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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明确河南省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的发生特点与科学监测方法，提高本地

草地贪夜蛾监测的精准度。【方法】 对 2019-2021 年河南省利用多种方法监测到的草地贪夜蛾数据进行综

合分析。【结果】 2019-2021 年均在田间查到幼虫为害之后，才监测到成虫。在各县采用的成虫监测方法

中，以性信息素诱集法首次监测到成虫的次数最高，以探照灯诱集法诱捕到的成虫数量最多。2019 年河

南省内最早见虫的地区是豫南，之后依次为豫西南、豫西、豫中、豫东和豫北；2020 和 2021 年最早见虫

的地区均在豫西南，之后依次为豫南、豫中、豫东、豫西和豫北。豫南和豫西南地区 7 月份始见成虫并一

直持续到 10 月中下旬，豫中、豫东和豫北地区 8 月中旬之后成虫量急剧增加，9 月中旬出现成虫高峰期。

在 7 月中旬之前，草地贪夜蛾在河南省的为害面积较小，8 月份之后，为害面积明显增加，豫中、豫东和

豫北地区的为害面积明显比豫南大。在新乡原阳地区抽样调查发现，草地贪夜蛾在晚播玉米上数量较大，

常规夏播玉米上数量很少。【结论】 采用探照灯诱集法与性信息素诱集法相结合，重点调查晚播玉米田的

监测方法，可有效提高草地贪夜蛾监测的敏感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始发日；种群动态；发生规律 

An analysis of monitoring methods and occurrence pattern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Henan in 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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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clarify monitoring methods and occurrence pattern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Henan province 

and thereby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monitoring this important migratory pest. [Methods]  Data on the fall armyworm 

obtained by various monitoring methods in Henan Province from 2019 to 2021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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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were always captured after larvae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Sex pheromone traps usually detected the first adult 

immigration into each region, searchlight trapping captured the most adults. In 2019, S. frugiperda were first detected in the 

south of Henan province, then in the southwest, west, middle, east and north. In 2020 and 2021, S. frugiperda were first 

detected in the southwest, then in the south, middle, east, west, and north. Adults first appeared in southern or southwestern 

Henan in July and were present until mid-to-late October. The number of adults in central, eastern and northern Henan 

increased sharply after mid-August, peaking in mid-September. Before mid-July, the range of the fall armyworm in Henan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small. However, it subsequentl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August. There was a high density of 

larvae on late-sown corn, but numbers were relatively small on conventional summer-sown corn in Yuanyang county, in 

Xinxiang city. [Conclusion]  A combination of trapping using searchlights and sex pheromone lures, plus monitoring the 

abundance of larvae in late-sown corn fields, can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monitoring S. frugiperda. 

Key words  Spodoptera frugiperda; appearance date; population dynamics; occurrence regularity  

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是重大跨

境迁飞性害虫，给全球农业及粮食生产构成严重

威胁（Early et al., 2018; Qi et al., 2021），自 2019

年 1 月经缅甸传入我国后，该虫在之后的 10 个

月内快速扩散至我国 26 个省（区、市）（姜玉英

等，2020），因其环境适应和繁殖能力强，迁飞

距离远等特点，可在南北广大地区迁飞为害（江

幸福等，2019，姜玉英等，2020），严重威胁我

国粮食的安全生产。 

自草地贪夜蛾迁入之日起，全国植保工作者

就开展了大范围的监测工作，获得了大量的调查

资料，并结合害虫的发生及作物种植等情况进行

分区监测与治理。研究表明，每年 1 月份平均温

度 10 ℃等温线以南的区域是草地贪夜蛾的周年

繁殖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 7 个省的部分地区

（姜玉英等，2020；吴孔明，2020），周年繁殖

区的成虫每年春季 4-5 月份开始进入盛发期（吴

若蕾等，2021；齐国君等，2022；唐继洪等，2022；

钟景伟等，2022），并陆续迁往北方各地。在 5

月份之后，我国北方各地也相继监测到草地贪夜

蛾成虫（林培炯等，2020；郭欢乐，2021；张晴

晴等, 2021）。常年的气象条件研究表明，我国南

方的草地贪夜蛾成虫可能分东、西线两条路径迁

入北方的玉米主产区（吴秋琳等，2019；Li et al.，

2020）。河南省常年玉米种植面积在 340 万 hm2

以上，是我国主要的玉米产区之一，在全国草地

贪夜蛾治理区划中被划为草地贪夜蛾的重点防

范区。在 2019-2020 年，草地贪夜蛾 5-6 月迁入

河南省南部区域，8 月份在河南省的发生面积迅

速增长，高空探照灯和性信息素诱捕监测也发现

在 8-9 月可见明显的成虫高峰。田间调查发现草

地贪夜蛾在春播、夏播和秋播玉米上均有发生，

以晚播夏玉米为害最重（刘彬等，2020；徐永伟

等，2021，2022）。在麦播田内也为害玉米次生

苗旁边的小麦，对小麦的安全生产构成威胁（王

江蓉等，2020）。分析 2019 和 2020 年河南省各

监测点的草地贪夜蛾的灯诱数据，发现河南省草

地贪夜蛾经东、西两条迁飞路线迁入河南（孙旭

军等，2021）。这些结果为草地贪夜蛾的监测和

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河南地处我国南北交界带，河南南部信阳和

南阳地区含部分水田，河南中北部地区以旱田为

主，河南西部地区以丘陵为主，是上述草地贪夜

蛾迁入东线和西线的交汇区域，分区域研究河南

各地区的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动态，分析草地贪夜

蛾主要的监测工具对其迁入的敏感性，进一步阐

述该虫在我省的迁入规律，对精准探测草地贪夜

蛾的北迁，精准防控华北各地的草地贪夜蛾具有

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成虫监测 

根据河南省地势特点和作物种植特点，本研

究将河南分成 6 个区域，分别是豫南、豫西南、

豫中、豫西、豫东和豫北地区。其中豫南地区包

括信阳市浉河区、信阳市平桥区、光山县、固始

县、驿城区、平舆县、正阳县、确山县、桐柏县

和泌阳县；豫西南地区包括南部平原地区，包括

南阳市宛城区、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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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新野县、南阳市卧龙区和社旗县；豫西地区

包括孟津县、汝阳县、宜阳县、伊川县、偃师市、

孟州市、栾川县、嵩县、鲁山县、渑池县、灵宝

市、洛宁县、三门峡市湖滨区和济源市；豫东地

区包括郸城县、商丘市梁园区、民权县、虞城县、

夏邑县、永城市、鹿邑县、邯城县、睢县、柘城

县和宁陵县；豫中地区包括新郑市、祥符区、杞

县、尉氏县、兰考县、许昌市建安区、襄城县、

禹州市、长葛市、漯河市郾城区、舞阳县、临颍

县、扶沟县、西华县、商水县、淮阳县、太康县、

项城市、荥阳市、周口市淮阳区、通许县、登封

市和宝丰县；豫北地区包括滑县、浚县、新乡县、

获嘉县、封丘县、卫辉市、辉县市、修武县、武

陟县、清丰县、濮阳县、安阳县、濮阳市华龙区、 

延津县和温县。 

2019-2021 年虫情监测数据源自河南省植物

保护植检站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建设的监测点（表 1），监测方法包括性信息

素诱集法、测报灯诱集法和探照灯诱集法，每日

统计各类诱捕器内草地贪夜蛾的数量，诱捕器每

年 4 月 1 日开始运行，10 月 31 日结束。 

1.2  幼虫监测 

采用作物普查法进行，即各县域级植保推

广工作人员在各自县域范围内流动性调查玉米

植株上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发生情况，确定其是

否发生，记录始发日期，统计全年的发生面积

（667 m2）。 
 

表 1  2019-2021 年 3 种监测工具在各区域的监测点数量 

Table 1  The number of site with three monitoring methods at different districts in 2019-2021 

河南（豫）各区域 Site in Henan 
年份 Year 方法 Methods 

南 South 西南 Southwest 中 Central 西 West 东 East 北 North 
总数 Total

2019 性诱 Pheromone lure  1 1    2 

 测报灯 Blacklight trap  1 1   1 3 

 探照灯 Searchlight trap 1 1 1   1 4 

2020 性诱 Pheromone lure 2 1 3 3 1 3 13 

 测报灯 Blacklight trap 1 1 4 1  3 10 

 探照灯 Searchlight trap 2  4 2 1 2 11 

2021 性诱 Pheromone lure 1 1 5 1 1  9 

 测报灯 Blacklight trap  1 5   1 7 

 探照灯 Searchlight trap 1  5  1 1 8 
 

1.3  数据分析 

1.3.1  监测草地贪夜蛾成虫的不同调查方法敏

感性比较  敏感性包括时间敏感性和数量敏感

性。时间敏感性是性信息素诱集法、测报灯诱集

法、探照灯诱集法在当地发现草地贪夜蛾成虫的

最早时间，以县域作物普查法的草地贪夜蛾幼虫

始发时间作为对比，时间越早越敏感。同时统计

各县域监测的成虫始发期所使用的工具，某种工

具在河南省初次发现成虫的频率越高，该工具越

敏感。数量敏感性是比较 3 种监测方法单套设备

在每月中诱捕到的数量，数量越多越敏感。 

1.3.2  不同区域草地贪夜蛾发生时间和发生面

积的比较  根据河南省地势特点和作物种植特

点，初步将河南分成 6 个区域，分别是豫南、豫

西南、豫中、豫西、豫东和豫北，包含的具体县

市同上述 1.1。以县域为单位将已经调查到草地

贪夜蛾发生的地区规定为草地贪夜蛾迁入地区，

未发现该虫的地区规定为尚未迁入地区，定义地

区发生百分率，即是以发现草地贪夜蛾的县域个

数与该区域内总县域个数的百分比率。按照时间

序列，即从 5 月份开始，求出河南省 6 个大区域

内的每日地区发生百分率，如果某个区域的市县

均发现了草地贪夜蛾，即认定为该区域的地区发

生百分率为 100%，依此类推，本研究分析

2019-2021 年草地贪夜蛾在河南省 6 大区域内发

生地区百分率，用以确定草地贪夜蛾迁入河南的

时空动态。每个区域草地贪夜蛾的发生面积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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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是用该区域内多个县域发生面积的平均

值来计算，6 个区域发生面积之间的差异采用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 

1.3.3  不同地域草地贪夜蛾发生量的分析  按

单套诱捕器统计每个监测点每年自 6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诱集到的昆虫数量，阐述每个地区草

地贪夜蛾的发生动态，汇总年发生总量，采用一

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统计各诱集方法的年诱捕总

量与各监测点所在的经纬度之间的关系，采用

R2 和 P 值评价线性关系的好坏。在豫北新乡原

阳地区的河南新乡现代农业开发基地（113.70°E，

35.02°N）内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和 7 月 20

日播种玉米，品种为“郑单 958”，两个播期的

玉米各种植 10 行，株距行距分别为 50 cm 和

30 cm，每行长 80 m，每 7 d 调查一次玉米上草地

贪夜蛾的发生数量，确定该地区幼虫的发生数量。 

所有数据均在 R3.6.2 软件内进行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始发日早晚、县域数量及发生面积 

2020 和 2021 年最早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的

时间分别是 6 月 11 日和 6 月 22 日，最早发现草

地贪夜蛾成虫的时间分别是 7 月 22 日和 7 月 3

日（图 1：A, B），说明田间有幼虫为害之后，成

虫监测法才监测到成虫。采用田间普查法（始见 

幼虫）首次监测到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地区数量比

采用监测工具首次监测到成虫（始见成虫）的地

区数量明显多，且时间明显更早（图 1：A, B）。

始发日在 7 月中旬之前的地区，发生面积较小，

但始发日在 7 月中旬至 9 月初，该地区发生面积

明显比之前更大，对河南省玉米生产的威胁更大

（图 2：A, B）。 

2.2  成虫不同调查方法的敏感性比较 

比较首次监测到成虫迁入的方法发现，性信

息素诱集法获得的始发地数量明显比其他方法

多（图 3），3 种方法均能监测成虫的种群动态，

草地贪夜蛾成虫诱捕量 8 月份明显增多，在 9 月

份达到最大，10 月份之后开始减少，其中成虫

诱捕量最大的监测方法是探照灯诱集法（图 3）。

与 2019 年相比，3 种方法监测的成虫始发时间

明显逐年提前，但 6 月份一直没有监测到成虫

（表 2）。 

2.3  不同区域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时间和发生面积 

2019 年 5 月 9 日在豫南地区首次发现草地

贪夜蛾幼虫，之后发现的地区分别是豫西和豫西 
 

 
 

图 1  2020（A）和 2021（B）年草地贪夜蛾幼虫和成虫始发县的数量与始发日的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earance date and the number of appearance  
county for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2020 (A) and 2021 (B) 

蓝色三角形代表始见幼虫，红色圆点代表始见成虫。Blue triangles and red dots represent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larvae and first appearance of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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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A）和 2021（B）年草地贪夜蛾始发日与发生面积的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earance date and the occurrence area for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2020 (A) and 2021(B) 

 

 
 

图 3  不同监测方法的草地贪夜蛾成虫始发县的数量 

Fig. 3  Number of appearance county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adult in different monitoring methods 

南地区，最后是豫中、豫东和豫北地区，豫南地

区 7 月份发生率达到 100%后，直到 8 月中旬至

9 月初其他区域发生率才达到 100%，草地贪夜

蛾始发地区依此为豫南、豫西南、豫西向豫中、

豫东和豫北地区转移（图 4：A）。2020 年 6 月

22 日和 2021 年 7 月 3 日均首次在豫西南地区发

现草地贪夜蛾，之后以豫南地区发生率增加较

快，豫北地区发现虫的日期最晚，发生率也是最

晚达到 100%。在 8 月中旬后，各区域百分率才

达到 100%，2020 年和 2021 年草地贪夜蛾的始

发地区依次为豫西南、豫南向豫中、豫东、豫西

和豫北地区转移（图 4：B, C）。在 2020 和 2021 
 

表 2  不同监测方法对草地贪夜蛾成虫监测数量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catche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adults in different monitoring methods 

月诱捕量（头）Monthly catches (ind.) (mean ± SE)

年份
Year 

方法 Method 

最早发现时

间（月-日） 
Earliest day 
(month-day) 

日最大量

（头） 
Most 

abundance per 
day (ind.) 

站点数
Number 
of site

6 月
June

7 月 
June

8 月 
Aug. 

9 月 
Sep. 

10 月 
Oct. 

性信息素 Pheromone 8-03 87.5 2 0 0 104.2±73.7 430.0±39.4 7.8±5.5 

测报灯 Blacklight 8-14 18.0 3 0 0 14.2±12.4 73.0±23.1 24.7±14.4

2019 

探照灯 Searchlight 8-07 305.0 4 0 0 88.7±48.3 958.3±386.2 88.8±18.7

性信息素 Pheromone 7-31 5.1 13 0 0.002 6.5±2.7 12.4±4.5 1.70±0.8

测报灯 Blacklight 7-26 3.7 10 0 1.9±1.9 9.3±3.6 21.3±8.25 6.30±4.5

2020 

探照灯 Searchlight   8-08 22.0 11 0 0.1±0.0 30.7±13.3 61.2±19.9 17.60±9.9

性信息素 Pheromone 7-13 18.1 9 0 0.3±0.1 3.2±1.3 37.0±23.9 9.00±6.4

测报灯 Blacklight 7-05 13.0 7 0 0.6±0.4 33.3±9.2 83.9±29.1 20.00±6.8

2021 

探照灯 Searchlight 7-03 25.0 8 0 1.4±0.9 23.3±5.1 159.8±83.5 3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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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草地贪夜蛾在河南省为害非常普遍，豫北地区

的平均发生面积显著高于豫南地区，其中 2021

年豫中、豫东和豫北地区的平均发生面积显著高

于其他地区（图 5）。 
 

 
 

图 4  2019-2021 年草地贪夜蛾在河南省各地区的发生率 

Fig. 4  District occurrence proportion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Henan in 2019-2021 

A、B 和 C 图分别代表 2019、2020 和 2021 年。A, B, C represent the year of 2019, 2020 and 2021. 

 

 
 

图 5  2020（A）和 2021 年（B）草地贪夜蛾在河南省各区域的平均发生面积 

Fig. 5  The mean of occurrence area in different part of Henan in 2020 (A) and 2021(B) 

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P < 0.05 水平差异显著。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bove bars show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 < 0.0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2.4  不同地域草地贪夜蛾发生动态分 

分析 3 种监测方法与草地贪夜蛾成虫发生

动态发现，2019 年监测到虫量较大，2021 年监

测到的虫量较低，其单日最大虫量在 30 头以下

（图 6）。在豫中、豫东和豫北地区，8 月中旬之

后诱蛾量开始急剧增加，到 9 月中旬出现高峰 

期，之后减少。豫南、豫西南发生期较早，在 7

月份开始见成虫，但诱蛾量不大，且一直持续到

10 月中下旬（图 6）。调查幼虫的发生动态发现，

2021 年豫北原阳地区 8 月中旬前未发现草地贪

夜蛾幼虫，自 8 月 17 日开始，2 个播期的玉米

上均发现有虫为害，晚播玉米上数量最大，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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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喇叭口期时草地贪夜蛾数量最多，其后减少，

至玉米灌浆成熟期时数量又有所上升，正常播种

的玉米上也见少量幼虫为害，百株虫量在 10 头

以下（图 7）。 

 

 
 

图 6  河南省 2019-2021 年 3 种方法监测草地贪夜蛾成虫的发生动态 

Fig. 6  The population dynamic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adults monitored  
by three methods in 2019-2021 in Henan 

 

 
 

图 7  2021 年豫北原阳地区草地贪 

夜蛾幼虫的发生数量动态 

Fig. 7  The dynamic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larvae in 
Yuanyang county in north of Henan in 2021 

图中竖线代表标准误。The vertical line in  

graph represent the standard errors. 

2.5  河南省草地贪夜蛾发生与经纬度的关系 

在 2019-2021 年，测报灯诱集法诱捕的年总

虫量与纬度相关，在河南省内纬度越高，总虫量

越少（2019：R2=0.98，P=0.04；2020：R2=0.52，

P=0.02；2021：R2=0.53，P=0.04），而探照灯诱

集法和性信息素诱集法无直线关系（图 8）。 

3  讨论 

及时监测草地贪夜蛾成虫的迁入，对精准防

控至关重要，本研究分析了河南省近 3 年草地贪

夜蛾监测数据发现，河南省最早监测到草地贪夜

蛾的地区为豫南和豫西南地区，之后依次为豫

中、豫东、豫西和豫北。草地贪夜蛾迁入后成虫

数量较少，在豫中、豫东和豫北地区 8 月份之后

诱蛾量明显增加，9 月中旬出现高峰期。在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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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3 种成虫监测方法每年总诱蛾量与纬度的关系 

Fig.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early total catche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adults and the latitude of the trap site 

A、B 和 C 图分别代表测报灯、探照灯和性信息素诱捕数据；图中直线显示为纬度与年 

总虫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未画直线的为线性关系不显著。 

A, B, C represent the catches of blacklight, searchlight and pheromone, respectively. The line in the figure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itude and the annually number of S. frugiperda  

adults, while no line shows no significant linear relationship. 

 
中旬之前，草地贪夜蛾在河南省的发生面积较

小，在 7 月中旬之后至 9 月初，发生为害面积明

显增加。在新乡原阳地区 8 月中旬后玉米一直受

到草地贪夜蛾的为害，以晚播玉米为害最大，防

治的重点以当地晚播玉米为主。 

成虫监测方法对不同害虫的引诱效果不同，

探照灯诱集法通过高空强光吸引高空迁飞昆虫，

对迁飞害虫如粘虫 Mythimna separate 成虫的监

测十分有效（姜玉英等，2016），但由于诱捕量

大且种类复杂，与测报灯诱集法相似，分拣工作

量大，很多监测点虽然布置了灯光诱捕器但无法

逐日分拣。虽然自动虫情测报灯可以通过拍照后

识别昆虫种类，但识别准确性还有待提升（陈天

娇等，2019），因此很多技术人员更倾向使用性

信息素诱集法监测雄成虫，因其诱捕的昆虫种类

专一且分拣强度小，特别是草地贪夜蛾雄虫特征

方便识别，专门引诱雄蛾的草地贪夜蛾诱芯在草

地贪夜蛾成虫的监测中已被国内外大量应用（江

南纪和王琛柱，2019；刘思若等，2022），这可

能是本研究中性信息素诱集法首次监测到草地

贪夜蛾迁入概率更高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发现 3

种诱捕器诱集法并非第一时间监测到草地贪夜

蛾的迁入，而是在田间发现幼虫后，监测工具才

诱集到成虫，这可能与诱捕器摆放的区域位置有

关，也可能与迁飞成虫的趋光趋化生物学特性有

关，始见草地贪夜蛾幼虫往往是在嫩玉米上（未

发表数据），初始迁入的草地贪夜蛾成虫可能先

趋向于在嫩玉米植株上产卵生殖，而对性诱或者

灯光不敏感。在广东和湖北等南部地区，不同生

育期玉米受草地贪夜蛾为害的程度不同，以苗期

和喇叭口期玉米为害最严重（林丹敏等，2020），

在河南地区，与田间其他成熟期玉米受害程度对

比，晚播苗期玉米上的草地贪夜蛾落卵量大，发

生虫量大（徐永伟等，2022）。因此如果在始发

地区发生量高的迁飞路径上种植嫩玉米进行诱

集，即分批次种植一定面积的玉米，长出不同时

期的嫩玉米苗，让草地贪夜蛾迁入后尽快落入监

测区域的玉米植株上，可能会更及时监测到草地

贪夜蛾的首次迁入。 

草地贪夜蛾在繁殖区繁殖后持续往北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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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主产区迁入，呈由南向北之势（吴秋琳等，

2019；陈辉等，2020）。研究发现草地贪夜蛾由

东西两条路径迁入河南地区，一条来自西南地

区，一条来东南地区（孙旭军等，2021），2019

年首次迁入地点是信阳市平桥区，之后从豫南、

豫西南和豫西往东北部的豫北、豫东方向迁入，

继续往北迁入山东等地（陈辉等，2021），这是

草地贪夜蛾首次入侵我国华北地区，其可能的原

始虫源区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如云南、贵州、四

川等地区。2020 和 2021 年草地贪夜蛾逐渐定殖

下来，始见虫地区依次为豫西南和豫南地区、豫

中、豫东、豫西和豫北地区，因此定殖后的草地

贪夜蛾大概率还以此种迁飞路径从南往北迁入。

因此在监测时，在主要的迁入路径豫南和豫西南

等地区布置对成虫引诱能力强的探照灯诱虫器，

地面上布置操作简单的监测工具如性信息素诱

集器，并设置在嫩玉米田内进行重点监测。 

在北方地区，草地贪夜蛾可以持续从南方的

繁殖区往北迁飞，在豫南、豫西南地区的初始迁

入成虫的数量并不多，但成虫发生期却一直持续

到 10 月下旬，在豫中、豫东和豫北地区，成虫

数量在 8 月中旬后急剧增多，9 月中旬左右虫量

达到最大，呈现明显的成虫诱捕高峰期，可能与

南部地区成虫源源不断地迁入、本地一代成虫羽

化叠加形成的，这与山东南部地区成虫发生动态

类似（陈辉等，2021）。进一步分析河南地区成

虫的年诱集量与经纬度之间的关系发现，纬度越

高，测报灯诱捕的数量越少，高空探照灯诱捕量

却无此关系，原因可能是初始迁入河南南部地区

的草地贪夜蛾繁殖一代后，1 代成虫再往北部迁

飞，河南南部地区诱捕的虫群可能包括了迁入种

群和迁出种群，北部虫量主要以迁入虫群为主。

在豫北的新乡地区调查发现，6 月份播种的常规

夏玉米和 7 月 20 日播种的晚播夏玉米上草地贪

夜蛾从 8 月份至 10 月份一直有虫为害，且晚播

玉米上的虫量更大，害虫的防控重点应以晚播夏

玉米为主。另外，在豫中和豫北地区晚播夏玉米

对草地贪夜蛾具有明显的引诱作用，可能是迁入

成虫集中降落在晚播玉米上产卵，因此可以在豫

中与豫北地区种植小面积的晚播玉米进行防治，

不仅可以保护周围常规播种的玉米，还可以降低

可能的北迁虫量，但其引诱能力及栽种方法等还

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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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灰优蚜蝇 Eupeodes corollae (Fabricius)  

  
大灰优蚜蝇分布广泛，从国内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到国外的日本、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欧洲和非洲等都有分布，是双翅目（Diptera）食蚜蝇科（Syrphidae）昆虫。

本期封面照片于 2020 年 6 月 9 日拍摄于四川省理县，物种学名由中国农业大学杨定教授和王亮

博士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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