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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白眉野草螟 Agriphila aeneociliella 是近年来在山东莱州市、山西泽州县等地新发现的

小麦害虫，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期为有效监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通过田间调查、

网室观察、配对饲养和灯光诱测等方法，系统研究了白眉野草螟年生活史与田间生活习性。【结果】 在

我国黄淮海麦区，白眉野草螟 1 年发生 1 代，11 月至翌年 2 月以低龄幼虫越冬，3 月至 4 月为害麦苗，5
月至 8 月以老熟幼虫结土茧滞育越夏，9 月至 10 月化蛹羽化、交配产卵，并孵化出幼虫越冬。成虫具有

趋光性，产卵在土壤颗粒缝隙中或土表；幼虫喜趋嫩为害，田间呈点片分布；越冬幼虫抗寒性强；滞育茧

不耐水淹。【结论】 秋季成虫羽化期、早春低龄幼虫为害始期、夏季滞育期是白眉野草螟监测防控的关

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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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griphila aeneociliella and methods
for monitoring and managing this 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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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In recent years, a new wheat insect pest has occurred in Laizhou (Shandong) and Zezhou (Shanxi),

which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griphila aeneociliella. This paper seeks to determine it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populatio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Methods]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aeneociliella, including

annual life history and habits of each life-stage, were studied by field investigation, net-room observation, pair feeding and

adult light trapping. [Results] In the wheat planting area of the Huang-Huai-Hai plain, this insect pest has one generation

annually. The larvae over-winter as 2-3 instar larvae from November to February, feed on wheat seedlings in March and April,

live through summer as cocoons, in which old larvae diapause from May to August, until September when they pupate. From

late September to early October, the adults emerge, mate and lay their eggs; the hatching young larvae are the overwintering

form. The adults have phototaxis and are inclined to lay eggs in /on soil. The larvae prefer tender parts of plants and have a

“spot-and-sheet” distribution in the field. The overwintering larvae have high cold resistance, but the dispausing cocoons can’t

survive water-logging. [Conclusion] Knowledge of the timing of adult emergence in autumn, the initial damage caused by

larvae in early spring and the summer dispause are crucial for populatio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this insect 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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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山东莱州市北部的一些街道和乡

镇，春季常出现大片小麦枯死现象，群众一般将

其视作冻害，并没有引起注意。2010 年 4 月，

在三山岛街道赵家村被当作冻害枯死的小麦地

中，调查发现一种为害小麦根茎基部的害虫才是

引起小麦枯死的真实原因。2010 年至今的监测

表明，该害虫在莱州市呈现蔓延暴发之势（全国

农 业技 术推 广服 务中 心 ，2013a；王 海英 等，

2013），且 2013 年 3 月山西晋城市泽州县也发现

该害虫的严重为害（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2013b），说明其已经在我国北方部分小麦产

区建立起稳定种群，成为小麦苗期的一种新害

虫 。 经 鉴 定 ， 该 害 虫 为 白 眉 野 草 螟

Agriphila aeneociliella（Everamann，1844），属

鳞翅目草螟科野草螟属（陈付强等，2014）。

彭赫等人（2013）通过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

防效试验，发现毒死蜱、辛硫磷对白眉野草螟

的防效好，可作为防治该虫的首选药剂，并建

议在小麦返青前期灌根或播种前撒施毒土进行

防治。除此以外，国内外对白眉野草螟尚未有

具体研究报道。为此，2010 年以来进行了系统

的田间调查和室内观察，初步明确了白眉野草

螟的年生活史、发生危害特点等基础生物学特

性，为及时开展害虫调查、监测与有效防治提

供了依据和手段。

1 材料与方法

1.1 田间调查

2010 年 2 月—2014 年 1 月在山东省莱州市

（N37.23○~37.43○，E119.9○~120.13○），2013 年 3

月—2014 年 1 月 在 山 西 省 泽 州 县 （N35.56 ○~

35.65○，E112.72○~112.96○），系统开展了白眉野

草螟周年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的调查研究。

10 月份，在秋播小麦出苗后，选择不同作

物长势、种植方式等各种类型的小麦田，进行白

眉野草螟发生虫态、为害习性和为害症状调查，

每 7 d 调查 1 次，直至小麦成熟收获。

在室内观察试验（见 1.2）发现有成虫后，

利用扫网在麦茬玉米田对白眉野草螟成虫进行

捕捉，监测成虫的发生期。

1.2 网室观察

每年 4—5 月，将田间发生的白眉野草螟幼

虫陆续采回，放置在与田间环境相似的养虫网室

（4 m×4 m×4 m）内进行饲养，为其提供与田间

生育期相同的小麦植株，观察其发育状态和进

度，系统研究幼虫化蛹和蛹羽化为成虫的规律。

每 3 d 观察 1 次，直至成虫羽化。

1.3 配对饲养

发现成虫后，将雌、雄性成虫进行配对，放

置在直径 16 cm、高 18 cm 圆底玻璃广口瓶中，

瓶底铺湿纱布，观察成虫交配、产卵行为和卵孵

化情况。孵化出幼虫后，将其重新放置在养虫网

室中，并为其提供与田间生育期相同的小麦植株

（秋苗），观察其发育进度。

1.4 灯光诱测

2013 年 3—10 月，在山东莱州市和山西泽

州县，逐日观察记载自动虫情测报灯（20 W 黑

光灯，佳多科工贸有限公司）、太阳能频振式杀

虫灯（220 V，15 W，佳多科工贸有限公司）下

诱集到的白眉野草螟成虫数量。

1.5 气象资料

山东莱州市、山西泽州县冬季日平均气温、

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2013 年山东莱州夏

季降水情况均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http://cdc.cma.gov.cn/）获得。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生活史

在我国山东和山西等黄淮海小麦-玉米轮作

区，白眉野草螟 1 年发生 1 代，年生活史见表 1。

以低龄（2~3 龄）幼虫在麦田中越冬，低温条件

下发育缓慢；遇秋冬季温暖天，可在麦苗幼嫩茎

基部或新叶上少量取食。翌年春季 2—3 月份，

田间主要为 2~3 龄幼虫，随气温回升和小麦生

长，幼虫取食量增大，生长发育加快；4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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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眉野草螟年生活史（山东莱州，山西泽州）

Table 1 Annual life history of Agriphila aeneociliella (Laizhou in Shaodong Province, Zezhou in Shanxi Province)

虫态
Stage

3 月
March

4 月
April

5 月
May

6 月
June

7 月
July

8 月
August

9 月
September

10 月
October 11 月至

翌年 2 月
From

November
to next
February

上中下
E M L

上中下
E M L

上中下
E M L

上中下
E M L

上中下
E M L

上中下
E M L

上中下
E M L

上中下
E M L

卵（Eg）

Egg（Eg）
Eg Eg

1 龄幼虫（l1）
Larvae of 1st instar（l1）

l1 l1

2 龄幼虫（l2）
Larvae of 2nd instar（l2）

l2 l2 l2 l2 l2

3 龄幼虫（l3）
Larvae of 3rd instar（l3）

l3 l3 l3 l3

4 龄幼虫（l4）
Larvae of 4th instar（l4）

l4 l4 l4 l4 l4

5 龄幼虫（l5）
Larvae of 5th instar（l5）

l5 l5 l5 l5

6 龄幼虫（l6）
Larvae of 6th instar（l6）

l6 l6 l6 l6 l6

老熟幼虫及越夏茧（C）

Mature larvae and cocoons（C）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蛹（P）

Pupa（P）
P P

成虫（A）

Adult（A）
A A

随小麦进入返青拔节期，田间以 4 龄幼虫为主，

也有少量 2~3 龄幼虫；4 月中、下旬，田间主要

以 4~5 龄幼虫为主。3—4 月为幼虫取食危害最

严重的时期。5 月上、中旬，随小麦进入穗期和

茎杆老化，幼虫陆续停止取食，以老熟幼虫结成

土茧，进入滞育越夏状态。9 月上旬，随气温降

低，老熟幼虫开始打破滞育，在土茧中化蛹、羽

化。成虫羽化期集中在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期间雌、雄成虫交尾、产卵，卵孵化后以低龄幼

虫栖息于麦田中越冬。

2.2 生活习性

白眉野草螟成虫具有趋光性，对生产上常用

的虫情测报灯和频振式杀虫灯均有趋性，其中，

山东莱州市灯下成虫出现时期为 9 月 20 日—10
月 8 日，山西泽州市为 9 月 20 日—10 月 10 日，

单日最大诱集量达 20 多头。

养虫网室观察，成虫 9 月 25 日开始羽化，

羽化期持续约 15 d，前期雄虫羽化比例大，后期

雌虫羽化比例大；雄虫寿命 4～11 d，雌虫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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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d。成虫羽化后随即进行交配，9 月 27 日开

始产卵，单头雌虫产卵量为 160～250 粒，产卵

期 5～8 d。卵单粒产于土壤颗粒缝隙处或土表

（广口瓶中，卵产于纱布上）；田中的杂草以及

干草棒、未腐烂的麦秸上均未发现卵。卵初产时

为乳白色，邻近孵化时红色，卵粒极为细小，肉

眼需仔细辨认方可查见。卵历期 15 d 左右，10
月 11 日，卵大量孵化。

幼虫喜阴暗，昼伏夜出，白天藏于根茎部，

夜晚出来取食活动；具有聚集为害和顺垄转株为

害习性；不取食时，可吐丝结网，缀合土壤杂质

等形成薄茧。低龄幼虫取食量小，高龄幼虫取食

量大；幼虫活泼，无假死现象，受惊后后退或前

行。幼虫喜食幼嫩的茎基部或新叶，造成麦茎折

断、叶片缺刻或孔洞，严重时导致麦苗萎蔫枯死，

形成缺苗断垄。幼虫取食寄主除小麦外，还有野

燕麦，但除此外的其他科植物根茎处，未发现幼

虫踪迹。

调查发现，该虫在不同类型田块受害程度不

一，为害地块呈点片分布，其中秸秆还田、免耕

和少耕、管理粗放、小麦-玉米/小麦-大豆重茬种

植的田块发生为害较重，为害严重地块平均密度

为 5~20 头/株；种子包衣或土壤处理、耕翻彻底、

管理精细、没有重茬种植的田块发生较轻。2014
年 1 月越冬调查发现，未进行秋播拌种或土壤处

理的田块中，麦苗受害株率高，为 5%~20%，而

秋播拌种或土壤处理较彻底的田块很少查见为

害状。

白眉野草螟以 2~3 龄幼虫状态越冬。2014
年 1 月中、下旬越冬调查表明，冬季即能查见麦

苗茎基部或叶片缺刻、孔洞等受害状，麦田土壤

中留有蛹羽化后的空茧，且受害株根部土壤中有

正在活动的 2~3 龄幼虫。山东莱州（2009—2013
年）、山西泽州（2000—2013 年）冬季日平均气

温极小值为－10℃左右，日最低气温极小值为

－15℃左右，表明该虫的低龄幼虫具有很强的抗

寒能力。同时，该幼虫春季复苏活动始期早。莱

州市 2013 年田间调查发现， 2 月下旬麦苗已经

出现为害状，并于 2 月 28 日查见正在小麦根茎

部为害的幼虫；此阶段当地日最高气温 10℃、

日最低气温 0℃。

老熟幼虫专性滞育，滞育时间 5—8 月、长

达 4 个月。滞育茧约 2~3 cm 长，长椭圆形，垂

直于地面，接近地表的一端有气孔，分布在小麦

根茎周围 1~10 cm、土深 1 cm 处，老熟幼虫在

土茧内蜷缩成“C”形。夏季降雨造成田间积水，

影响滞育茧的正常呼吸，从而大大提高其死亡

率。2013 年 7 月，山东莱州连续降雨达 1 个月

之久，淹水田块中滞育茧死亡率近 100%。

3 结论与讨论

3.1 耕作方式变化和冬季变暖是白眉野草螟上

升危害的重要原因

据陈付强等（2014）报道，白眉野草螟广泛

分布于中欧、东欧，在亚洲主要分布于中国北部、

朝鲜半岛和日本，且在我国山东、山西、河北、

陕西、黑龙江、青海、甘肃、新疆 8 省曾经采到

成虫标本；其生活环境主要是开阔的农田或草

原。这说明，白眉野草螟种群在我国北方各省广

泛存在，而近年来在山东、山西部分麦区上升为

小麦苗期害虫，可能是由于黄淮海麦区种植方式

改变，为其创造了适宜的生态环境。这与近年来

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方式改变，导致二点委夜蛾

暴发的现象相似（江幸福等，2011；王振营等，

2012）。其一，白眉野草螟幼虫喜阴暗、在麦苗

茎基部和幼嫩叶片上取食，麦株茎基部和周围土

壤表面小环境阴蔽、覆盖度高，有利于其取食。

近年来，各地禁烧秸秆、提倡秸秆还田，实行免

耕或少耕等耕作措施，客观上造成了适宜的取食

条件和生活环境。其二，白眉野草螟以老熟幼虫

在土壤浅层结滞育茧越夏，麦收后、下茬作物种

植之前是否耕翻，是决定其能否安全越夏的关键

因素。近年来，黄淮海麦区普遍实行小麦-玉米/
小麦-大豆等旱作物轮作，麦收后不耕翻或少耕

翻，有的还进行套作和间作，减少了对越夏滞育

茧的机械破坏作用，有利于其种群积累。其三，

白眉野草螟成虫产卵期集中在 9 月下旬至 10 月

上旬，与当地冬小麦秋播后出苗期一致，避开了

播前土壤翻耕，有利于其幼虫孵化和存活。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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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野草螟以低龄幼虫越冬，即整个冬季不存在

滞育或发育停滞状态，冬季温度条件对其个体存

活和种群延续有重要影响。据相关文献报道，我

国主要农区的年平均温度自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

呈逐年增加趋势，且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

始，暖冬明显（张蕾等，2012），且近年来冬季

变暖的趋势在我国北方更为明显（郭志梅等，

2013）。因此，冬季变暖为白眉野草螟顺利越冬

和种群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是其能够在黄淮海

麦区农田生态环境中建立稳定种群的重要诱因。

3.2 及时监测和掌握分布范围是白眉野草螟防

患未然的首要条件

吸取二点委夜蛾暴发危害的教训（江幸福

等，2011；王振营等，2012），黄淮海麦区应提

高警惕，加强监测，及早组织普查，掌握其发生

分布范围，做到早发现早控制。研究结果表明，

白眉野草螟为一化性昆虫，成虫秋季集中羽化产

卵，以低龄幼虫越冬并在早春为害，以老熟幼虫

结滞育茧越夏，这三个阶段是决定其种群维系的

关键时期。据此，应重点做好以下两个时期的监

测：一是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灯诱成虫，由于

成虫对黑光灯具有较好趋性，以常规虫情测报灯

诱测的成虫发生数量，可作为翌年发生危害程度

预测、指导拌种和秋季防治的依据，并可进一步

摸清其发生分布范围；二是越冬前和早春调查幼

虫和麦苗受害情况，重点针对有秸秆覆盖、未进

行种前处理的田块进行调查，注意查找茎基部、

叶片上孔洞和缺刻，并“顺藤摸瓜”查找受害株

根茎处和根际土壤中幼虫，通过田间症状和幼虫

形态，确认其发生为害程度，掌握田间分布情况

和为害动态，指导做好春季防治。

3.3 针对重要时期防治是控制白眉野草螟为害

的关键措施

秋季成虫羽化期、早春低龄幼虫为害始期、

夏季滞育期是防控白眉野草螟的关键时期。在发

现为害后，可实施秋季种子、土壤处理和返青期

灌根、喷药等化学防治措施（彭赫等，2013；曾

娟等，2013）。即小麦播种前用辛硫磷或吡虫啉

等杀虫剂拌种，或用辛硫磷或毒死蜱颗粒剂进行

土壤处理；浇返青水时随水灌药，用 48%毒死蜱

乳油（每 667 m2 200~250 mL），浇地时灌入田

中；小麦返青期喷灌麦苗，用 48%毒死蜱乳油或

4.5%高效氟氯氰菊酯乳油，可以将喷头拧下，或

用直喷头喷根茎部，药液量要大，以保证渗到小

麦根围害虫藏匿处。此外，还可采取灯光诱杀、

耕灌等物理和农业措施进行种群控制。即在发生

为害严重地区，于 9—10 月在麦田周围安装频振

式杀虫灯，诱杀成虫，降低田间成虫数量和产卵

基数；在麦收后彻底耕翻或灌水，破坏其滞育茧

和越夏场所，或利用夏季的降水，在不影响作物

生长的前提下，延长田间积水时间，有效压低越

夏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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