 大 蓟 马
"10’"h#!西花蓟马为茼蒿花蕾上的优势种% 在
韭菜花蕾上!不同蓟马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
花蓟马&西花蓟马&棕榈蓟马&端大蓟马!其中花蓟
马为韭菜花蕾上的优势种% 在茄子花蕾上!棕榈
蓟马的比例最高"&(0’(h#!分别是花蓟马&西花
蓟马和端大蓟马的 "0))&%0** 和 $*0&) 倍!为茄子
花蕾上的优势种% 在四季豆花蕾上!优势种端大
蓟马所占比例最高"(%01%h#!其余任一种蓟马的
比例均小于 "#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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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种蔬菜花上蓟马成虫的聚集度指标
!&70#:;!"#&**$#*&1#3-2#@ )+1"$3(%&2/01%)-1"#+35#5#*#1&70#+0)4#$%

植物
ZA>6@5

花!期
XA<M85G=86=8

扩散系数 !

-4OOF54<6

=<8OO4=486@!

!+ 指标
!+

4698]

负二项分布 R

R4698]
丛生指标 I

I4698]

聚块指标

F# Y3

4698]

分布型
-45@M4VF@4<6

?>@@8M6

辣椒
Z8??8M

韭菜
XM>:M>6@

GOA<T8M89

:>MA4=

茄子
K::?A>6@

四季豆
_4968P

V8>6

茼蒿
QM<T69>45P

=;MP5>6@;8G

NFN

I $0*&&’ #0"##) (0*)#* #0*&&’ $0"##) 聚集 I::M8:>@4<6

S "01’$" #0")"1 %0&%1( $01’$" $0")"1 聚集 I::M8:>@4<6

Q "0)"") #0$1#) &0)&%) $0)"") $0$1#) 聚集 I::M8:>@4<6

- $0’1() #0$1() &01$** #0’1() $0$1() 聚集 I::M8:>@4<6

I $0&)*’ #0$&)$ ’0%"’& #0&)*’ $0$&)$ 聚集 I::M8:>@4<6

S "0%&&& #0"%$% (0%"%% $0%&&& $0"%$% 聚集 I::M8:>@4<6

Q "0*$$* #0$&)) ’0"*1( $0*$$* $0$&)) 聚集 I::M8:>@4<6

- $0*))) #0$(1$ ’01*&) #0*))) $0$(1$ 聚集 I::M8:>@4<6

I $0))#* #0$"*1 101#11 #0))#* $0$"*1 聚集 I::M8:>@4<6

S "0$%** #0$"11 10)%%1 $0$%** $0$"11 聚集 I::M8:>@4<6

Q %0"&*’ #0$&$% ’0’#1( "0"&*’ $0$&$% 聚集 I::M8:>@4<6

- $0*%&* #0$(*1 ’0’1)$ #0*%&* $0$(*1 聚集 I::M8:>@4<6

I $0))$" #0$($1 10#&)1 #0))$" $0$($1 聚集 I::M8:>@4<6

S "0$1)% #0$(*% ’0’*’" $0$1)% $0$(*% 聚集 I::M8:>@4<6

Q "01%1% #0$’%’ ’0$$") $01%1% $0$’%’ 聚集 I::M8:>@4<6

- $0’$*’ #0$1&& &0’*1( #0’$*’ $0$1&& 聚集 I::M8:>@4<6

I "0"$$$ #0$))( &0%#* $0"$$$ $0$))( 聚集 I::M8:>@4<6

S "0#’#$ #0$%%# 10&$)" $0#’#$ $0$%%# 聚集 I::M8:>@4<6

Q %0#(#( #0$&$’ ’0&*’’ "0#(#( $0$&$’ 聚集 I::M8:>@4<6

- $0)’’" #0$%’’ 10%$*’ #0)’’" $0$%’’ 聚集 I::M8:>@4<6

注$花期中的 I&S&Q&-分别为蕾期&始花期&盛花期和末花期%

a;8I! S! Q! -T8M8VF9946:OA<M85=86=8! 8>MAPOA<M85=86=8! OFAAOA<M85=86=8>69 869 OA<M85=86=85F==8554R8AP,

表 A;不同植物花朵上蓟马的空间分布 !&90)$回归模型
!&70#A;!"#!&90)$,)2#0%)+1"$3(%3-1"#+0)4#$%)+23++#$#-1(0&-1%

植物
ZA>6@5

回归方程
‘8:M8554<6 8bF>@4<6

相关系数
‘8A>@4R8=<8OO4=486@

辣椒 Z8??8M A:";# q#0"%#$ o$0%1"& A:"3# *q#0*)(%

韭菜 XM>:M>6@GOA<T8M89 :>MA4= A:";# q#0$#$’ o$0"’’* A:"3# *q#0**#1

茄子 K::?A>6@ A:";# q#0%$(" o$0"*’% A:"3# *q#0*)*(

四季豆 _4968PV8>6 A:";# q#0$1*( o$0"#$1 A:"3# *q#0**#’

茼蒿 QM<T69>45P=;MP5>6@;8NFN A:";# q#0$(%* o$0#*%( A:"3#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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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蔬菜蕾期不同蓟马的比例动态
=3*>A;L#$’#-11$#-2%)+23++#$#-11"$3(%)-5#*#1&70#7/223-* +0)$#%’#-’#

注$各参数为平均值 r标准误!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寄主植物上不同蓟马所占比例间差异显

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种蓟马在不同寄主植物上所占比例差异显著"?u#0#&#!下图同%

Z>M>N8@8M546 @;8O4:FM8>M8N8>6 rEK,745@<:M>N5T4@; 94OO8M86@A<T8M=>58A8@@8M54694=>@8@;>@@;8M88]45@5

94OO8M86=8O<M@;8M>@4<<O945@46=@@;M4?5<6 @;85>N8;<5@?A>6@! T;4A8T4@; 94OO8M86@=>?4@>A=>58A8@@8M54694=>@8

@;>@@;8M88]45@594OO8M86=8O<M@;8M>@4<<O@;85>N8@;M4?5<6 @;894OO8M86@;<5@?A>6@5"?u#0#&#,a;85>N8

V8A<T,

AB<BA;蔬菜始花期蓟马种类及比例!不同种类
蓟马在蔬菜始花期的种群密度也各不相同 "Pq
$&0’%(!?q#0#"$!图 %#% 在始花期的辣椒花上!
优势种西花蓟马所占比例最高"’(0&%h#!分别是
花蓟马&端大蓟马和棕榈蓟马的 &0"*& ’0*& 和
$"0*’ 倍% 在始花期的茼蒿花上!不同蓟马所占比
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西花蓟马&花蓟马&棕榈蓟马&
端大蓟马!西花蓟马为茼蒿花上的优势种% 在始
花期的韭菜花上!花蓟马属的花蓟马和西花蓟马
所占比例较高!且两者差异不显著!花蓟马属蓟马
为韭菜花上的优势种类% 在始花期的茄子花上!
优势种棕榈蓟马的比例最高"&$0)&h#!其余蓟马
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花蓟马"$*0*%h#&西花
蓟马"$(0(&h#&端大蓟马"(0$(h#% 在始花期的
四季豆花上!优势种端大蓟马所占比例最高
"%*0’1h#!与其余任一种蓟马的比例差异均达显
著水平"?u#0#&!图 %#%
AB<B<;蔬菜盛花期蓟马种类及比例!由图 ( 可
知!不同种类蓟马在蔬菜盛花期的种群密度各异
"Pq$10%’&! ?q#0#%(#% 在盛花期的辣椒花上!
优势种西花蓟马成虫的平均虫口密度最高 "10($

头2花朵#!其所占比例高达 ’*0(&h!显著高于其
余任一种蓟马的比例% 在盛花期的茼蒿花上!不
同蓟马成虫平均虫口密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西花蓟
马"&01’ 头2花朵#&花蓟马"(0$" 头2花朵#&棕榈
蓟马"$0)’ 头2花朵#&端大蓟马"#01% 头2花朵#’
西花蓟马为茼蒿花上的优势种% 在盛花期的韭菜
花上!不同蓟马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花蓟马
"%(01"h#& 西 花 蓟 马 " %#0&’h#& 棕 榈 蓟 马
"$%0(’h#&端大蓟马"$#0%)h#’花蓟马属的花蓟
马和西花蓟马差异不显著!为韭菜花上的优势种
类% 在盛花期的茄子花上!棕榈蓟马为优势种!其
所占比例高达 &#01#h!分别是花蓟马&西花蓟马
和端大蓟马的 "0’*&%0#* 和 *0*’ 倍% 在盛花期的
四季豆花上!优势种端大蓟马所占比例最高
"%’0*$h#%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盛花期的优势蓟
马种类所占比例与其余任一蓟马的比例差异均达
显著水平"?u#0#&!图 (#%
AB<BG;蔬菜末花期蓟马种类及比例!在末花期
的辣椒花上!西花蓟马所占比例为 ’10))h!分别
是棕榈蓟马&端大蓟马和花蓟马的 &0%&&$$0%* 和
$(0&1 倍!为辣椒花上的优势种"Pq$(0*)"!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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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蔬菜始花期不同蓟马的比例动态
=3*><;L#$’#-11$#-2%)+23++#$#-11"$3(%)-5#*#1&70##&$09 +0)$#%’#-’#

图 G;蔬菜盛花期不同蓟马的比例动态
=3*>G;L#$’#-11$#-2%)+23++#$#-11"$3(%)-5#*#1&70#+/00+0)$#%’#-’#

#0#%’!图 &#% 在茼蒿末花期的花上!不同蓟马所
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西花蓟马"%10%)h#&花蓟
马 " %#01’h#&棕榈蓟马 " $$0)%h#&端大蓟马
")0)%h#’西花蓟马为优势种% 在末花期的韭菜
花上!花蓟马属的花蓟马和西花蓟马所占比例较
高!且两者差异不显著!为韭菜花上的优势种类%

在末花期的茄子花上!优势种棕榈蓟马所占比例
最高"&)01"h#!与其余任一种蓟马的比例差异显
著"?u#0#&!图 &#% 在四季豆末花期的花上!优
势种端大蓟马所占比例高达 (%0*$h!而其余任一

种蓟马的比例均小于 $10##h%

<;讨论

影响昆虫与寄主之间相互适应的因素很多!

植物的颜色&次生物质&营养成分都是决定昆虫适
应性的重要因素"李典谟和周立阳!$**1’钦俊德
和王琛柱!"##$#’昆虫对寄主植物的选择过程中!

通常利用视觉&嗅觉&触觉和味觉不断收集来自植
物的信息"赵国强等!"##’#% J8M46 等"$***#发现
寄主植物的花期对蓟马种群动态影响很大!在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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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蔬菜末花期不同蓟马的比例动态
=3*>P;L#$’#-11$#-2%)+23++#$#-11"$3(%)-5#*#1&70##-2+0)$#%’#-’#

主植物开花后蓟马的种群几乎成几何等级增长%
本研究发现!在 & 种蔬菜盛花期蓟马数量最多!与
蒋兴川等""#$$#关于西花蓟马在辣椒上时空动态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盛花期花朵释放
的挥发物对蓟马具有引诱作用 "B;4@N>6 >69
KAA8M! $**##’同时西花蓟马为栖花昆虫!它不是仅
对一种特定的花香有正趋性!而是趋向于大批具
有花香的植物"a88MA46:%2+,7! $**%#% 有关研究
表明!花朵中花粉数量多&营养成分高&维生素含
量高及含氮量高"SM<9V8=̂ %2+,7! "##$#!而蓟马
的锉吸式口器能够迅速处理花粉颗粒!取食花粉
中的营养"-8GL>:8M>69 SF@<@! $**%#%

本研究通过几种聚集度指标"S8>AA扩散系数
!&Q>5548和 _F6<M的 !+ 指标&B>@8M负二项分布 R
值&丛生指标 I&聚块指标 F#Y3#测出蓟马成虫均
为聚集分布!与蒋兴川等""#$$#在辣椒上及路虹
等""##1#在黄瓜和架豆上的研究结果一致% 有关
研究表明!蓟马雄虫产生的性信息素不仅有引诱
异性以完成交配的功能!也有聚集两性成虫的功
效 "_4M̂ >69 7>N4A@<6! "##(’ 7>N4A@<6 %2+,7!
"##&’ 祝晓云等!"#$"#!蓟马聚集分布可能是由于
雄虫释放的聚集信息素所起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
表明!& 种蔬菜花上蓟马的优势种存在差异!其中
辣椒和茼蒿花上的蓟马优势种均为西花蓟马% 由
于 & 种蔬菜花朵存在着不同的物理结构&化学物
质成分及含量&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糖!而这些
物质可以影响蓟马的定向和取食!可能是导致不

同种类蓟马对蔬菜花朵选择偏好性存在差异的原
因之一% 研究还发现!西花蓟马和花蓟马在除辣
椒外的其他蔬菜上所占比例差异较小!可能是由
于它们都隶属于花蓟马属!生活习性相似且成虫
释放的聚集信息素也相同的缘故 "祝晓云等!
"#$"#%

外来入侵昆虫西花蓟马在 & 种蔬菜花朵上均
有发生!但所占比例存在差异% 可见西花蓟马入
侵云南后!与本地蓟马竞争资源!造成本地蓟马的
种类组成和时空动态均发生变化!有关西花蓟马
对本地蓟马的竞争取代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研
究% Z>?>9>̂4等""##)#在温室中调查结果显示!
辣椒花上西花蓟马的数量多于茄子!这与本文的
结果一致% 有关西花蓟马对颜色选择性的研究较
多!李江涛等""##)#的研究表明西花蓟马对黄色
的趋性大于紫色!吴青君等""##1V#的研究得出西
花蓟马对不同颜色的趋性顺序依次为黄色&白色&
紫色% 笔者调查中发现茼蒿花朵为黄色!辣椒&韭
菜花朵为白色!四季豆和茄子花朵为紫色’而结果
也表明西花蓟马在茼蒿&辣椒及韭菜花上所占比
例较高% 单从颜色这一角度考虑的话!作者与李
江涛等""##)#和吴青君等""##1V#的研究结果一
致% 在开展西花蓟马在不同寄主上对本地蓟马竞
争取代研究时!不仅要考虑寄主的颜色&物理结
构&营养物质和寄主次生物质的影响!还要进一步
研究温度&光照&天敌等综合因素对竞争的影响!
为进一步解析西花蓟马的成功入侵和成灾机理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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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论基础%
在室内繁殖不同种类蓟马时!可以选择其最

适的寄主植物作为饲料%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西花
蓟马在辣椒花上所占比例最高!说明 & 种植物中
辣椒是西花蓟马的适宜寄主!可作为西花蓟马的
诱集植物’而花蓟马在韭菜和茼蒿花上所占比例
显著高于其他植物!韭菜和茼蒿是其最适寄主’棕
榈蓟马在茄子花上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植物!
茄子为其最适寄主’端大蓟马在四季豆花上所占
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植物!推测其最适寄主为四季
豆% 由于西花蓟马具有个体小&易隐藏&繁殖快&
寄主植物广&对农药抗性强等特点!随着其进一步
入侵和扩散!很可能会成为云南省蔬菜上主要的
害虫!并对蔬菜产量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有效防
治西花蓟马将成为提高蔬菜产量的主要途径之
一% 倘若能通过试验找出最适寄主辣椒的挥发物
组分中对西花蓟马有引诱作用的单组分或者混合
组分!可为西花蓟马引诱剂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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