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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玉米田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发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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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明确齐齐哈尔市玉米田双斑长跗萤叶甲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成虫发生规律，为该

害虫的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7-2019 年，通过在齐齐哈尔市玉米田间罩网，定

点观察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羽化动态、虫体大小、发生数量与温度及降雨量的关系。【结果】 成虫羽化出

土始见期在 7 月上中旬，初期羽化出土的成虫虫体偏小；7 月下旬-8 月上旬为成虫羽化出土高峰期，虫体

的长度与宽度明显增大，8 月上中旬，羽化出土的成虫虫体达到最大值；8 月中旬以后羽化出土成虫数量

明显下降，成虫虫体的长度与宽度逐渐减小；到 8 月下旬-9 月上旬只有少量的成虫羽化出土，成虫虫体的

大小与初期羽化出土期的相近；9 月中旬以后零星羽化出土的成虫虫体大小达到最小值；9 月下旬以后未

见有成虫羽化出土，10 月上旬田间成虫消失。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羽化出土持续时间在 61-74 d，平均 1 m2

玉米田羽化出土的成虫 12.0-97.8 头。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羽化出土始见期、盛发期、持续时间影

响较大，5-7 月温度高有利于成虫羽化出土。降雨量对羽化出土的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总量影响较大，6-8

月降雨量大羽化出土的成虫数量减少。【结论】 齐齐哈尔玉米田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在 7 月上中旬羽化出

土，8 月上中旬达到高峰，与当地玉米抽雄吐丝期相遇，8 月中旬后成虫羽化数量明显减少，8 月下至 9

月初仅有零星羽化出土，9 月下旬无新羽化出土，10 月上旬田间成虫消失。成虫虫体大小与羽化时期密切

相关，以羽化盛期的虫体最大。温度和降水影响成虫的羽化时间和数量。 

关键词  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发生规律；玉米田 

Occurrence of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adults in cornfields in Qiqihar 

ZHAO Xiu-Mei1**  ZHENG Xu1  GUO Jing-Fei2  LIU Ying3  LUO Bao-J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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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timing of occurrence of adults of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in cornfields in Qiqihar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ecasting and developing an IPM strategy for this pest. [Methods]  The emergence 

dynamics and body size (length and width) of M. hieroglyphica adults were systemically measured in cornfields by covering 

fixed sites with nets in from 2017 to 2019. [Results]  The first adults were found in early to mid-July with the peak of 

emergence occurring from mid-July to early August, The number of emerged adul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mid-August, 

with few emerging from late-August to early September. No newly emerged adults were observed after mid-September and all 

had disappeared by early October. The adult post-emergence period was 61 d to 74 d, and the number of adults per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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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 ranged from 12.0 to 97.8. Adults were smaller in terms of length and width at the beginning of emergence, were of 

maximum size during the peak of emergence, and then of a similar size to that observed duri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emergence. 

Temperatur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nitial and peak emergence, and the duration of emergence. High temperatures 

during May-July were beneficial to adult emergence. More rainfall from June to August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adults that 

emerged. [Conclusion]  The first adult M. hieroglyphica emerged in cornfields in Qiqihar in early to mid-July, and the 

majority in early to mid-August. The number of emerged adults dec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mid-August, with few emerging 

from late August to early September. No newly emerged adults were observed in late September. The length and width of 

emerged adults was related to the timing of emergence, being greatest during the peak of emergence.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affected the emergence time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adults that emerged. 

Key words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adults; occurrence; cornfield 

双斑长跗萤叶甲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Motschulsky），属鞘翅目 Coleoptera、叶甲科

Chrysomelidae、萤叶甲亚科 Calerucinae，又称双

斑萤叶甲（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分类区系

室叶甲组等，1979；虞佩玉等，1996）。成虫主

要为害玉米、大豆、水稻、谷子、高粱、棉花、

杂豆、花生、马铃薯、向日葵、蔬菜等多种作物

的叶片、花和果穗，具有为害作物种类多、为害

期长等特点（程宏祚和李雪琴，1993；王少山等，

2004；陈静等，2007；李广伟，2008；聂强和孙

强，2009）。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在玉米叶片背

面沿两叶脉间纵向取食下表皮及叶肉，仅残留上

表皮和叶脉，形成透明斑，严重时透明斑相连成

片，上表皮干枯脱落后，叶片支离破碎，影响玉

米的光合作用。玉米抽雄吐丝后，成虫又群集取

食为害雄穗、花丝、苞叶及幼嫩籽粒，加重穗腐

病发生，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和品质（石洁和王

振营，2011；赵秀梅等，2011；邵天玉等，2014；

张聪等，2014）。 

2001 年，陕西省岐山县报道了双斑长跗萤

叶甲为害玉米，之后其发生呈加重趋势，危害区

域和面积不断扩大（石洁等，2005；王立仁等，

2006）。2007 年辽宁省多地玉米田普遍发生双斑

长跗萤叶甲为害（杨海龙等，2008）；2008 年

黑龙江省发现其为害玉米；2010 年在新疆玛纳

斯玉米田出现为害（李虎等，2016）。目前，双

斑长跗萤叶甲已经成为北方春玉米区玉米的重

要害虫（张聪等，2013），且在黄淮海为害呈上

升趋势（王振营和王晓鸣，2019）。2008 年以

前，双斑长跗萤叶甲在齐齐哈尔地区玉米田零星

为害；之后种群数量增加迅速，发生面积不断扩

大，田间为害也呈逐年加重趋势，上升为玉米的

主要害虫，为害时间长达 3 个月。2016-2017 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部分玉米田块百株虫量

高达 2 000 余头，被害株率 100%，对玉米生产

造成严重威胁。 

为明确齐齐哈尔市玉米田双斑长跗萤叶甲

成虫发生规律，2017-2019 年，通过田间罩网，

定点观察成虫羽化动态、虫体大小以及成虫发生

数量与温度、降雨量的关系，为开展预测预报和

适时有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点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

分院试验基地（47°16′3″N，123°41′9″E）。选择

地势平坦，具备喷灌条件的玉米田块做试验地。

试验地为碳酸盐黑钙土，土壤肥力中等，有机质

含量 2.91%，土壤 pH 7.66，常年玉米连作。 

1.2  玉米品种及种植方式 

试验用玉米品种为当地常规种植品种嫩单

8，株高 160-180 cm，生育期 107 d，需≥10 ℃

活动积温 2 320 ℃。2017-2019 年，试验小区玉

米于 5 月 5 日-5 月 10 日播种，机械开沟，人工

点播；5 月 18 日-5 月 28 日出苗，喷灌 1-2 次，

人工除草；6 月 23 日-7 月 1 日小区罩网，罩网时田

间均未见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玉米整个生育期

未施用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有影响的化学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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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方法 

2017-2019 年，分别选择上一年双斑长跗萤

叶甲成虫发生较重的玉米田块，在玉米出苗后，

田间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未出现前进行田间罩

网（100 目尼龙网），定期调查罩网小区中羽化

出土成虫数量。罩网小区 10.4 m2（4 m×2.6 m× 

2.6 m），每个罩网小区玉米株数不少于 70 株，3

次重复。 

1.4  调查数据获取与分析 

记录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始现日期，之后每

隔 5-7 d 调查罩网小区内羽化出土的成虫数量，

直至玉米收获。每次调查完后将小区内的双斑长

跗萤叶甲成虫用捕虫盒全部带出，并用指形管随

机采集成虫 20 头，并立即放到 0-4 ℃冰箱内预

处理 12-24 h，待其不活跃后，用游标卡尺分别

测量成虫的体长及体宽，取其平均值。结合当地

4-9 月份的平均温度及降水情况分析其对成虫种

群消长动态的影响。采用 Excel 2010 软件对原

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作图，采用 Pearson 相

关系数法对羽化出土的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数

量与温度和降水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成虫羽化规律 

齐齐哈尔市玉米田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羽

化出土始见期在 7 月上中旬，此时玉米正值大喇

叭口期，2018 年成虫羽化出土始见日最早（7 月

6 日），2019 年始见日最晚（7 月 14 日）；之后

种群数量快速增加，7 月下旬-8 月上旬正值玉米

抽雄吐丝期，田间成虫羽化出土达到高峰期，以

2017 年高峰日出现最早（7 月 19 日），2019 年

高峰日出现最晚（8 月 14 日）；8 月中旬玉米进

入灌浆期，羽化出土的成虫数量明显下降，但此

时田间种群数量累加达到高峰；8 月下旬-9 月上

旬玉米进入乳熟期，尚有少量的成虫羽化出土；

9 月中旬玉米进入蜡熟期时只有零星成虫羽化出

土；9 月下旬以后玉米进入完熟期，未见有新的

成虫羽化出土；10 月上旬玉米进入收获期，田

间成虫消失（图 1）。2017-2019 年，双斑长跗萤

叶甲成虫羽化出土持续时间分别为 74、73 和

61 d，平均 1 m2 玉米田羽化出土的成虫数量分别

为 97.8、15.6 和 12.0 头，年际间差异显著。 
 

 
 

图 1  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发生动态 

Fig. 1  Dynamics of adults of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图中标有不同小写英文字母表示差异 

显著（P<0.05）。下图同。 

Figure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5 level (<0.05). The same below. 

2.2  成虫虫体大小 

7 月上中旬羽化初期出土的双斑长跗萤叶甲

成虫虫体偏小，平均长度 3.11-3.39 mm，宽度

1.60-1.68 mm；之后羽化出土的成虫虫体逐渐增

大，7 月下旬增长较快，此时也是成虫羽化出土

高峰期；8 月上中旬，羽化出土的成虫虫体达到

最大值，平均长度 3.44-3.88 mm，宽度 1.72- 

1.97 mm；8 月中旬以后随着羽化出土的成虫数

量快速下降，羽化出土的成虫虫体长度与宽度逐

渐减小；9 月上旬羽化出土的虫体的大小与羽化

初期的相近；9 月中旬零星羽化出土的虫体大小

为最低值，平均长度 2.80-3.31 mm，宽度 1.53- 

1.55 mm（图 2）。调查中发现双斑长跗萤叶甲雌

雄虫体大小差异不显著，不同时间羽化的个体差

异未超出种群个体差异。 

2.3  成虫羽化与温度的关系 

2017-2018 年，齐齐哈尔市玉米田双斑长跗

萤叶甲成虫于 7 月上旬开始羽化出土，随着温度

升高，羽化出土成虫数量增加；7 月中、下旬平

均温度>25 ℃，羽化出土的成虫数量明显增加， 



·982·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58 卷 

 

 

 
 

图 2  不同时间出土的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长度与宽度 

Fig. 2  Length and breadth of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adults emerged at different time 

 
达到高峰期；8 月上、中旬，羽化出土的成虫数

量随温度的降低而快速减少；8 月下旬-9 月上旬

平均温度<20 ℃，只有零星的成虫羽化出土；9

月中旬以后平均温度<15 ℃，田间没有新羽化的

成虫出现。2019 年，齐齐哈尔市 4 月-8 月平均

温度低于常年，尤其是 5 月-7 月平均温度明显偏

低（表 1），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羽化出土始见

期较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晚 6 d 和 8 d，高峰

期分别推迟 20 d 和 25 d，且成虫羽化持续时间

分别减少 12 d 和 13 d。可见，5 月-7 月平均温度

高，有利于双斑长跗萤叶甲卵的孵化及幼虫发

育，成虫羽化出土始见期、高峰期提前；温度对

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羽化出土始见期、高峰期、

持续时间影响较大，成虫羽化出土时间与温度的

相关系数达到 0.97（P<0.001），为高度正相关。 

2.4  成虫数量与降雨量的关系 

2017 年，齐齐哈尔市 4-9 月总降雨量为

330.3 mm，其中对双斑长跗萤叶甲羽化影响最大

的 6-8 月降雨量为 236.7 mm（表 2），略低于历

年平均降雨量，双斑长跗萤叶甲发生严重，平均

1 m2 玉米田羽化出土的成虫数量为 97.8 头；

2018-2019 年，4-9 月总降雨量分别为 500.4 mm、

539.8 mm，6 月-8 月降雨量分别为 390.0 mm、

473.0 mm（表 2），均显著高于历年平均降雨量，

为近十年来降雨量非常大的年份，双斑长跗萤叶

甲发生明显轻于 2017 年，平均 1 m2 玉米田羽化

出土的成虫数量分别仅为 15.6 头和 12.0 头。可

见，6-8 月的降雨量对羽化出土的成虫总量影响

较大，降雨量大成虫数量减少，羽化出土的成虫

数量与降雨量的相关系数达到﹣ 0.95 （ P< 

0.001），为高度负相关。 

 
表 1  2017-2019 年 4-9 月旬平均温度（℃） 

Table 1  Average temperature on 10-day period of April to September of 2017-2019（℃）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e 7 月 July 8 月 Aug. 9 月 Sep.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年度
Year 

F M L F M L F M L F M L F M L F M L 

2017 9.2 7.5 11.2 16.0 17.9 15.8 16.8 21.6 25.5 26.5 26.1 22.4 23.0 23.3 17.8 16.8 13.8 11.9

2018 3.8 9.1 14.0 13.4 18.7 16.6 22.7 19.7 21.6 23.1 25.4 24.8 22.6 21.4 20.1 15.7 16.8 14.2

2019 3.5 9.6 12.5 15.0 15.5 16.0 18.6 20.8 20.8 21.7 24.8 23.1 21.7 20.2 19.1 20.7 14.2 16.2

F、M、L 分别代表上旬、中旬、下旬。F, M, L indicates the first, middle, last ten-day period of a month, respectively. 

 
表 2  2017-2019 年 4-9 月降雨量（mm） 

Table 2  Rainfall on April to September of 2017-2019 (mm) 

年度 Year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e 7 月 July 8 月 Aug. 9 月 Sep. 合计 Total

2017 3.1 9.6 86.1 34.8 115.8 80.9 330.3 

2018 17.9 15.3 100.6 201.4 88.0  77.2 500.4 

2019 15.0  45.7 99.7 195.1 178.2 6.1 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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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连续 3 年的田间系统观察明确了齐齐哈尔

市玉米田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羽化出土始见期

在 7 月上中旬（玉米大喇叭口期）；7 月下旬-8

月上旬玉米抽雄吐丝期，羽化出土的成虫达到高

峰期；8 月中旬玉米进入灌浆期以后，羽化出土

成虫数量明显下降；8 月下旬-9 月上旬玉米乳熟

期，只有少量的成虫羽化出土；9 月中旬玉米进

入蜡熟期以后，只有零星成虫羽化出土；9 月下

旬玉米完熟期以后未见有成虫羽化出土，10 月

上旬田间成虫消失。邵天玉等（2014）调查发现

黑龙江省玉米田 7 月初始见成虫，7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进入盛发期，9 月中上旬开始消退，与本

研究结果相符。杨海龙等（2008）调查发现辽宁

省玉米田 7 月中旬始见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8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进入盛发期，始见期及盛发期

较本研究结果明显延后。张聪等（2014）在山西

玉米田调查发现 6 月下旬成虫开始羽化出土，8

月初成虫种群数量达到最高峰，8 月中旬以后随

着玉米花丝大部分萎蔫，叶片开始衰老，玉米田

的成虫种群数量也急剧下降，10 月中旬基本消

失；成虫羽化出土始见期较本研究提前 7-10 d，

高峰期基本相同，成虫消失期延后 10-15 d。可

见，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始见期、高峰期和在田

间的消失时间与不同省份、年度、发生地的气候

条件和调查方法等不同有关。研究发现羽化出土

初期的双斑长跗萤叶甲虫体偏小，随着成虫羽化

出土数量增加其虫体长度与宽度逐渐增大，以羽

化盛期的虫体最大；随着成虫羽化出土数量减少

其虫体逐渐变小，9 月中旬以后零星羽化出土的

成虫虫体达到最小值；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虫体

大小与羽化时期密切相关，可能与卵及幼虫发育

质量有关。 

2017-2019 年，齐齐哈尔市双斑长跗萤叶甲

成虫羽化出土始见期最多相差 8 d，高峰期最多

相差达 25 d，持续时间在 61-74 d，平均 1 m2 玉

米田羽化出土的成虫数量在 12.0-97.8 头，年际

间成虫羽化出土持续时间及虫量差异明显。温度

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羽化出土始见期、盛发

期、持续时间影响较大，5-7 月温度高有利于卵

孵化、幼虫发育及成虫羽化出土；降雨尤其是

6-8 月的降雨量对羽化出土的双斑长跗萤叶甲成

虫总量影响较大，降雨量大成虫数量减少。袁海

滨等（2015）研究发现，水稻田双斑长跗萤叶甲

种群盛发期与 5 月份温度有关，温度低则盛发期

推迟，而 6 月份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的盛发期

出现早晚影响较小。本研究因为寄主作物不同且

所处的地区不同，结果略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

一致的。双斑长跗萤叶甲的发生程度受温度、降

雨影响较大，春季温暖湿润有利于越冬卵的孵化

及幼虫的发育，夏季高温干旱成虫发生为害严重

（王立仁等，2006；史树森等，2017），温度和

降水是影响其成虫羽化时间和数量的主要因素。

越冬基数、气候条件、耕作制度、土壤类型等因

素综合影响双斑长跗萤叶甲的发生，各因素如何

影响该虫的发生规律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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