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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盲蝽在果树上的为害特点及绿色防控技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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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盲蝽Lyguslucorum 是果园重要害虫之一,近年来呈加重发生态势.为了有效防控果树绿盲蝽,降低其

为害造成的损失,本文通过多年的田间观察和标本采集,总结了绿盲蝽在果树上为害的6大特征,并阐述了绿盲蝽

的生活习性及其发生规律,提出了防控策略及绿色高效防治技术.本研究结果为有针对性地防控田间绿盲蝽提供了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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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CharacteristicsofLyguslucorumonFruitTreesand
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Techniquesfo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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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yguslucorum(greenplantbug),oneofthemostimportantpestsinfruitorchards,hasbeen
increasinglyrampantinrecentyears.Inordertoeffectivelypreventandcontrolgreenplantbuginfruit
treesandreducethelosscausedbyitsharm,thispapersummarizedsixcharacteristicsofgreenplantbug
infruittreesthroughyearsoffieldobservationandspecimencollection,describesitslivinghabitsand
occurrenceregularity,putsforwardpreventionandcontrolstrategiesandrecommendsgreenandefficient
preventionandcontroltechnologies.Theresultsofthisstudyprovideareferenceforthepreventionand
controlofgreenplantbuginth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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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盲蝽Lyguslucorum 别名花叶虫、小臭虫,属半翅目,盲蝽科,草盲蝽属,是我国盲蝽象中分布最广

的一个种,北起黑龙江,南起广东广西,西至甘肃、青海、四川、云南,东至沿海各省[1].绿盲蝽寄主植物

多,可为害果树、蔬菜、棉花、苜蓿等多类作物.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苹果、葡萄、桃、樱桃等落叶果

树种植面积的扩大,绿盲蝽在果树上的为害日益严重,不但为害新梢叶片,还刺吸幼果,造成大量残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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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成为落叶果树最为重要的害虫之一.本文总结了绿盲蝽的生活习性及其在果树上的为害特点和规律,

根据其生活史提出了综合绿色高效防控策略,为果园害虫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1 绿盲蝽为害特点

1.1 为害隐蔽性

绿盲蝽体型小,成虫体长5.0~5.5mm,若虫1.5~3.0mm;全体鲜绿色,与叶片颜色相同,具有保护

作用;若虫特别活跃,善于爬行,成虫善于飞翔.因此绿盲蝽体小善动、具有保护色,直接导致田间为害初

期不易被察觉,待到发现叶片穿孔、果实畸形时,防治已晚.

1.2 趋嫩性

绿盲蝽体型小,口器小,对老化的植物组织很难取食,嫩芽、幼叶、幼果等新生植物组织是绿盲蝽的最

爱.尤其是喜好高水、高氮肥生长旺盛的果园.

1.3 昼伏夜出

绿盲蝽白天潜伏,稍受惊动,迅速爬迁,所以白天不易发现.主要于清晨和傍晚在芽、叶、幼果上刺吸

为害.

1.4 趋光性

不同颜色黏虫板的诱集试验证明,绿盲蝽对青色、绿色、黄色和蓝色等颜色有偏好,明显多于白色、

黑色[2-3].

1.5 为害转移性

绿盲蝽成虫迁飞扩散能力很强,24h的平均飞行距离为28km,在寄主植物和作物田块转移能力较强,

可造成大面积发生.一般发芽早的桃树、樱桃等首先为害,然后是苹果、梨树,最后为害发芽较晚的葡萄、

枣树等.6月中下旬随气温升高,果园中绿盲蝽虫口数量大大降低,逐渐转移到杂草、棉花、豆类、玉米、蔬

菜等晚期作物上为害.秋后绿盲蝽迁回果园产卵越冬.

1.6 寄主广泛性

绿盲蝽食性杂,寄主种类繁多,据报道可为害38科147种植物,早春寄主植物就有30余种,主要为害

苹果、葡萄、枣、桃、樱桃、梨、石榴等果树[1].

2 绿盲蝽为害症状及规律

2.1 为害症状

绿盲蝽以成虫、若虫刺吸为害果树的幼芽、嫩叶、花蕾、幼果,造成被害部位细胞坏死或畸形生长.叶

片被害后,先出现枯死小点,随叶片伸展,小点变成不规则的孔洞,严重时叶片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皱缩

畸形,俗称“破叶疯”.幼果被害,被害处果肉木栓化,停止发育,果实畸形,呈现凹陷斑点、锈斑、黑点或

硬疔.

2.2 越冬虫态与产卵部位

绿盲蝽以卵在果树冬芽和剪口越冬为主,习惯于晚上产卵,卵散产或成松散的小群,并呈多层排列现

象,产卵量大.葡萄、枣树上越冬卵数量明显高于苹果、梨树.葡萄多集中在冬芽上产卵,单个冬芽卵数量

高达30多粒,枣树越冬卵主要聚集在上年夏剪的剪口上,许多剪口越冬卵达50粒以上[4];也可在树皮下、

枯枝断面、土壤、杂草等处产卵越冬.

2.3 生活史

绿盲蝽在北方一年发生4~5代,落叶果树产区以越冬代和第一代为害为主,当春季(4月初)日平均气

温稳定在11℃时,相对湿度达70%时,越冬卵开始孵化,4月中下旬是越冬卵孵化盛期.初孵若虫集中为

害嫩芽、幼叶和幼果,5月上中旬为越冬代成虫羽化高峰,也是集中为害幼果时期.6月上旬第一代卵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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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期,6月中下旬第一代成虫羽化高峰.越冬代发生较整齐,以后世代重叠严重,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迁至

越冬果树上产卵越冬.
2.4 为害发生的环境条件

绿盲蝽喜温暖、高湿环境,气温在24~27℃,相对湿度70%~90%的环境下最适宜该虫的发生与为

害[5].4月气温高,则卵和若虫发育整齐且速度快,反之,孵化期推迟,发生受抑制.夏季持续气温超过

30℃时,成虫寿命缩短,产卵量和卵孵化率降低.在冬季温暖、早春气温高雨水多的年份,易造成绿盲蝽

的大发生.

3 防控策略

绿盲蝽成虫具有较强的飞行扩散能力,在寄主植物和地块间转移性强,田间调查被害果园但成虫不在

园内的情况很多,因此应避免不必要的防治.同时局部地块的防治对绿盲蝽区域性种群的控制作用不大,

采取大面积同步的“统防统治”效果突出.夏季及时割除果园及周边杂草,园内避免栽种蔬菜、豆类、向日葵

等作物,减少绿盲蝽的重要寄主种类,可大幅降低虫源数量.

4 绿色防控策略

4.1 人工铲除早春虫源

越冬期和早春寄主阶段是绿盲蝽年生活史中最薄弱的环节.果树采收后,及时清除树下、沟边、路旁的

杂草,结合秋施基肥,进行土壤深翻;冬季修剪后的枝条,带出园外,粉碎后进行发酵制作有机肥;早春刮

除果树的老翘皮,地面喷施除草剂或人工除草,将减少、切断绿盲蝽越冬虫源和早春寄主上的虫源.
4.2 物理防治

4.2.1 杀虫灯

在果树生长季节,每4hm2 悬挂一台频振式杀虫灯,每盏灯有效控制半径在100m左右,利用绿盲蝽

趋光性进行预报防治,诱集效果很好,能大大降低虫口密度,进而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
4.2.2 黏虫板

根据绿盲蝽对特定颜色的趋好性,在果园通风透光性好的枝条上,悬挂青色、绿色的黏虫板进行诱杀,

郁闭的枝叶影响黏虫板的诱虫效果.
4.2.3 诱捕器

模拟雌性绿盲蝽成虫释放的性信息素,吸引前来交配的雄虫,配合配套诱捕器进行捕获.在绿盲蝽成

虫开始起飞前,将绿盲蝽性信息素引诱剂及配套诱捕器棋盘式悬挂于果树阴面通风处的树干上,悬挂高度

约在株高2/3处,4~6周更换一次诱芯.
4.3 化学防治

4.3.1 “统一防治”策略

绿盲蝽迁飞性强,一家一户防治效果不理想,可利用黏虫板进行预测预报,通过村委广播,发动合作

社会员统一防治,有条件的村和合作社成立植保专业服务队,做到“统一时间,统一用药,统一行动”.
4.3.2 防治关键期

应突出一个“早”字,果树萌芽期、花絮分离期及小幼果期是周年防治的3个关键期.绿盲蝽有昼伏夜

出习性,一天当中以傍晚和清晨喷药防治效果好.
4.3.3 喷药间隔期

由于绿盲蝽迁飞能力强,邻居喷药,成虫便会迁飞到自家果园.所以在其防治的关键期,施药间隔期以

7~10d为宜,不宜过长,但果树花期严禁施药.
4.3.4 常用高效药剂

常用高效药剂包括20%噻虫胺悬浮剂1000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2000倍液、4.5%高效氯氰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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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油800倍液、2.5%联苯菊酯乳油1000倍液、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6000倍液、70%啶虫脒水分散粒

剂7000倍液、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等,菊酯类农药复配新烟碱类杀虫剂,可大幅提高防治效

果.喷药一定要细致、周到,对树干、地上杂草及行间作物全面喷药,做到树上树下均匀喷布,以达到较好

的防治效果.在果树开花前,慎用烟碱类杀虫剂,以防伤害授粉昆虫.

5 总结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绿盲蝽在果树上的为害有6大特点,包括隐蔽性、趋嫩性、昼伏夜出、转移性、

趋光性和寄主广泛性.绿盲蝽以卵在果树冬芽和剪锯口越冬为主,在北方一年发生4~5代,以越冬代和第

一代为害为主,4月中下旬是越冬卵孵化盛期,5月上中旬越冬代成虫羽化高峰.绿盲蝽的防治策略应突出

一个“早”字,果树萌芽期、花絮分离期及小幼果期是周年防治的3个关键期,化学防治中菊酯类农药复配

噻虫胺、噻虫嗪等效果较好.大规模的统防统治、分区治理效果突出,但是防治前必须要结合虫情监测,避

免不必要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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