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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园二斑叶螨高效防治药剂筛选* 
李  强**  门兴元  徐清芳  于  毅  张安盛  孙廷林  李丽莉***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山东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00） 

摘  要  【目的】 为解决当前苹果园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抗药性高、防治效果差、用药量大的问
题，评价当前登记药剂及果园正在使用的药剂对二斑叶螨的防治效果。【方法】 采用室内生测的方法比较

了 10 种登记药剂，9 种果园正在使用的药剂对二斑叶螨的毒力效果。【结果】 选用的登记药剂中，80%
的药剂对二斑叶螨效果差，甚至失去控制作用，防治效果低于 66.67%，仅双甲脒、阿维菌素 48 h防效在
92.68%以上；果园常用药剂螺螨酯、虫酰肼、噻虫啉对二斑叶螨均表现出很好的防治效果，48 h防效达到
84.09%-100%。【结论】 目前 80%以上的登记单剂药剂对二斑叶螨失去了防控效果，这是果园二斑叶螨防
效差的主要原因，常用药剂螺螨酯、虫酰肼、噻虫啉等对二斑叶螨防效好。建议增加高效药剂登记或更换

防治药剂，保证对二斑叶螨的防效，降低果园用药量，提高果园用药系统的精准性。二斑叶螨防治不能仅

依赖化学药剂，要充分发挥果园生态系统的自然控害功能，延缓抗药性发展。 
关键词  二斑叶螨；防治药剂；防治策略 

Selection of control chemicals for Tetranychus urticae Koch 
LI Qiang**  MEN Xing-Yuan  XU Qing-Fang  YU Yi   

ZHANG An-Sheng  SUN Ting-Lin  LI Li-Li*** 
(Key Laboratory for Plant Virology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Shan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igh resistance, undeal effect and large dosage in the control of 

Tetranychus urticae in orchards, the control effects of registered pesticides and pesticides in use in orchards on Tetranychus 

urticae were evaluated. [Methods]  The toxicity of 10 registered pesticides and 9 pesticides in use in orchards on T. urticae 

were bioassayed in lab. [Results]  Eighty percentage of the registered pesticide got bad effect, which was less than 66.67%. 

Only Amitraz and Avermectin had more than 92.68% control effect in 48 hours. Spirodiclofen, tebufenozide and thiacloprid, 

which are used currently in orchards, all showed good control effect, which could reach 84.09%-100% within 48 hours. 

[Conclusion]  At present, more than 80% of the registered single pesticides have lost their control effect on T. urticae,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bad control effect in orchards. Spirodiclofen, tebufenozide and thiacloprid, have good control effect 

on T. urticae. our result suggests to add the registration of highly effective pesticides or change the pesticides, which can 

ensure the control effect, reduce the dosage of pesticides and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medication system in orchards. 

Controlling T. urticae should not only rely on chemical pesticides, but also give full play to the natural control function of the 

orchard ecosystem, to decrease the insecticide-resistance. 

Key words  Tetranychus urticae; control pesticides; control strategy 

 

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Koch一种重要
的世界性害虫，属蜱螨目（Acarina），叶螨科

（Tetranychidae），是叶螨科中食性最广的物种，
其寄主植物包含了果树、蔬菜、油料、花卉等（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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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娟等，2011），目前已超过 140 科 1 100 余种
（Grbic et al.，2011；Castilho et al.，2015；Bi 
et al.，2016）。据高越等（2019）研究结果显示，
在我国北方苹果园发生的 3 种叶螨中，二斑叶
螨发生量占 22.67%，但因为其种群增长和转移
危害速度最快，现已逐渐成为果树上的重要害螨

之一（仇贵生等，2012；洪晓月等，2013）。其
危害聚集度高，不仅抑制光合作用，严重时更会

造成叶片焦枯脱落、整株死亡，对果树的产量和

质量均造成很大影响（胡尊瑞等，2017）。张金
勇和陈汉杰（2013）的调查结果显示：害螨是每
个苹果园最普遍的防治对象，杀螨剂的使用少则

2遍，多则 3-4遍。长期以来因缺乏对二斑叶螨
防治的正确指导，生产中存在着不定期喷施保险

药，随意增加药液浓度、喷洒量和喷撒次数等现

象。因此，农药的大量、不合理的使用，造成了

二斑叶螨对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

酯类等多种杀虫、杀螨剂的抗性，并且产生了严

重的抗性和交互抗性（赵卫东等，2001，2003；
王开运等，2002；Van et al.，2009；刘庆娟等，
2012）。 
选择高效药剂是害虫精准防治的基础，生产

中急需评价筛选对二斑叶螨高效药剂，并根据药

剂的特点提出合理的使用方案。苹果园生态系统

中害虫种类多，常混合发生，许多常用杀虫剂在

防治靶标害虫同时兼治了非靶标的二斑叶螨。为

此，笔者查阅了中国农药信息网的登记信息、调

查了苹果园二斑叶螨发生期常用杀虫剂的种类。

截至 2019 年 6 月，共检索到登记并使用在果树
二斑叶螨的药剂有 41个，其中单剂 19个，复配
剂 22 个；单剂产品包括阿维菌素和腈吡螨酯，
阿维菌素的产品占 94.74%，腈吡螨酯占 5.26%；
复配产品中，阿维·哒螨灵最多，占 54.55%；
阿维·三唑锡占 15.79%；唑螨·三唑锡和阿维·矿
物油各占 10.53%，阿维·高氯、噻酮·炔螨特、
唑酯·炔螨特和四螨·联苯肼均只有 1种。登记
在果园叶螨的药剂有 67个，其中单剂 37个，阿
维菌素的产品最多，占 26.87%，其次是哒螨灵，
占 14.93%；复配药剂中，阿维·哒螨灵数量最

多，占 40%。本研究根据药剂的类型和在生产中
选用使用的比例，选择 10 种登记在叶螨的药剂
和 9种果园正在使用的药剂。在室内，对二斑叶
螨的毒力效果进行评价，以期减少果园农药使用

量，保障苹果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并为防治二斑

叶螨的精准选药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叶螨：采自田间的二斑叶螨，在养虫室

内用菜豆苗饲养繁殖并建立稳定的实验室种群，

用于试验，养虫室条件：（25±1） ℃，L∶D=16∶
8，RH=60%±10%。 

供试药剂：中国农药信息网上登记的 10 种
防治叶螨的药剂和果园常用 9种药剂，具体药剂
见表 1。 

1.2  试验方法 

按照药剂推荐的制剂用药量，用蒸馏水将药

剂稀释成推荐用量的高低两个浓度，具体稀释倍

数见表 2。在室内，除螺螨酯外，本研究测定了
药剂对二斑叶螨成螨的防治效果；而螺螨酯推荐

用于防治卵和若螨，因此测定了螺螨酯对二斑叶

螨卵和若螨的防治效果。 
1.2.1  螺螨酯对二斑叶螨卵和若螨的室内防效

测定 
1.2.1.1  螨卵的室内防效测定参照  FAO 推荐
的叶片残毒法（FAO，1980）。从未喷洒过药剂
的菜豆苗上采集叶片，将叶片剪成 2 cm×2 cm小
方块，叶面朝下置于海绵水隔离台上，每个隔离

台放一张叶片。挑选 10 头雌成螨放在叶上，置
于（25±1）℃，L∶D=16∶8，RH=60%±10%
的光照培养箱中，24 h 后移除成螨，检查并记
录卵的数量。用上述质量浓度的药液浸渍处理带

卵叶片 10 s，取出后置于吸水纸上，晾干后再放
回水隔离台上。每个药剂浓度处理重复 3次。以
清水处理作对照，将带卵的叶片置于（25±1） ℃，
L∶D=16∶8，RH=60%±10%的光照培养箱中，
待卵孵化并发育至若螨时，在显微镜下检查若螨 
 
 



·1266·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56卷 
 

 

  

表 1  供试药剂、有效成分含量和生产厂家 
Table 1  Pesticides, active component and manufacturer 

供试药剂 
Pesticides 

有效成分含量 
Active component 

生产厂家 
Manufacturer 

双甲脒乳油 Amitraz EC 200 g/L 爱利思达生命科学株式会社 

阿维菌素乳油 Avermectin EC 1.8% 浙江海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炔螨特乳油 Propargite EC 73% 麦德梅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联苯菊酯乳油 Bifenthrin EC 100 g/L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哒螨灵悬浮剂 Pyridaben SC 30% 青岛星牌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哒螨灵乳油 Pyridaben EC 15%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唑锡悬浮剂 Azocyclotin SC 20% 台州市大鹏药业有限公司 

哒螨灵可湿性粉剂 Pyridaben WP 10%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哒螨灵悬浮剂 Pyridaben SC 40%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螨嗪悬浮剂 Clofentezine SC 500 g/L 陕西康禾立丰生物科技药业有限公司

螺螨酯悬浮剂 Spirodiclofen SC 29% 浙江威尔达化工有限公司 

虫酰肼悬浮剂 Tebufenozide CS 20% 济南天邦化工有限公司 

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Thiacloprid SC 2% 山东国润生物农药有限责任公司 

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Sulfoxaflor SC 22%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甲氧虫酰肼悬浮剂 Methoxyfenozide SC 240 g/L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螺虫乙酯悬浮剂 Spirotetramat SC 22.4% 拜耳股份公司 

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Cyantraniliprole OD 10% 美国杜邦公司 

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Chlorantraniliprole SC 200 g/L 美国杜邦公司 

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 Chlorantraniliprole WG 35% 美国杜邦公司 

 
的死亡数量。 
1.2.1.2  若螨的室内防效测定按照方法  获取
二斑叶螨同一天产下的卵，待卵孵化发育至 2日
龄若螨时，用上述质量浓度的药剂处理，每个药

剂浓度处理重复 3次，以清水处理作对照，置于
（25±1） ℃，L∶D=16∶8，RH=60%±10%的
光照培养箱中，48 h 后检查并记录若螨的死亡 
情况。 
1.2.2  药剂对二斑叶螨雌成虫的室内防效测定 

试验前，将双面胶带剪成 2 cm长并贴在载
玻片的一端，揭去胶带上的纸片，用于粘贴雌成

螨。用零号毛笔挑选大小一致、体色鲜艳、行动

灵活的雌成螨 15头，将其背部粘在双面胶带上，
每片粘 3行，每行粘 5头。试验采用玻片浸渍法
（农业标准编辑部，2008），将带螨玻片的一端
浸入上述质量浓度的药液中，轻轻摇动 10 s后取 

出，迅速用吸水纸吸干螨体及其周围多余的药

液。置于水隔离饲养台上，置于（25±1）℃，L∶
D=16∶8，RH=60%±10%的光照培养箱中培养。
48 h后，于体视镜下观察成螨的存活情况。用毛
笔轻触螨体，以螨足不动视为死亡。每种药剂浓

度重复 3次，以浸渍清水作为对照。 

1.3  防效计算方法 

a a

b b
% 1 100T C

T C
 

   





防效（ ） （徐汉虹，2007） 

式中：Ta为处理组存活的个体数量；Tb为处

理组的总个体数量；Ca 为对照组存活的个体数

量；Cb为对照组的总个体数量。 

1.4  数据分析 

以 Excel 2007进行数据汇总处理，DPSv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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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中完全随机统计单因素 ANOVA进行方差分
析，防治效果显著性采用 LSD法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登记药剂对二斑叶螨的室内防效 

登记药剂对二斑叶螨的室内防效见表 2。从
表 2中可以看出，200 g/L双甲脒乳油和 1.8%阿
维菌素乳油对二斑叶螨具有较好的防效。200 g/L
双甲脒乳油稀释 1 000倍、1 500倍和 1.8%阿维
菌素乳油稀释 3 000 倍 48 h 后防治效果能达到
100%，1.8%阿维菌素乳油 4 000倍药后 48 h防
治效果能达到 92.68%；73%炔螨特乳油高浓度、
100 g/L联苯菊酯乳油 2个浓度和 30%哒螨灵悬
浮剂高浓度对二斑叶螨的防效达到 60%；其他各
处理防效均较差，在 40%以下，且与其他药剂差
异显著（F=27.899，P0.01）。以上结果表明，
1.8%阿维菌素乳油和 200 g/L双甲脒乳油对防治
二斑叶螨具有理想的防治效果。 

2.2  果园常用药剂对二斑叶螨的室内防效 

果园常用药剂对二斑叶螨的室内防效见表

3。从表 3中可以看出，29%螺螨酯悬浮剂、20%
虫酰肼悬浮剂和 2%噻虫啉微囊悬浮剂对二斑叶
螨的防治效果较好；29%螺螨酯悬浮剂推荐浓度
处理下对二斑叶螨的卵和若螨的防效均达到

91.08%以上；虫酰肼和噻虫啉对二斑叶螨成虫室
内防效达到 84.09%以上；22%氟啶虫胺腈悬浮
剂、240 g/L 甲氧虫酰肼悬浮剂、35%氯虫苯甲
酰胺水分散粒剂、22.4%螺虫乙酯悬浮剂、10%
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和 200 g/L氯虫苯甲
酰胺悬浮剂两种推荐浓度处理下的防效均较差，

均不足 20%。结果表明，螺螨酯是对二斑叶螨的
卵、若螨有理想的室内防治效果；2%噻虫啉微
囊悬浮剂和 20%虫酰肼悬浮剂高、低推荐浓度对
二斑叶螨均表现出很好的防治效果。 

3  讨论 

目前，二斑叶螨的抗药性增强，且果园防治

二斑叶螨存在用药量大、滥用药的现象普遍。从 

表 2  登记药剂对二斑叶螨的室内防效 
Table 2  Indoor control effect of registered  

pesticides on Tetranychus urticae 

供试药剂 
Pesticides 

稀释倍数（倍） 
Dilution 
multiple 

防效（%） 
Control effect

1 000 100.00±0.00a 200 g/L双甲脒乳油 
200 g/L Amitraz EC 1 500 100.00±0.00a 

3 000 100.00±0.00a 1.8%阿维菌素乳油 
1.8% Avermectin EC 4 000 92.68±0.00a 

1 000 66.67±8.20b 73%炔螨特乳油 
73% Propargite EC 2 000 28.57±7.14cde

2 000 65.91±7.88b 100 g/L联苯菊酯乳油
100 g/L Bifenthrin EC 3 000 63.64±10.38b 

2 000 63.66±8.19b 30%哒螨灵悬浮剂 
30% Pyridaben SC 4 000 25.58±16.28cde

3 000 39.54±10.14c 15%哒螨灵乳油 
15% Pyridaben EC 3 350 15.84±4.05efg

1 000 34.09±2.27cd 20% 三唑锡悬浮剂 
20% Azocyclotin SC 2 000 20.45±4.55def

3 000 13.23±7.68efgh10%哒螨灵可湿性粉剂
10% Pyridaben WP 4 000 4.22±5.74fgh

5 000 4.22±5.74fgh40%哒螨灵悬浮剂 
40% Pyridaben SC 7 000 －2.32±2.33h 

5 000 －2.44±7.32h 500 g/L 四螨嗪悬浮剂
500 g/L Clofentezine SC 6 000 0.00±2.44gh 

表中数据为 3 次数据的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按
DPSV7.05软件完全随机统计单因素 ANOVA，事后多重
比较 LSD 法进行统计分析，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value ± standard error 
of three times of data. The data in the same column are 
completely random statistical single factor ANOVA 
according to dpsv 7.05 software. After multiple comparison, 
LSD method i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Data with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本研究结果来看，选用的叶螨登记单剂产品中

80%的药剂对二斑叶螨的防效较差，且达不到理
想的防治效果，仅双甲脒乳油和阿维菌素乳油对

二斑叶螨的防治效果较好。这可能是造成果园二

斑叶螨防治困难的主要原因。双甲脒是广谱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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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果园常用药剂对二斑叶螨的室内防效 
Table 3  Indoor control effect of pesticides in use in orchards on Tetranychus urticae 

供试药剂 
Pesticides 

稀释倍数（倍）
Dilution multiple

防效（%） 
Control effect 

    4 800 96.65±1.02a（若螨 Nymphs）29%螺螨酯悬浮剂 29% Spirodiclofen SC 

    5 800 91.16±1.92a（若螨 Nymphs）

    4 800 91.08±2.25a（卵 Eggs）29%螺螨酯悬浮剂 29% Spirodiclofen SC 

    5 800 95.25±2.78a（卵 Eggs）

    1 000 93.18±3.94a 20%虫酰肼悬浮剂 20% Tebufenozide SC 

    2 000 97.73±2.27a 

    1 000 88.67±4.54a 2%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2% Thiacloprid CS 

    2 000 84.09±6.01a 

    3 000 13.64±8.19b 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22% Sulfoxaflor SC 

    4 500 0.00±2.27b 

    3 000 13.64±6.01b 240 g/L甲氧虫酰肼悬浮剂 240 g/L Methoxyfenozide SC 

    5 000 2.28±2.27b 

    4 000 4.88±7.32b 22.4%螺虫乙酯悬浮剂 22.4% Spirotetramat SC 

    5 000 7.32±2.44b 

    1 500 4.73±4.36b 1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10% Cyantraniliprole OD 

    2 000 4.88±4.23b 

    7 000 0.00±2.44b 200 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200 g/L Chlorantraniliprole SC 

    10 000 2.13±6.40b 

    7 000 9.75±15.99b 35%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 35% Chlorantraniliprole WG 

    10 000 －0.15±2.52b 

 
等毒性的杀螨剂，高、低推荐浓度对二斑叶螨

48 h防效均达到 100%。杨丽梅等（2019）研究
200 g/L双甲脒稀释 1 000倍对二斑叶螨的防治
效果结果显示，药后 7 d 对二斑叶螨仍可达到
96%，但在实际生产中很少应用双甲脒防治二斑
叶螨。高越等（2019）对全国 25 个苹果试验站
9年的杀螨剂应用的调查结果显示，双甲脒仅在
2010 年苹果园使用。作者调查发现，双甲脒药
剂在生产中也不多见。基于本研究，在二斑叶螨

发生较重、其他防治药剂失效的情况下，可以选

用双甲脒。阿维菌素是一种广谱性神经毒剂，高、

低推荐浓度对二斑叶螨均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48 h防效达到 92%以上，尽管王新会等（2019）
和杨丽梅等（2019）试验结果显示阿维菌素对二
斑叶螨防效差，甚至建议停用，但高越等（2019）

对全国苹果园的调查结果显示，阿维菌素仍是苹

果园防治二斑叶螨使用最多的药剂。作者认为，

其对蚜虫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对食心虫具有一

定的兼治效果（高越等，2017）。建议根据当地
二斑叶螨的抗性水平和其他害虫的发生情况，选

用阿维菌素与其他药剂交替使用，兼治其他害

虫。果园中防治二斑叶螨较好的药剂，包括螺螨

酯、虫酰肼和噻虫啉。螺螨酯是一种新型杀螨剂，

其作用机理是干扰螨类体内的脂肪合成，破坏螨

虫的能量代谢活动，最终杀死害螨（李忠洲等，

2013）。本研究结果显示螺螨酯对二斑叶螨卵和
若螨 48 h的防效可达到 91%以上。Marcic（2007）
的研究表明虽然螺螨酯对成螨的效果一般，但会

干扰雌成螨的生殖力，降低卵的孵化率，同时与

现有杀螨剂之间无交互抗性，因此可在二斑叶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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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的区域或园片使用；虫酰肼是非甾族新型

昆虫生长调节剂，与传统药剂相比具有很高的选

择性，对哺乳动物及非靶标生物十分安全，属环

境友好型农药，且对鳞翅目害虫防效较好（崔全

敏等，2008）。本研究发现虫酰肼对二斑叶螨成
虫 48 h的防效达到 93%以上，建议在二斑叶螨
与其它鳞翅目害虫混合发生时使用虫酰肼可达

到较理想的防治效果。噻虫啉是一种新型氯代烟

碱类杀虫剂，与其它传统杀虫剂作用机理不同，

其主要作用于昆虫神经接合后膜，干扰昆虫神经

系统正常传导，速效且持效（谢心宏和王福久，

2001）。近年来，噻虫啉对天牛表现出较好的防
治效果（刘刚等，2019），对蜜蜂的毒性远低于
噻虫嗪和吡虫啉，48 h的 LD50仅为其他两种新

烟碱类杀虫剂 1/1 000以下（Blacquiere et al.，
2012）。本研究结果发现，噻虫啉对二斑叶螨成
虫的防效达到 84%以上，可以作为果园防治二斑
叶螨的一种储备药剂。此外，本研究发现登记在

果树叶螨上 80%左右的单剂产品对二斑叶螨失
去控制作用，建议加强二斑叶螨高效药剂的登记

或更替，提高对二斑叶螨的防效，降低果园的用

药量。 
二斑叶螨防治难的原因一是药剂低效，二是

其抗性的增加，而化学农药的使用必将继续增加

二斑叶螨的抗性风险，导致未来防治难度的增

加。因此，二斑叶螨的防治要立足果树和果园健

康，充分发挥苹果园生态系统的自然控害功能，

变消灭为调节，构建稳定、多元化的果园生态系

统，摆脱对化学农药的依赖。在防治上，一是要

适当放宽防治指标，定期查看，不达防治指标不

进行化学防治，考虑生态因素，制定生态防治指

标；二是充分发挥自然天敌的控害功能，通过种

植功能植物给自然天敌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及

庇护所，尝试释放或助迁天敌防治二斑叶螨，比

较成熟的天敌产品如塔六点蓟马 Scolothrips 
takahashii Priesner（张金勇和陈汉杰，2013）、
巴氏新小绥螨 Neoseiulus barkeri （Hughes）（徐
学农等，2015）等。还可通过提供诱集食物引诱
天敌自然入迁，如张金勇和陈汉杰（2013）通过
引入林木上的微小螨类增加捕食螨数量来丰富

苹果叶片微生态的食物网结构，保护叶片免遭害

螨为害；三是充分利用农业和物理防治手段，例

如根据二斑叶螨越冬后爬树的生物学特性，利用

粘虫诱集带进行防治；四是精准选药，首先要选

用对环境友好、天敌安全的药剂，已经产生抗性

的药剂尽量不选用，不同类型的药剂要轮换使

用，同时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使用，不随意加大

喷药量和使用次数。同时还要根据药剂的特点及

防治谱，以及果园二斑叶螨及其他害虫的发生现

状合理选药，让药剂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综上所述，本研究测定的 10 种登记防治叶

螨的药剂中，80%的种类对二斑叶螨防治效果
差，而果园常用的螺螨酯、虫酰肼悬和噻虫啉对

二斑叶螨表现出理想防治效果。因此，在生产中

亟需登记更多的用于防治二斑叶螨的高效药剂，

以提高果园精准防治水平，降低果园用化学杀虫

剂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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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潜麦蛾 Tuta absoluta (Povolny)危害状（叶片） 
  
番茄潜麦蛾隶属于鳞翅目（Lepidoptera）麦蛾科（Gelechiidae），原产南美洲。该虫 2006年入侵

西班牙，随后迅速扩散到北非和欧洲许多国家。番茄潜叶蛾严重危害温室和露天的番茄，受害的番

茄果实会丧失经济价值，经济损失可达 50%-100%，国际马铃薯中心认为番茄潜叶蛾是威胁全球番茄
生产的最严重害虫之一。 
番茄潜叶蛾也被报道危害土豆、茄子和菜豆。番茄潜叶蛾性诱剂诱捕器可以作为监测预报的有

效手段，对成虫的诱杀效果也非常好，尤其在温室中可以减少害虫种群数量并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次

数。番茄潜麦蛾的防治可以参照：1）在种植之前大量诱捕，2）清除土壤中的作物残茬，3）种植后
8-10 d在灌溉水中使用吡虫啉，4）最后一批果实收获后立即清除作物残茬。 

 
（张润志，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