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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菜地斜纹夜蛾的发生规律及防控技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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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斜纹夜蛾(Spodopteralitura)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害虫,食性杂,可为害蔬菜、粮食作物、花卉、果树等

几百种植物,且繁殖力强,幼虫暴食性,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以重庆地区多年菜地害虫监测和防

治效果为基础,探讨菜地斜纹夜蛾绿色防控技术,为斜纹夜蛾的有效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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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纹夜蛾(Srodenialitura)属鳞翅目(Lepidoptera)夜蛾科(Noctuidae),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害虫,在

我国各地均有发生,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生较重.在国外,以印度、中东、非洲等地较重,在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等地亦有报道.斜纹夜蛾食性杂,嗜食蔬菜、粮食作物、花卉、果树、烟草、茶、牧草等

109科、近390种植物[1],且繁殖力强、幼虫暴食性,极易在短时间内暴发成灾.因此,不管是幼虫还是成

虫,防治难度极大,每年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以重庆多年菜地斜纹夜蛾的发生规律和防

治情况为基础,探讨菜地斜纹夜蛾绿色防控技术,为斜纹夜蛾的有效防治提供参考.

1 为害特点

菜地斜纹夜蛾主要以幼虫取食蔬菜叶片为害,其食性杂,可为害甘蓝、花椰菜、白菜、辣椒、茄子、番

茄、南瓜、丝瓜、蕹菜、红薯、豇豆等.该成虫繁殖力强,多产卵于蔬菜叶片背部,初孵幼虫聚集在叶背为

害,取食叶肉,留下表皮和叶脉,使叶片被害部位呈筛网状.3龄后,幼虫开始分散为害,造成叶片缺刻.

4龄后进入暴食期,亦可为害花、果实、嫩茎等.严重时可吃掉整株叶片,留下茎杆,再转株为害,严重影响

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 形态特征

2.1 幼虫

幼虫共有6个龄期,初孵幼虫体长约1.3mm,3龄后体长接近10mm,此时幼虫识别特征逐渐明显,

从幼虫的中胸至第9腹节,其亚背线的内侧各有三角形的黑斑1对,且第1,7,8腹节的黑斑较大.此外,因

食物、环境、龄期等不同,幼虫体色多变,主要以土黄色、淡绿色、黑褐色为主.到6龄时,幼虫体长可达

45mm左右,此时幼虫的活动力较差,多钻入植物茎杆或土缝中等待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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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成虫

成虫体长15~20mm,翅展33~45mm,其头、胸、腹部和足均呈灰褐色,胸部背面布有白色丛毛,前

翅翅面呈复杂的褐色斑纹,内、外横线为灰白色,呈波浪状,自内横线前端到外横线有3条明显的白色斜

纹,故称斜纹夜蛾.其次,雄蛾前翅翅面的外缘线与外横线中间有明显的蓝灰色条纹,雌蛾则不明显.

3 发生规律

重庆地区斜纹夜蛾一年发生6~7代,有明显的越冬现象.斜纹夜蛾老熟幼虫于12月上旬开始钻入植

物茎杆或土缝中化蛹越冬,第2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开始羽化,5—6月为第1代成虫羽化高峰期,其幼

虫主要为害茄科、葫芦科和豆科等夏季蔬菜.随着夏季气温升高,虫口数量逐渐下降.直至9月初,十字花

科蔬菜定植后,成虫开始活跃,10—11月为第2代成虫羽化高峰期.成虫白天多潜伏在叶背、草丛或土缝

中,夜间活动,且具有趋光性和趋化性.每头雌蛾产卵量约为700~2000粒,卵历期为4~6d,幼虫历期为

14~30d.低龄幼虫能借助丝腺分泌的细丝进行较远距离移动,并且,幼虫具有假死性,经碰触后会卷曲虫

体,并掉落到草丛、土表或土缝中,也因此田间作业和喷施药剂时,较难接触到虫体,影响防治效果.

4 绿色防控技术

4.1 农业防治

蔬菜收获后需及时清洁田园,残株落叶带出田外集中处理;定植前深中耕,及时除草,以减少斜纹夜

蛾的栖息和繁殖场所,降低藏匿于土表下的幼虫和蛹数量.当在田间农事活动时发现卵块、幼虫时,需随手

捕捉并消毁,以减少虫源.

4.2 物理防治

4.2.1 杀虫灯

重庆地区除12月下旬至3月上旬气温较低,斜纹夜蛾不活动,其余时间段均可利用成虫趋光习性,采

用杀虫灯诱杀成虫.经试验调查,单盏杀虫灯7日诱虫量最高可达200余头,能有效降低田间斜纹夜蛾卵

块数量.

4.2.2 诱捕器

利用成虫的趋化性,用诱芯、糖醋液等进行诱杀.菜地每667m2 悬挂3~5套信息素诱捕器,根据实际

虫口密度提高或者减少悬挂量,间隔7~10d更换诱芯和诱捕器内的黏虫板,单个诱捕器7日诱虫量可达

20余头.另可配制糖∶酒∶醋∶水比例为6∶1∶3∶10的诱捕液,结合诱捕装置的防逃逸功能,或直接于

诱捕液中加入少量杀虫剂进行诱杀.

4.2.3 防虫网

采用防虫网制作隔离网室,或用于覆盖温室、大棚通风口和出入口,对斜纹夜蛾进行物理隔离.

4.3 生物防治

斜纹夜蛾的防治原则是早发现早防治.低龄幼虫采用生物农药防治效果较好.蔬菜定植前后可窝施金

龟子绿僵菌颗粒剂防治土表下的幼虫和蛹.幼虫始发期可选用绿僵菌、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苏云金

杆菌、短稳杆菌、多杀霉素等进行喷雾防治[2-3].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农药的使用必须依据厂商指导用量用

药.一般生物农药见效时间较化学农药长,7d防效可达到40%~80%,亦可搭配化学农药进行防治,同时

应注意药剂的使用及混用禁忌.此外,注意保护利用天敌,如茧蜂、姬蜂、赤眼蜂等寄生蜂[4],可寄生于斜

纹夜蛾卵、幼虫和蛹;捕食性蚂蚁、猎蝽等天敌可捕食斜纹夜蛾幼虫和蛹[5].因此,当田间发现被寄生或被

捕食的虫体时,应避开用药或避免对其造成机械损伤,以充分发挥天敌昆虫对斜纹夜蛾的自然控制作用.

4.4 化学防治

选用高效、低毒的化学药剂,如采用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1500倍液,或15%茚虫威悬浮剂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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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液,或25%灭幼脲悬浮剂2000~2500倍液,或5%氟虫脲2000~3000倍液等喷雾防治.亦可采用上

述化学药剂一半剂量搭配金龟子绿僵菌等生物农药进行喷雾防治.注意化学药剂的交替轮换使用,防止产

生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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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ccurrenceRegularityand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
TechniquesofSpodopteraliturainVegetableFieldsin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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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odopteralitura (Fabricius)isaworldwidepestwithavarietyoffeedinghabits,whichcan
causedamagetohundredsofplantssuchasvegetables,foodcrops,flowers,fruittrees,andsoon.Italso
hasstrongfecundityandlarvalgluttonousfeeding,causinghugeeconomiclossestoagriculturalproduc-
tion.BasedonthemonitoringandcontrolofinsectpestsinvegetablefieldsinChongqingareaformany
years,the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techniquesofSpodopteraliturainvegetablefieldswerediscussed,
andtheresultsprovidedreferencefortheeffectivecontrolofSpodopterali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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