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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螟成虫活动与幼虫发育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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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草 地 螟 地 面 种 群 一 般 在 夜 间 活 动 。 成 虫 以 ’"：%% 时 至 午 夜 在 蜜 源 植 物 丰 富 的 植 被 环 境 内 活 动

最 为 频 繁 ，在 多 种 杂 草 和 作 物 上 产 卵 ，卵 多 产 在 幼 虫 寄 主 植 株 的 中 、下 部 。 幼 虫 # 龄 前 多 在 卵 寄 主 植 物 上 栖

息 取 食 。测 定 了 ’%(和 #%(恒 温 条 件 下 饲 育 的 幼 虫 头 部 、胸 部 宽 度 和 身 体 长 度 。提 出 鉴 别 草 地 螟 幼 虫 龄 期

时 应 按 幼 虫 的 头 宽 再 辅 以 体 长 或 胸 宽 ，田 间 幼 虫 发 生 调 查 应 侧 重 成 虫 活 动 频 繁 、幼 虫 喜 食 植 物 较 多 的 植 被

环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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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螟!!"#"$%&’& $%()%()*+($ -+&具有间歇猖獗发生的特点 ，"./01".0# 年 在 我 国 北 方 各 省 猖 獗 发 生

危害之后的十几年间种群密度不高，"..$ 年以后种群密度迅速上升，至 "... 年已经在一些 地 方 造 成

严重危害，’%%* 年草地螟在我国的发生范围和密度均超过历史纪录，最近几年的地面调查在东部发

生区的内蒙古呼盟等地发现了大量越冬虫 2"1#3。间歇发生给草地螟的研究带来不便，这或许是草地螟

的许多生物学特性目前尚未明确的主要原因。本文应用 ’ 次猖獗期几个断续年份进行的部分室内试

验和野外观察的资料，描述了草地螟地面成虫的夜间活动、卵寄主、幼虫发育及其寄主选择的特性。

! 试验方法

春季草地螟成虫发生期在农田和草场等不同植被环境观察了草地螟成虫夜间的活动与白天的主

要栖息地。田间观察了草地螟成虫产卵的主要寄主植物的种类和不同植物及植株上、中、下部的卵量

分布。幼虫发生期在农田和草场等植被环境调查了不同寄主植物上草地螟幼虫的数量分布。

幼虫发育观察试验在实验室进行，方法是人工捕捉地面活动的草地螟成虫，在实验室内饲育繁

殖，将初孵化的幼虫分别在 ’’(和 #%(的恒温箱内以指形玻璃管!直径 "+4 56、高 $ 56&个 体 饲 养 ，用

大豆叶作饲料。逐日检查幼虫个体发育进度，记录蜕皮时间，在生物解剖 镜 下 测 量 幼 虫 的 头 部 、胸 部

宽度和身体长度。以孵化后至第 " 次蜕皮为 " 龄幼虫，以第 " 次蜕皮后至第 ’ 次蜕皮前为 ’ 龄幼虫，

第 ’ 次 蜕 皮 后 为 # 龄 幼 虫 ，第 # 次 蜕 皮 后 为 * 龄 幼 虫 ，第 * 次 蜕 皮 后 为 4 龄 幼 虫 ，4 龄 期 测 量 至 停 食

作茧前。

" 结果和讨论

(+! 成虫活动与产卵

"#!#! 成虫活动时间与场所

在 4 月末至 $ 月上中旬的春季成虫迁飞发生盛期在山西省应县山区、吉林省中部平原农田和荒

地及林带、吉林省西部草原和农田昼夜观察，草地螟地面成虫活动的时间 主 要 是 日 落 后 至 黎 明 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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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时至午夜活动最频繁，常在花期大葱和苜蓿等蜜源植物丰富的植被环境活动并取食花蜜。草

地螟对粘虫测报调查应用的糖醋酒诱剂表现明显的趋性。黑光灯可诱集大量草地螟成虫并已经作为

地面成虫种群密度调查的方法应用于预测预报。

!"#"! 卵寄主的种类与卵量分布

在东北平原中部调查田间作物和田边常见杂草，记录草地螟成虫产卵的寄主植物主要有菊科的

黄 花 蒿 %!"#$%&’&( ())*( &’(、细 叶 蓟 %+&"’&*% &)*+,-+’./0’1)2’(和 苔 菜 %,(-#*-( -.&)$)’&’ 3,4)*5’(，旋 花 科

的小旋花%+(/0’#$1&( .$2$"(-$( 6,77’(，锦葵科的苘麻%!3*#&/4) (5&-$))($ 8,+-9*’(，豆科的紫苜蓿%6$2&-(7
14 ’(#&5( &’(，十字花科的荠%+(8’$//( 3*"’(8(’#4"&’ 35/*/0’(，马齿苋科的马齿苋%:4"#*/(-( 4/$"(-$( &’(，苋

科 的 野 苋 %!%("()#.*’ 3/&#*% &’(，藜 科 的 灰 菜 %藜 ( %+.$)4842&*% (/3*% ;’(、小 藜 %+.$)4842&*% 9&-&94/&*%
.<)90’(、扫 帚 菜 %地 肤 (%:4-.&( ’-48("&( ./0-,=’(和 猪 毛 菜 %冈 羊 栖 菜 (%;(/’4/( ’42( &’(，蓼 科 的 扁 蓄 %<4/07
14)*% (5&-*/("$ &’(和 马 蓼 %<4/014)*% 3/*%-& 3+)>*’(，禾 本 科 的 稗 %<(%&-*% -"*’ =1(//& &’(，桑 科 的 葎 草

%>*%*/*’ ?(84)&-*’ .)+?’+9 @A//’(等 "B 种杂草和大豆、高粱、玉米和谷子等作物计 "! 科 !! 种。

在落卵较多的几种杂草植株上进行成虫产卵数量和产卵部位的调查结果表明，有卵株率和百株

卵量较高的寄主植物分别为冈羊栖菜、藜、地肤和葎草。这 C 种植物的单 株 落 卵 量 差 异 显 著 ，产 卵 部

位多在植株的中、下部，仅冈羊栖菜植株上、中、下部均有卵的植株较多，上部有卵的植 株 多 属 卵 量 多

的植株%表 "(。

!"! 幼虫发育与寄主

!"!"# 幼虫发育的观察

表 ! 列 出 了 室 内 !!D和 E$D恒 温 条 件 下 ，饲 育 的 草 地 螟 各 龄 幼 虫 头 、胸 部 宽 度 和 身 体 长 度 的 测

量值。

应用 9 测定法分析表 ! 的各项数值的结果，在 !$D和 E$D恒温条件下同一温度和两个温度之间，

同龄幼虫的头部宽度差异不显著，前一龄期与后一龄期幼虫头部宽度相差明显无交错。同一龄期幼虫

胸部宽度有差异，前一龄期与后一龄期有交错。按两个试验温度测定的平均胸部宽度比较，$’EFG$’CE
<< 为 ! 龄 与 " 龄 交 错 ，$’H$G$’B! << 为 E 龄 与 ! 龄 交 错 ，$’B!G"’"I << 为 C 龄 与 E 龄 交 错 ，"’CJG
"’B! << 为 H 龄 与 C 龄 交 错 。 两 个 试 验 温 度 之 间 同 一 龄 期 幼 虫 的 体 长 差 异 表 现 为 ："、!、E 和 H 龄 期

"F E$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体长大于 #$"，% 龄期 !!"体长小于 #$"；在相同温度同一龄期内， 初 期 和 末 期 体 长 相 差 明 显 。

在 试 验 的 相 同 温 度 内 前 一 龄 期 与 后 一 龄 期 体 长 相 互 交 错 ，前 一 龄 的 末 期 &蜕 皮 前 ’体 长 大 于 后 一 龄 初

期 &刚蜕皮’。按两个试验温度测定的平均体长比较 ()*+,!)+( -- 为 ! 龄与 ( 龄交错，#)*.,/)#$ --
为 # 龄 与 ! 龄 交 错 ，.)#$,+)*$ -- 为 % 龄 与 # 龄 交 错 ，($)$$,(%)#$ -- 为 / 龄 与 % 龄 交 错 。 据 此 认

为，鉴别草地螟幼虫龄期时应按幼虫的头宽再辅以体长或胸宽。

!"!"! 幼虫寄主的观察

草地螟幼虫 !,# 龄 盛 期 调 查 一 片 长 /$ -，宽 #$ - 的 大 豆 田 ，该 田 未 除 草 ，生 长 很 多 藜 和 稗 草 等

草地螟喜食杂草。在田内取样 ( -! 的调查点 ($ 个，逐株观察大豆及杂草植株上的草地螟幼虫龄期和

数量。观察结果表明，草地螟的数量分布表现为向藜上集中栖息和取食。在 ($ 个调查点中除了 ( 个没

有藜生长外，其余 * 个调查点在藜上栖息的草地螟占总量的 /$)*0,+#)(0&表 #’。

在 东 北 平 原 调 查 玉 米 、大 豆 、高 粱 、谷 子 、向 日 葵 、甜 菜 田 草 地 螟 幼 虫 的 密 度 和 危 害 的 结 果 显 示 ，

大豆、向日葵和甜菜田较相邻的其他作物田草地螟密度高受害严重，而田内藜等草地螟喜食杂草多的

田块草地螟幼虫密度明显偏高。在一片玉米田内调查 ( 株 %$ 1- 高的藜，植株上栖息 *. 头草地螟幼

虫，其中 ( 龄 (# 头、! 龄 #( 头、# 龄 %# 头、% 龄 * 头，而这株藜周围的玉米上没有发现草地螟幼虫。比

较草场与荒地及农田调查结果，草地螟成虫在苜蓿和灰菜等杂草丰富的植被环境活动频繁并首先形

成危害种群，随着幼虫发育其食量增加，种群向周围扩散危害，暴食期的 幼 虫 种 群 密 度 高 的 时 候 会 吃

光所有绿色植物的叶片和嫩茎，甚至取食马铃薯的块茎、萝卜的块根和树 皮 等 。 据 此 认 为 ，田 间 幼 虫

种群密度调查应首先明确调查范围的植被情况，侧重调查草地螟成虫活动频繁和低龄幼虫喜食植物

较多的植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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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豆田不同植物上栖息的草地螟幼虫数量的比较;调查时间：@ABCC 时=

寄主植物名称
($ 个调查点及其草地螟幼虫数&! , # 龄盛期，头 a -!’

( ! # % / . 6 + * ($

大豆 (+ (* 6 * (6 !! + (! (% !#
藜 *( *# (/! /% ($. /* /! #* !+ 无藜

其他 ($ (* !% 6 (( 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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