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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3种取食烟叶的新害虫调查及其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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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在2021年对重庆市巫溪县烟田害虫进行了调查,首次在重庆市发现了为害

烟草(NicotianatabacumL.)的3种新害虫,分别为胡枝子克萤叶甲(Cneoraneviolaceipen-

nis)、短角斑腿蝗(Xenocatantopsbrachycerus)和甘蓝夜蛾(Mamestrabrassicae).进一步详

细介绍了新害虫的分类学地位、形态学特征及防治措施等,为保障烟叶健康生产提供指导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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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study,threenewpestsoftobacco(NicotianatabacumL.)werefoundforthe
firsttimein WuxiCounty,Chongqingin2021,includingCneoraneviolaceipennis Allard,
Xenocatantopsbrachycerus(Willemse)andMamestrabrassicaeLinnaeus.Thetaxonomic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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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害是影响烟叶收入的重要因素,不仅会减少烟叶产量,而且降低烟叶品级,直接造成农

民经济损失.王方晓等[1]对全国烟田生态系统中节肢动物类群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烟田害虫

共有541种,其中甲壳纲1种、蛛形纲4种、昆虫纲536种,并依照为害方式将害虫划分为烟草

地下部分及近地面茎叶害虫,咬食烟草叶片成缺刻或孔洞害虫,吸食烟草汁液害虫,蛀食烟草

根、茎叶、花果害虫等4类.西南部烟区除了具有小地老虎、烟蚜、烟青虫等全国优势害虫外,

还有烟潜叶蛾、烟蛀茎蛾、紫切根虫、蓟马、粉虱、马娟金龟等区域优势种[1].武祖荣等[2]对贵

州黔中农田烟草害虫种类进行调查,记录了63种害虫,分别为昆虫纲52种、腹足纲(蜗牛和蛞

蝓)7种、寡毛纲(蚯蚓)4种.吴红波等[3]调查贵州遵义烟区常见烟草害虫后,将昆虫纲害虫种

类增加到8目33科77种.但是黔西南州烟区常见烟草害虫仅有27科36种[4].袁锋等[5]对陕

西省烟田昆虫进行了调查,发现害虫共103种,其中主要害虫6种、局部偶发重要害虫6种、

中度害虫5种.刘旭等[6]记录了四川烟草大田生长期昆虫纲害虫7目25科70种、软体动物腹

足纲1目3科5种.邵高明[7]鉴定出四川省攀枝花市植烟区烟草害虫91种,其中米易植烟区

85种、盐边植烟区83种、仁和植烟区69种.李光西等[8]在云南省香料烟主产区烟田内共发现

7目31科88种昆虫和野蛞蝓、灰巴蜗牛2种软体动物为害冬春香料烟.黄智华等[9]记录了云

南玉溪烟田害虫6目17科29种.
重庆市和四川、陕西、湖北、贵州省份接壤,是我国主要产烟区之一,烟叶种植面积常年保

持在4万hm2,主要分布于彭水、黔江、武隆、巫山、巫溪、奉节等山区.烟叶是产区财政税收

和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刘志明[10]认为重庆烟草当前面临的主要虫害包括烟青虫、蝗虫和烟

蚜,但并未指出蝗虫的具体种类.万维肖等[11]认为,软体动物也开始上升为重庆烟地的主要害

虫,包括巴蜗牛科的灰巴蜗牛和同型巴蜗牛,蛞蝓科的野蛞蝓.郑旭川等[12]对重庆万州烟区烟

草的有害生物进行了调查,发现9种烟草害虫,分别为夜蛾科的小地老虎、烟青虫、斜纹夜蛾,

蚜虫科的烟蚜,蝼蛄科的东方蝼蛄,麦蛾科的烟草潜叶蛾,蝽科的斑须蝽,蛞蝓科的野蛞蝓,巴

蜗牛科的蜗牛.本研究在2021年5—7月对重庆市巫溪县烟田害虫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了

3种为害重庆市烟草烟叶的新害虫.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和地点

田间调查于2021年5月至7月在重庆市巫溪县田坝镇烟草种植区进行.巫溪县位于重庆市

东北部,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属于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地处东经108°44'—109°58'、北纬

31°14'—31°44';巫溪县地处渝、陕、鄂3省(市)交界,处大巴山东段南麓,东连湖北省神农架

林区、竹溪县,南接奉节县、巫山县,西临开州区、云阳县,北与城口县和陕西省镇坪县接壤.
田坝镇位于巫溪县西部,多年平均气温18.1℃,平均降雨量1520.6mm,常年种植烤烟53.33hm2

左右,大部分烤烟种植区海拔1200~1400m.

1.2 调查方法

调查从5月开始,在大田期每月进行1次调查,每次调查随机选取0.2hm2 以上连片田块

5个,按平行线取样法进行烟草害虫调查及标本采集.当发现害虫后,立即进行拍照,并对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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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采集,记录采集地点、时间、采集人,带回实验室后,按标准方法制作昆虫针插标本和浸渍

标本,并进行害虫鉴定和描述.

2 结果与分析

2.1 胡枝子克萤叶甲

2.1.1 形态特征

胡枝子克萤叶甲(Cneoraneviolaceipennis)属鞘翅目(Coleoptera)叶甲科(Chrysomelidae).
成虫体长5.7~8.4mm,宽3~4.5mm.头、前胸、中胸腹板、后胸腹侧片及足棕黄色或棕红色,

触角黑褐色(基部数节黄褐色);鞘翅绿色、蓝色或紫蓝色.头顶光洁,几乎无刻点.触角略短于

体长,雄虫触角在中部之后渐膨粗.前胸背板宽为长的1.5倍,两侧弧圆,基缘较平直,表面稍

突,无横沟,具极细的刻点.鞘翅缘折基部宽,端部窄,翅面刻点很密.雄虫腹部末节顶端中央

淡色,具一横片向上翻转.后足胫端无刺,爪附齿式(图1).

图1 胡枝子克萤叶甲

2.1.2 防治方法

农业防治:及时清除田间及周围杂草,减少叶甲的越冬寄主植物;及时冬耕深翻,消灭一

定量的虫卵.
生物防治:保护和利用天敌(如瓢虫、蜘蛛、鸟等);在叶甲发生初期用生物农药32000IU/mg

苏云金杆菌G033A可湿性粉剂200g/667m2 喷雾.
化学防治:在叶甲发生初期用1%联苯·噻虫胺颗粒剂4000g/667m2 撒施或用60%啶虫

·哒螨灵可湿性粉剂10g/667m2 喷雾.由于叶甲具有飞翔能力,尽量进行统防统治,取得更好

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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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短角斑腿蝗

2.2.1 形态特征

短角斑腿蝗(Xenocatantopsbrachycerus)属直翅目(Orthoptera)斑腿蝗科(Catantopidae),

体中小型,褐色.复眼后方、沿前胸背板侧片的上部和后胸背板侧片具黄色纵条纹.前翅微烟

色,后翅基部淡黄色.后足股节外侧黄色,具2个黑褐色或黑色横斑纹,此2斑纹下行,并沿着

下隆线纵向延伸,下缘褐色;股节内侧红色,具黑色斑纹;后足胫节红色.头短于前胸背板,头

顶略向前突出.颜面侧观略向后倾斜,颜面隆起具纵沟,颜面侧隆线明显,较直.复眼卵形.触
角较短粗,刚到达或略超出前胸背板的后缘.前胸背板的沟前区较紧缩,背面和侧片具粗刻点;

中隆线低、细,被3条横沟割断,后横沟近于中部,缺侧隆线;前胸腹板突钝锥形,顶端宽圆,

微向后倾斜.前翅较短,刚到达或略超过后足股节的端部,其超出部分不及前胸背板长度之半.
后足股节的长度约为其宽度的3.7倍,后足胫节无外端刺,外缘具刺8~9个,内缘具刺10~
11个.尾须锥形,顶端略宽,微向内弯曲.肛上板三角形,基部一半具明显的纵沟.雄性下生殖

板锥状,阳具基背片桥状,具锚状突.雌性产卵瓣粗短,上产卵瓣的上外缘无细齿(图2).

图2 短角斑腿蝗

2.2.2 防治方法

农业防治:在蝗虫发生较重的地块进行深耕翻土,将蝗卵深埋于地下让其无法孵化;及时

清除农田和农田周边荒地的杂草,减少对蝗虫有利的生存环境;保护好农田周边的森林,同时

可以在农田周边加大植树造林的力度,增加植物的数量.
生物防治:保护和利用好当地对蝗虫有控制作用的天敌,如:鸟、青蛙、蟾蜍、蜥蜴、捕食

性昆虫和寄生蜂等;在蝗虫发生初期用生物农药100亿孢子/mL金龟子绿僵菌油悬浮剂

33mL/667m2喷雾.
化学防治:在蝗虫发生初期用4.9%高氯·甲维盐微乳剂60mL/667m2 喷雾或4.5%高效

氯氰菊酯微乳剂40mL/667m2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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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甘蓝夜蛾

2.3.1 形态特征

甘蓝夜蛾(Mamestrabrassicae)属于鳞翅目(Lepidoptera)夜蛾科(Noctuidae).幼虫体色随

龄期不同而异,初孵化时,体色稍黑,全体有粗毛,体长约2mm.2龄体长约8~9mm,全体绿

色.1~2龄幼虫仅有2对腹足(不包括臀足).3龄体长约12~13mm,全体呈绿黑色,具明显的

黑色气门线.3龄后具腹足四对.4龄体长20mm左右,体色灰黑色,各体节线纹明显.老熟幼

虫体长约40mm,头部黄褐色,胸、腹部背面黑褐色,散布灰黄色细点,腹面淡灰褐色,前胸背

板黄褐色,近似梯形,背线和亚背线为白色点状细线,各节背面中央两侧沿亚背线内侧有黑色

条纹,似倒“八”字形.气门线黑色,气门下线为一条白色宽带.臀板黄褐色椭圆形,腹足趾钩单

行单序中带(图3).

图3 甘蓝夜蛾

2.3.2 防治方法

农业防治:及时清除田间及周围杂草;及时冬耕深翻,消灭部分的越冬虫蛹.
诱杀防治:按照每667m2 使用1套性诱剂或者用糖醋液(糖∶醋∶水=6∶3∶1的比例)诱

杀成虫.
生物防治:利用赤眼蜂、草蛉等天敌,用性诱剂诱集雄性成虫;在甘蓝夜蛾发生初期用生

物农药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60mL/667m2 喷雾.
化学防治:在甘蓝夜蛾发生初期用200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10mL/667m2 喷雾或用

4.9%高氯·甲维盐微乳剂60mL/667m2 喷雾,由于夜蛾喜夜间活动,在傍晩喷药为宜.

3 结论与讨论

武祖荣等[2]早在1981年就记录了短角斑腿蝗为害贵州黔中区域农田烟草,为害时间为9—

10月,为害方式为啮食烟株顶叶成缺刻或孔洞,并且是为害烟草的优势蝗虫种类.吴红波等[3]

在调查贵州遵义烟区常见烟草害虫时再次证实短角斑腿蝗为害贵州烟田,但为害时间提前为

6—8月,为害较轻微.袁锋等[5]认为短角斑腿蝗在陕西旬阳和千阳轻度为害烟草.但是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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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和湖北环神农架区域,并未发现短角斑腿蝗为害烟田[6-9].本研究2021年5—7月在重庆巫

溪县进行调查时,发现短角斑腿蝗为害当地烟草,为害率约为5%,和吴红波等[3]调查的为害

时间较为近似.
吴红波等[3]调查认为甘蓝夜蛾是贵州遵义地区的烟田害虫,6—9月以幼虫为害叶片,发生

数量少且为害轻.张喜萍等[13]记录了甘蓝夜蛾为害湖北省襄阳市烟草.邵高明[7]在四川攀枝花

市米易和盐边植烟区也发现了甘蓝夜蛾为害烟草.陕西烟田[5]和云南烟田[8-9]并未发现甘蓝夜

蛾为害烟田.本研究2021年5—7月在重庆巫溪县进行调查时,发现甘蓝夜蛾为害当地烟草,

为害率约为2%,和吴红波等[3]调查的为害时间和为害程度较为近似.甘蓝夜蛾的为害方式为

啃食烟叶成缺刻或孔洞.
袁锋等[5]在陕西富平烟田中发现胡枝子克萤叶甲,但是并不能明确其是否为害烟草.贵州

烟草[2-4]、四川烟草[6-7]、云南烟草[8-9]均未发现胡枝子克萤叶甲.本研究2021年5—7月在重庆

巫溪县进行调查时,不仅在烟田发现了胡枝子克萤叶甲,而且见证了胡枝子克萤叶甲为害当地

烟草,证实枝子克萤叶甲确实是一种烟草害虫,但是其发生为害率较低,约为1%.胡枝子克萤

叶甲的为害方式为啃食烟叶成缺刻或孔洞.
短角斑腿蝗的防治方法可以参考西藏飞蝗[14],甘蓝夜蛾的防治方法可以参考乔志文等[15]

的方法,胡枝子克萤叶甲的防治方法可以参考双斑萤叶甲[16],包括深耕翻土、清除杂草等农业

防治,保护和利用瓢虫、寄生蜂、蜘蛛、鸟等天敌进行生物防治,利用金龟子绿僵菌、苏云金杆

菌、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在叶甲发生初期用1%联苯·噻虫胺颗粒

剂或60%啶虫·哒螨灵,在蝗虫发生初期用4.9%高氯·甲维盐或4.5%高效氯氰菊酯,在甘蓝

夜蛾发生初期用200g/L氯虫苯甲酰胺或4.9%高氯·甲维盐进行防控.甘蓝夜蛾还可以利用

性诱剂和糖醋液进行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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