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4卷 第5期 植 物 医 生 2021年10月

Vol.34 No.5 PlantDoctor Oct. 2021

DOI:10.13718/j.cnki.zwys.2021.05.009

贵州锦屏县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动态与防治措施①

段銮梅, 杨 林, 龙向祥

贵州省锦屏县农业农村局,贵州 锦屏556700

摘 要: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frugiperda 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害虫之一,也是危害十分严重的入侵害

虫.本研究调查了贵州省锦屏县东南部坝区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情况和生活习性,结果发现,草地贪夜蛾不在锦屏县

越冬,每年第一代均属外地迁飞入侵虫源,第一代迁飞入侵虫源一般4月中旬开始迁入锦屏县,4月下旬至5月上

旬为迁入高峰期;每头雌虫可产卵400~600粒,卵历时2~4d孵化成幼虫,幼虫龄期15~20d,蛹期5~10d.因

此,通过性诱捕、高空诱虫灯等监测手段,密切监测成虫迁入时间、迁入数量对锦屏县草地贪夜蛾的实时防控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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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andControlofSpodopterafrugiperdain
JinpingCountyofGuizhouProvince

DUANLuanmei, YANGLin, LONGXiangxiang
Officeof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s,JingpingGuizhou556700,China

Abstract:Fallarmyworm(Spodopterafrugiperda)isoneofthemostimportantagriculturepestsincur-
rentworldandaseriousinvasivepestinChina.InthisresearchtheoccurrenceandlivinghabitsofS.fru-
giperdainJinpingcountyofGuizhouprovinceareinvestigated.TheresultingdatashowthatS.frugiper-
dadoesnotoverwinterinJinping.Staringfrommid-Aprileachyear,individualsofitsfirstgenerationimmi-
grateintoJinpingfromoutside.TheinvasionpeakoccursfromlateAprilandtoearlyMay.Eachfemale
produces400~600eggs,andtheeggsdevelopintolarvaein2~4days.Thedurationis15~20daysfrom
larvaetopupae,and5~10daysfrompupaetoadults.Therefore,itisrecommendedtousepheromonetrap
barriersandhigh-altitudetrapstomonitortheinvasiontimeandpopulationnumberofthispestinJinp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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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frugiperda 属鳞翅目夜蛾科,被国际农业和生物科学中心CABI评为世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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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植物害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全球预警的农业外来有害生物,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

管理司报道,2019年1月13日确认为新传入我国的重大农作物害虫[1].2019年6月5日,在贵州省锦屏县

东南部的坝区玉米地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紧随其后的调查中发现,锦屏县境内的玉米、高粱等不

同程度受到为害,对该县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本研究通过2年的监测和防控,总结描述

锦屏县草地贪夜蛾的生活习性、发生特点、防治技术,为接下来安全、科学、高效的综合治理奠定基础,促

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1 调查方法

1.1 室外调查

1.1.1 虫态越冬调查

在2019年冬季和2020年初春及冬季选取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为害重、尚未翻耕的玉米地和已翻耕玉

米地为调查对象,面积667m2 以上,进行不定期调查,采用5点取样,每点1m2,对样点内2~8cm深的

表土进行挖土调查虫态数量[2-3],调查结果均为0.

1.1.2 成虫监测

从3月中旬开始,在县域不同海拔乡镇的玉米、高梁、蔬菜、空闲田等地块安置性诱捕器,对草地贪夜

蛾成虫进行定点诱捕监测.每667m2 设置诱捕器2套,离地1.2~1.5m[3];15d更换1次诱芯,7d检查记

录1次诱捕结果.从诱捕结果来分析,性诱捕一般始见虫期为4月上旬,诱集盛期主要集中于4月下旬至5
月上旬,这一时期诱集的虫量占全年诱集虫量的70%以上.

1.1.3 幼虫调查

从4月下旬开始,不定时对每个乡镇的玉米、高粱、水稻、薏仁米、蔬菜等地块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每

次调查50~100株,记录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程度和发育进度.调查结果显示,锦屏县草地贪夜蛾幼虫主

要在玉米和高粱上为害,为害盛期主要集中于5月下旬和6月上旬.

1.2 室内幼虫饲养

从受害作物上分别取小龄和老龄幼虫若干头,摘新鲜玉米叶、玉米幼穗和高梁幼穗,用饲料盆加盖密

虫网、各设置6个重复分别进行饲养,每天更换新鲜食料1次,每天观察记录幼虫发生动态和发育进度,饲

养结果显示,幼虫为6龄,龄期15~20d.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发育阶段形态特征观察

2.1.1 成虫

成虫展翅30~40mm,雌虫前翅棕灰色至灰褐色,环形斑、肾形斑和楔形纹都不明显.雄虫前翅淡黄

褐色、灰棕色,具淡黄色椭圆形、环形和肾形斑,环形斑下角具1白色楔形纹,翅顶向内各有1条明显白斑

带;后翅银白色,翅边缘有窄褐色带[4](图1).

2.1.2 卵

卵块状,每块100~300粒,卵块上有灰白色绒毛覆盖,初产时浅绿或白色,孵化前渐变为棕色(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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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草地贪夜蛾雌雄成虫及卵的形态特征

2.1.3 幼虫

幼虫共6龄,体色和体长随龄期而变化,低龄幼虫体色呈绿黄色,体长5~9mm,头部黑橙色;高龄幼

虫棕色,体长25~50mm,头部黑棕色,具白色或黄色倒“Y”形斑;幼虫体表有多条纵列纹,背中线黄色,

背中线两侧各有1条黄色纵条纹;最明显的特征是其腹部末节有呈正方形排列的4个黑斑,头部具明显的

倒“Y”形纹(图2).

2.1.4 蛹

蛹长椭圆形,红棕色,长12~20mm,大部分在受害作物地块钻入5cm左右深土中化蛹,也可在寄主

作物隐蔽处化蛹(图2).

图2 草地贪夜蛾幼虫和蛹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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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活习性

2.2.1 成虫

通过2年对5个点冬春季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为害重、尚未翻耕的玉米地和已翻耕玉米地的调查结

果可知,各点均未发现活的草地贪夜蛾虫态,由此说明草地贪夜蛾不在锦屏县越冬.每年第一代属外地迁

飞入侵虫源.
在调查期间,共诱集到草地贪夜蛾成虫173头(表1).其中,第一代迁飞入侵虫源一般4月中旬开始迁

入锦屏县,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为迁入高峰期,诱虫量122头,占七成以上,具有趋光性;迁入后第2天开

始交配,交配后3~4d为产卵盛期,一般在夜间交配和产卵,卵块通常产在作物叶片背面,每头雌虫可产

400~600粒,产完卵后3~4d死亡,卵历时2~4d孵化成幼虫.
2.2.2 幼虫

初孵幼虫吐丝飘落在周边叶片或卵块附近叶片为害,咀嚼式口器,喜隐藏在作物叶背面和幼嫩生长点

或花蕾中取食为害;低龄幼虫取食后叶片形成半透明薄膜“窗孔”,老龄幼虫取食后叶片形成不规则的孔

洞,也可将受害作物整株叶片取食光;6龄后钻入土中作茧化蛹,幼虫龄期15~20d,蛹期5~10d.

表1 锦屏县2019—2020年草地贪夜蛾越冬和成虫监测统计

地点 海拔/m 寄主作物 数量/头 虫态 调查时间 调查方法 见虫时间

敦寨镇龙池村 407.3 玉米秸秆 0 — 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 越冬田间调查
新化乡新化寨村 411.0 玉米秸秆 0 — 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 越冬田间调查
新化乡新化所村 415.2 玉米秸秆 0 — 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 越冬田间调查
钟灵乡阳艾村 400.6 玉米秸秆 0 — 2020年2月15日至3月 越冬田间调查
大同乡大同村 289.0 玉米秸秆 0 — 2020年2月15日至3月 越冬田间调查
敦寨镇架寨村 361.0 玉米 24 成虫 2020年3月14日至8月16日 性诱剂 2020年4月3日至4月20日
敦寨镇培寨村 366.0 玉米 0 — 2020年3月14日至8月16日 性诱剂、灯诱
敦寨镇龙池村 407.3 玉米 22 成虫 2020年3月14日至8月16日 性诱剂 2020年4月13日至5月10日
铜鼓镇嫩寨村 362.0 玉米 20 成虫 2020年3月14日至8月16日 性诱剂 2020年4月15日至4月30日

新化乡新化寨村 411.0 玉米 24 成虫 2020年3月14日至8月16日 性诱剂 2020年4月18日至5月12日
隆里乡隆里所村 431.7 水稻 0 — 2020年3月14日至8月16日 性诱剂
钟灵乡阳艾村 400.6 辣椒 0 — 2020年3月14日至8月16日 性诱剂
大同乡大同村 289.0 水稻 0 — 2020年3月24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三江镇乌坡村 397.0 蔬菜 0 — 2020年3月24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茅坪镇阳溪村 284.0 玉米 0 — 2020年3月24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平秋镇桥问村 709.0 蔬菜 0 — 2020年3月19日至8月12日 性诱剂
彦洞乡彦洞村 812.0 高粱 0 — 2020年3月19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偶里乡寨霞村 608.5 玉米 0 — 2020年3月14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河口乡河口村 474.0 玉米 0 — 2020年3月25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固本乡固本村 472.0 玉米 16 成虫 2020年3月25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2020年4月16日至4月30日
启蒙镇巨寨村 425.0 水稻 67 成虫 2020年3月14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2020年4月15日至6月1日
平略镇岩寨村 318.0 玉米 0 — 2020年3月14日至7月12日 性诱剂

3 草地贪夜蛾的发生特点

3.1 迁飞能力强

据报道,草地贪夜蛾成虫可借助风力进行远距离定向迁飞,12h可飞行100km,甚至更远.由调查结

果可知,草地贪夜蛾不在锦屏县越冬,这也说明了草地贪夜蛾是从外地迁飞入侵[5].
3.2 突发性强

迁入时间和迁入虫量难以预测,一夜之间可迁入大量成虫,给防治带来不确定因素.
3.3 为害范围广

草地贪夜蛾幼虫是多食性害虫,锦屏县目前发现主要为害禾本科的玉米、高粱等作物(表2),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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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作物的为害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3.4 适应性强

对主米为主不同作物的虫害发生情况调查发现(表2),无论是温度较高的低海拨和温度较低的高海拨

坝区,还是高湿阴凉的山区,在玉米上都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的为害.

表2 锦屏县2020年4—7月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情况调查

地点 海拔/m 寄主作物 生育期 百株虫量/头 被害株率/%
敦寨镇架寨村 361.0 玉米 喇叭期 16 19.2

新化乡新化寨村 411.0 玉米 灌浆至乳熟期 15 20.1
铜鼓镇嫩寨村 362.0 玉米 喇叭期 15 18
启蒙镇巨寨村 425.0 玉米 灌浆至乳熟期 14 20.1
固本乡固本村 472.0 玉米 喇叭期 8 12.3
三江镇龙塘村 397.0 玉米 喇叭期 23 35
彦洞乡九勺村 1070.0 玉米 灌浆至乳熟期 13 18
平秋镇桥问村 709.0 玉米 灌浆至乳熟期 17 20
铜鼓镇铜鼓村 362.0 高粱 幼穗分化期 2 3.5

新化乡新化所村 411.0 高粱 拔节期 3 6.2
彦洞乡彦洞村 812.0 薏仁米 拔节期 0 0
敦寨镇架寨村 361.0 马铃薯 全生育期 0 0
大同乡大同村 289.0 水稻 灌浆至乳熟期 0 0

新化乡新化所村 411.0 茄科蔬菜 全生育期 0 0

3.5 为害程度重

核心分布、集中为害以及多食性、暴食性是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程度重的主要原因.据取食量试验监

测,100头4龄幼虫24h可取食光2株60cm高玉米的所有叶片和心叶;在迁入虫量大、发生程度重、防治

不及时的年份,可造成玉米、高梁等作物大面积绝收.

4 防治技术

4.1 加强监测

通过性诱剂、高空诱虫灯等监测手段,密切监测成虫迁入时间、迁入数量,准确及时发布防治信息.

4.2 理化防控

在成虫发生高峰期,采取性诱剂诱集、高空诱虫灯以及食物诱杀等理化防控措施,诱杀成虫,干扰交

配,减少田间着卵量,压低虫源基数[6].

4.3 农业防控

在幼虫化蛹盛期,通过对受害作物地块进行薅草、整土等农事活动,破坏化蛹环境,减少虫源基数.

4.4 化学防治

在低龄幼虫期,结合监测结果和防治信息,及时、安全、高效、科学地进行化学防治,每667m2 用5.7%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水分散粒剂30g、16000IU/mL苏云金秆菌可湿性粉剂100g、80亿孢子/L金龟子

绿僵菌可分散油悬浮剂40mL、35%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10g等任选一种对水60kg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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