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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胸蓟马对香蕉不同组织的危害 

及选择偏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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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口县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红河 661399） 

摘  要  【目的】 黄胸蓟马 Thrips hawaiiensis 是香蕉上的主要害虫之一，其危害会降低果实外观品质，并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本研究旨在探明黄胸蓟马对香蕉的危害症状、分布特征和对不同组织的选择性。【方法】 

田间调查香蕉不同组织上黄胸蓟马的危害症状和分布特征，室内用“Y”型嗅觉仪测定黄胸蓟马对香蕉花

蕾不同组织、叶片和假茎的选择。【结果】 黄胸蓟马危害香蕉花蕾的果轴、苞片、花蕊和幼果，危害处表

面形成突起黑点。幼果上的黑点数最多，为 2 361.2 个，花蕊次之，为 537.7 个，果轴最少，为 97.7 个。黑

点在果实上的分布，以果实背面数量最多，为 77.0 个，腹面（52.8 个）和侧面（左：57.3 个；右：52.7 个）

数量显著低于背面（P<0.05）。相较于空白对照，花蕾不同组织幼果、雄蕊、苞片、假茎、叶片和果轴对黄

胸蓟马的引诱率分别为 83.3%、73.3%、73.3%、45.0%、38.3%和 40.0%，黄胸蓟马对幼果具有极显著的选择

偏好性（P<0.001）。对黄胸蓟马有引诱性的花蕾组织两两比较，幼果和苞片间的引诱率差异不显著（P>0.05），

但均高于花蕊。【结论】 黄胸蓟马对香蕉花蕾不同组织均会造成危害，其中幼果受害最为严重，同时也是对

黄胸蓟马引诱率最高的组织。研究结果为黄胸蓟马为害特征识别及其综合防控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黄胸蓟马；香蕉花蕾；危害症状；选择偏好 

Relative preference of Thrips hawaiiensis for different banana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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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ve preference of Thrips hawaiiensis for different banana tissues, the symptoms of 

crop damage caused by this pest, and its distribution on banana plants. [Methods]  Symptoms of T. hawaiiensis damage to 

different plant tissues were surveyed and the relative preference of T. hawaiiensis for different banana bud tissues were tested 

using a Y-tube olfactometer in a laboratory. [Results]  The bracts, fruit axis, stamen and pistils, and young fruits of banana 

plants can all be damaged by T. hawaiiensis. The main damage symptom are raised black spots on the epidermal surface. The 

average number of black buds was 2 361.2 on young fruits, 537.7 on the pistil and stamens and 97.7 on the axil. The number of 

black spots on the dorsal surface of frui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n the ventral or lateral surfaces (P<0.05).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the relative preference of T. hawaiiensis for young fruits, stamen and pistils, bracts, pseudostems, leaves and the 

fruit axis was, respectively 83.3 %, 73.3 %, 73.3 %, 45.0 %, 38.3 % and 40.0 %. A significant preference for young fruit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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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rent (P<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preference for young fruits over bracts (P>0.05), but both were preferred over 

stamen and pistils. [Conclusion]  T. hawaiiensis can damage different tissues of banana buds, including young fruits, stamen 

and pistils, bracts and the fruit axis. Young banana fruit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attractive to T. hawaiiensis than other tissues. 

These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dentifying T. hawaiiensis damage on banana plants,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is pest. 

Key words  Thrips hawaiiensis; banana buds; harmful symptom; selected preference 

黄 胸 蓟 马 Thrips hawaiiensis 属 缨 翅 目

Thysanoptera 蓟马科 Thripidae（郭志祥等，

2012），是危害香蕉的主要害虫之一（林明光等，

2009）。当香蕉植株花蕾初现时，黄胸蓟马会从

蕉园外其它寄主或蕉园内其它现蕾植株上迅速

聚集到其花蕾上（曾鑫年和林进添，1998），在

香蕉抽蕾期发生和危害，幼果受害率达 100%（余

德亿等，2015；付步礼等，2019）。该虫起源于

环太平洋地区（Mound et al.，2016），目前已扩

散至世界许多国家及地区，在我国海南、云南、

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香蕉主产区均有发生，

且呈扩散暴发趋势（曾鑫年和林进添，1998）。

黄胸蓟马危害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果实表面产卵

形成小黑点，影响果实外观，降低香蕉商品价值

（余德亿等，2015）。 

目前，关于黄胸蓟马危害香蕉的研究多集中

于果实受害症状的描述（曾鑫年和林进添，1998；

林明光等，2009；郭志祥等，2012；余德亿等，

2015），然而对其是否危害花蕾其它组织及其危

害症状的空间分布特征未有相关报道，该方面知

识的缺乏导致生产实践中防控措施存在局限性，

主要表现为仅针对果实进行喷雾处理，而忽视了

对苞片、花蕊等其他组织的防治。此外，蕉园

中掉落的苞片、花蕊和断除的花蕾组织未得到

妥善处理，随意丢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蕉园中蓟马的虫源基数。为进

一步明确黄胸蓟马对香蕉的危害及症状分布特

征，本研究在云南元江蕉园中开展了果穗上黄

胸蓟马危害症状的空间分布调查，并结合室内

“Y”型嗅觉仪测定黄胸蓟马对香蕉不同组织的

选择性。研究结果将进一步完善黄胸蓟马危害

香蕉的理论体系，为制定精准防控策略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地点与供试虫源 

调查蕉园位于玉溪市元江县甘庄街道干

坝子社区（23°41′30″ N，101°56′48″ E，海拔

708.54 m），该区域为干热河谷气候，适宜香蕉

的生长，黄胸蓟马发生危害严重。调查蕉园种植

品种为“巴西蕉”，只进行常规水肥管理，花蕾

期未施用杀虫剂。从蕉园采集黄胸蓟马田间种

群，在室内用绿豆芽作为产卵寄主，通过饲喂蜂

蜜和花粉（质量比 1∶1）稀释 10 倍的溶液进行

饲养（Murai and Ishii，1982；李强等，2018）。

蓟马种群放置在人工气候箱（杭州硕联：SRG- 

500Y-4LED）中，饲养温度为 25 ℃，湿度为 60%，

光周期 12L∶12D（张帆等，2014）。黄胸蓟马以

雌成虫在果实上产卵造成危害，本研究以室内连

续饲养 3 代以上的雌成虫为供试虫源。 

1.2  黄胸蓟马在香蕉不同组织危害的分布调查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从蕉园中选取 3 株花

蕾苞片打开 2-3 梳的香蕉植株为调查对象，田间

利用放大镜观察并统计假茎、叶片表面的突起黑

点数量。割取香蕉花蕾带回室内，在体式显微镜

（LEICA∶M205C）下观察统计每个花蕾上全部

苞片、幼果、花蕊（雄蕊和雌蕊）和果轴上的突

起黑点数，并采集图像。 

1.3  黄胸蓟马在香蕉果实上的危害分布调查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蕉园选择已断蕾，

但未套袋的果穗，3 个果穗为一重复，设 3 次重

复。调查果穗上的全部果梳，每果梳调查 6 个果

指（果梳上下 2 层从左边计数的第 4-6 个果指），

分别记录果指的腹面（背地面）、背面（向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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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侧面的黑点数量。 

1.4  黄胸蓟马对香蕉不同组织的选择性 

在蕉园中采集新鲜香蕉花蕾，用湿润棉花包

裹切开处进行保鲜，避免花蕾萎蔫。利用“Y”

型嗅觉仪（图 1），测定黄胸蓟马对香蕉假茎、

叶、花蕊、苞片、幼果及果轴的选择性。“Y”

型管由透明玻璃管制成（两臂及基部长 10 cm，

内径 2 cm，两臂夹角 45°），两臂用硅胶管依次

连接气体流量计、洗气瓶（净化与润湿空气）、

干燥塔（内含活性炭，用以净化空气），直臂连

接吸气泵（曹宇等，2020；金奕轩，2023）。将

“Y”型管置于自制暗箱中，箱子顶端安装有

40  W 白炽灯光源，使箱内光照一致。实验时，

调节两边的气流为 40 mL/min。称取实验样品 5 g

置于侧臂端口，另一侧为过滤的清新空气。将单

头黄胸蓟马雌性成虫从“Y”型管的直臂端口引

入，观察记录黄胸蓟马的选择行为。选择标准

如下：当成虫越过某臂 2/3 处停留 15 s 及以上

记做选择；5 min 未做出选择，则记做不选择

（Davidsonz et al.，2008；Koschier et al.，2017）。

每个组织实验设置 10 组，每组 6 头，共 60 头，

每测完 1 头虫后就更换组织材料。为避免位置效

应、蓟马的聚集效应及残留气味影响实验结果，

挑取单头蓟马进行试验，测试完一头蓟马后，用

乙醇擦拭“Y”型管并调换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位

置。黄胸蓟马对香蕉不同组织的趋向选择性以引

诱率表示：引诱率=处理组臂管或对照组臂管内 
 

 
 

图 1  Y 型嗅觉仪示意图 

Fig. 1  Y-type olfactory instrument schematic 

a：干燥塔；b：洗气瓶；c：气体流量计； 

d：硅胶管；e：“y”型管；f：抽气泵。 

a: Drying tower; b: Washing gas cylinders; c: Gas flow 
meter; d: Silicone tube; e: Y-type; f: Air-extractor. 

测试蓟马的数量/总测试蓟马数×100%。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Excel 2016 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用

SPSS 24.0 对危害症状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Duncan 氏检验），对选择性实验数据进行卡方

检验（Zhao et al.，2024），图表用 Origin 2022

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黄胸蓟马在香蕉植株上的危害症状 

本研究仅在花蕾的不同组织上观察到蓟马

的危害症状，而在假茎与叶片上未观察到。从图

2（A-H）和图 3（A-D）中可看出，在花蕾的苞

片、果轴、花蕊和幼果上均观察到突起黑色小点，

进一步放大观察到黑点呈火山口状突起，边缘组

织木栓化。解剖果实受危害部位，观察到产卵孔

洞中仅有 1 粒卵，产卵深度仅限于果皮，未达到

果肉。 

2.2  黄胸蓟马危害症状在香蕉不同组织的分布

特征   

从图 4 中可看出，黄胸蓟马对香蕉花蕾不同

组织危害有差异。一个花蕾中，幼果上黑点总数

最多，均值为 2 361.2 个，花蕊上的数量次之，

为 537.7 个，果轴上的最少，为 97.7 个。不同组

织上的黑点数量幼果＞花蕊>苞片>果轴，其中幼

果上的数量显著高于其它 3 种组织（P<0.001）。 

2.3  黄胸蓟马危害症状在香蕉果实上的分布

特征 

从图 5 可以看出，黄胸蓟马在香蕉果实背面

产卵形成的黑点数量最多，平均每个果实背面有

77.0 个，而腹面、两侧面的数量分别为 52.8、57.3

（左）和 52.7（右）个。香蕉果实背面与左侧面

的黑点数量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背面黑

点数量显著高于腹面和右侧面（P<0.05）。 

2.4  黄胸蓟马对香蕉不同组织的选择性 

黄胸蓟马对香蕉不同组织的趋向选择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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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胸蓟马在香蕉花蕾上的危害症状 

Fig. 2  Damage symptoms induced by Thrips hawaiiensis on banana buds 

A，B. 苞片；C，D. 花蕊；E，F. 幼果；G，H. 果轴。 

A, B. Bracts; C, D. Stamen and pistils; E, F. Young fruits; G, H. Fruit axis. 
 

 
 

图 3  黄胸蓟马在香蕉果实上危害症状横切面 

Fig. 3  Transverse section of damage symptoms induced by Thrips hawaiiensis on banana fruits 

A，B. 幼果；C，D. 成熟果。 

A, B. Fruitlets; C, D. Mature fruits. 
 

 
 

图 4  黄胸蓟马危害症状在香蕉花蕾不同组织上的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Thrips hawaiiensis damage 
symptoms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banana buds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明在

0.05 水平显著差异（Duncan 氏检验）。图 5 同。 

Data in the figure are mean±SD. Difference lowercase 
letters above ba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Duncan’s test). The same for Fig. 5. 

 
 

图 5  黄胸蓟马危害症状在香蕉果实上的分布特征 

Fig. 5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rips 
hawaiiensis damage symptoms on banana fruits 

 

有差异。从图 6 可看出，黄胸蓟马对幼果的趋向

性最强，引诱率为 83.3%；对花蕊和苞片的趋向 

性次之，引诱率为 73.3%，对叶片的趋向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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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胸蓟马对香蕉不同组织的选择 

Fig. 6  Responses of Thrips hawaiiensis to different parts of bananas 

CA：洁净空气处理。N/T：未选择/总数。星号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P<0.001） 

ns 表示处理间差异不显著（P>0.05）（卡方检验）。图 7 同。 

CA: The treatment of clean air. N/T: No response/Total. Asterisk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s 

(*P<0.05, ***P<0.001)，while “ns” indicat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s  

(P>0.05) (Chi-square test). The same for Fig. 7. 
 

 
 

图 7  黄胸蓟马对香蕉花蕾幼果、苞片和花蕊的选择 

Fig. 7  Responses of Thrips hawaiiensis to young fruits, bracts, stamen and pistils of banana buds 

 
引诱率为 38.3%。黄胸蓟马对花蕊、幼果和苞片

具有极显著的趋向性（P<0.001），对果轴、假茎

和叶不具有显著的趋向性（P>0.05）。黄胸蓟马

对香蕉花蕾不同组织间的选择具有差异，结果如

图 7 所示，幼果引诱率（41.7%）与苞片的（43.3%）

比较，两者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 0.05）；苞片

上引诱率（56.7%）与花蕊的（30.0%）比较，两

者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幼果引诱率

（71.7%）与花蕊的（23.3%）比较，两者间存在

极显著差异（P<0.001）。 

3  讨论 

黄胸蓟马对香蕉的危害主要以雌成虫在幼 

果上产卵，导致果实表面形成突起黑点（曾鑫年

和林进添，1998；余德亿等，2015）。本研究发

现，这些突起黑点是由黄胸蓟马在幼嫩组织上产

卵后，卵孵化处组织发生增生和木质化所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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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孔的深度仅限于果皮，未延伸至果肉部分。

该结果进一步明确了黄胸蓟马的危害主要影响

果实外观品质，而对果肉无显著影响。Yu 等

（2018）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黄胸蓟马危害对香蕉

果肉中还原糖、维生素 C、蛋白质等含量无显著

影响。然而，关于黄胸蓟马危害对香蕉风味特性、

贮藏性能及货架期的影响尚未见报道，有待进一 

步研究。 

在果穗不同部位的危害分布特征方面，尹可

锁等（2021）的研究表明，最末端果梳受害最为

严重。果实表面黑点的分布呈现明显规律性，以

背面分布最多，腹面最少，这可能与幼果各部位

暴露于黄胸蓟马的先后顺序有关：苞片打开后，

背面最先暴露，随后是两侧，最后是腹面。由于

黄胸蓟马体型微小且危害隐蔽，对苞片内幼果的

早期危害往往难以察觉，易错过关键防治时期。

本研究发现，黄胸蓟马不仅危害幼果，还会对苞

片、花蕊和果轴造成损害，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可

通过观察外层苞片的受害情况，及时发现虫害并

采取防治措施。 

昆虫为保障后代生存，通常会选择利于卵孵

化和幼虫存活的适宜场所产卵（Kohandani et al.， 

2017）。本研究发现，在不同组织中以幼果受害

最为严重，表明黄胸蓟马更趋向选择幼果，可能

与苞片、果轴相比，幼果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且表

皮纤维化程度低，利于成虫产卵、卵的孵化及若

虫存活。 

在寄主定位过程中，植株的颜色和气味是昆

虫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陆宴辉等，2008）。夏

西亚等（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黄胸蓟马对不

同颜色色板的选择率依次为：蓝色>紫色>白色>

黄色>红色>绿色。本研究结果表明，黄胸蓟马主

要危害花蕾组织，而对叶片和假茎无明显危害；

室内选择性试验也表明黄胸蓟马对叶片和假茎

没有选择性，而对苞片和幼果有较强选择性。这

可能与香蕉花蕾的紫红色外观对黄胸蓟马的吸

引作用有关，而绿色的叶片和假茎对其没有吸引

性。除外观颜色外，组织挥发性气味物质也可能

是影响蓟马选择的重要因素，但具体哪种因素在

黄胸蓟马定位香蕉花蕾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黄胸蓟马对香蕉花蕾不同组织均

可造成危害，早期可通过观察外层苞片受害情

况，提前进行施药防控。在防治过程中，应对整

个花蕾进行喷雾，并及时将脱落的苞片和割断的

花蕾清理出蕉园。田间危害症状分布调查结果与

室内选择性试验相互验证了黄胸蓟马对幼果选

择性更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幼果引诱黄胸蓟马

的因子，为开发黄胸蓟马引诱剂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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