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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烟粉虱发生危害特点、田间消长规律、生存环境、施用药剂、田园管理等方面分析了黄淮地区烟粉虱发生的原因 , 提出了以农业
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科学的药剂防治烟粉虱的方法及相应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 黄淮地区; 烟粉虱 ;发生原因 ;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  S433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 2006)18 - 4686 - 02

  烟粉虱[ Bemisia t abaci ( Genndius) ] 属同翅目 , 粉虱科, 是

一种世界性重要害虫。烟粉虱在我国最早记载于1949 年, 主

要分布在台湾、云南和湖北等地。1995 年烟粉虱已从南方传

播到北方地区扩大到12 个省。自1997 年在广东局部地区发

生危害以来, 烟粉虱发生逐渐加重 , 至2000 年在广东、北京、

天津、河北、新疆、山西等省大发生, 引起了媒体和植保部门

的高度重视。根据省市的指示精神加强了虫情调查和监测

工作的力度。2001 年夏, 在学校蔬菜园区、新沂市等部分乡

镇调查时首次发现烟粉虱, 之后2002 年在相邻的部分地区如

萧县、丰县、沛县、铜山等地发现该虫的危害, 说明该虫已迅

速蔓延至黄淮地区。至2003 年夏该虫已在多种蔬菜、花卉上

严重为害, 并在大田作物的棉花、花生、大豆、甘薯等植物上

发生, 甚至城乡的空气中也飞舞着大量烟粉虱成虫。近几

年, 在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的同时, 笔者对烟粉虱在黄淮

地区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进行了调查研究, 并把阶段性成果

及时应用于生产实际中。

1  发生危害特点及田间消长规律

1 .1  发生为害特点  烟粉虱体微小, 繁殖快、生活周期短。

年发生10 余代, 世代重叠 , 对环境适应能力强, 发生为害部

位隐蔽, 易产生抗药性, 危害程度高, 是防治难度较大的危险

性害虫。烟粉虱能以各种虫态在大棚、温室蔬菜、花卉上越

冬, 成为第2 年虫源, 没有滞育, 在露地背风向阳处及花卉、

杂草上以成虫、伪蛹越冬。在适宜的嗜性寄主植物上, 具有

趋绿性, 成虫喜聚在植物顶部嫩叶背面产卵, 造成各虫态在

植株上的垂直分布, 成虫随着植株生长, 不断向上部叶片转

移, 飞翔力不强, 成虫羽化后即可交配产卵, 卵产在叶背面 ,

卵期约5 d , 每雌虫平均产卵量为200 粒左右 , 最高可产500

粒。在25 ℃条件下 , 从卵发育到成虫需18 ～30 d 不等, 刚孵

化的若虫在叶背爬行活动数小时后 , 即固定在叶背刺吸危

害, 进入2 龄 , 营固定生活。3 龄若虫脱皮即成为伪蛹。烟粉

虱在植株上各虫态的分布为: 最上部的嫩叶以成虫和初产的

淡黄色卵最多, 稍下部叶片上多为初龄若虫, 再向下为中老

龄若虫 , 最下部叶片上伪蛹较多。烟粉虱的成虫、若虫群集

于叶背刺吸植物汁液, 造成寄主营养缺乏, 影响其正常的生

理活动, 造成植株衰弱、干枯; 若虫和成虫还可分泌蜜露, 引

起植物煤污病的发生, 虫口密度高时, 叶片呈现黑色 , 严重影

响光合作用及花木观赏效果。据调查, 烟粉虱在不同的寄主

植物上其危害症状有差异。在一品红花卉上其危害症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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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植株茎部苍白、叶片黄化脱落; 十字花科的甘蓝、花椰菜

被害时, 表现为叶片萎缩、黄花、枯萎; 番茄被害表现为果实

不均匀成熟; 西葫芦、南瓜被害表现为银叶; 棉花被害叶正面

出现褐色斑 , 虫口密度高时出现黄斑。成虫还可传播病毒

病, 据报道烟粉虱可以在30 多种作物上传播分属7 个病毒组

的70 多种病毒病。

1 .2 田间消长规律 2002 年初步调查记录在徐州地区烟粉

虱寄主植物有22 科72 余种, 其中以番茄、西葫芦、菜豆、非洲

菊等为主。2001 年在学校蔬菜园区、新沂部分乡镇首次发

现, 当年仅零星发生, 危害较轻。2002 年在黄淮地区开展了

烟粉虱发生情况调查 , 调查其在萧县、丰县、沛县、铜山、新沂

等县( 市) 发生。调查结果表明, 该区每年4 月上旬, 在露地

蔬菜、花卉上开始出现成虫,5 ～6 月份虫量均增长缓慢,7 月

份虫量剧增,8 月至9 月为发生危害高峰,9 月下旬至10 月虫

口减退 ,11 月份迁移到保护地蔬菜上繁殖危害。危害作物主

要有棉花、大豆、甘薯、瓜类、蔬菜及花卉等。2003 年黄淮地

区雨量、雨日较常年偏多, 但烟粉虱仍然大发生, 当年8 月在

丰县范楼、沛县城镇、徐州市区蔬菜园区等地调查发现, 蔬菜

中青椒、番茄、黄瓜、花椰菜、白菜、西葫芦、茄子、豇豆、棉花、

玉米及大豆上均有不同程度发生, 一般有虫50 ～200 头/ 叶 ,

其中青椒、西葫芦、南瓜、白菜上发生危害较重, 平均有成虫

60 ～80 头/ 叶, 最高达200 ～500 头/ 叶, 危害达到4 级。其他

作物及林木、花卉中, 棉花、大豆、花生、甘薯、一品红、菊花上

也有发生 , 其中以棉花( 单叶有虫80 ～2 000 头) 、菊花等发生

危害较重。

2  严重发生原因分析

2 .1 寄主植物 据报道烟粉虱寄主植物有600 多种, 有50 %

集中分布在蝶形花科( 99 种) 、菊科、锦葵科、茄科、大戟科等。

北京地区烟粉虱的寄主植物有74 种、分属于24 科; 广东地区

烟粉虱的寄主植物有176 种、分属于46 科123 属。在徐州市

大农业生态区域内, 种植的农作物品种、花卉品种、蔬菜品

种、园林树木种类多、农田杂草种类多 , 都是烟粉虱的滋生繁

殖场所。特别是反季节蔬菜发展品种多, 设施栽培面积大 ,

人为架设了烟粉虱四季繁衍的桥梁。该虫周年不断地发生

危害, 种群迅速扩大。

2 .2  外来虫源 特殊的传播方式是烟粉虱能迅速扩散并爆

发的重要因素, 该虫通过较强的漂移能力在空中飞舞迁移、

扩散性大的特点或随反季节瓜、菜、花卉从广东、海南、山东

等地的大量调运, 农产品的贸易等人为因素而传播。该虫个

体小, 在种苗及农产品等的调运过程中易被人们所忽视, 而

随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大量传播。加之黄淮地区近几年 , 保护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6 ,34(18) :4686 - 4687                   责任编辑  朱永和 责任校对 范世群



地栽培发展迅速, 高效节能日光温室的大力发展, 其内的温

湿度条件常适宜烟粉虱的活动与繁殖, 成为烟粉虱传播蔓延

的主要渠道。现代社会农产品贸易量增加, 交通工具发达 ,

使该虫扩散速度加快。据调查发现在烟粉虱区域分布上, 有

蔬菜、花卉、苗木引进的乡镇( 如学校蔬菜园区、园林景区、沛

县城关、丰县范楼乡、铜山、新沂市的部分乡镇等) 发生相对

更为严重。从烟粉虱在徐州发生情况分析, 人为传播是该虫

发生的重要原因。

2 .3 气候条件 受温室效应等影响, 夏季高温干旱, 冬季为

暖冬, 为其安全越冬提供了气候上的保证, 大大提高了烟粉

虱在徐州的发生基数, 为其在该区的发生流行提供了足够的

虫源。

2 .4  管理水平低 由于菜农对烟粉虱发生规律及危害性认

识不足。基层村组干部、农技人员指导服务不到位 , 同时, 也

存在麻痹心态, 没有很好地贯彻“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

保方针。不能抓住防治的有利时机, 过分依赖化学防治。防

治技术粗糙, 存在不合理用药现象, 如农民长期单一用药, 盲

目加大、随意提高用药量 , 促进烟粉虱快速产生抗药性。尤

其是现在农业的分散经营, 使得在害虫防治上各自为政, 缺

乏协调、防治观念不统一, 时间不一致 , 措施不合理。对烟粉

虱的危害, 目前尚无特效药在烟粉虱大爆发时加以控制, 使

得本来抗性极强的烟粉虱在局部地区猖獗危害。

2 .5  烟粉虱特有的生物学特性使得防治困难  烟粉虱的伪

蛹有蜡质覆盖虫体, 药液不易渗透虫体内, 抗药性强 , 常规杀

虫剂防治效果差。且该虫时代不整齐 , 各虫态同时存在, 繁

殖率高 , 发生部位隐蔽, 有利于该虫种群迅速扩大。

3 防治对策

3 .1 加强检验 外地调进的植物材料要严格检验, 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 严禁外来虫源通过蔬菜、花卉等植物的调运而带入。

3 .2 农业防治

3 .2 .1 合理布局。间套种植及调整播种期, 因地制宜将不

同的蔬菜种类进行合理布局, 采取间种、轮作 , 不要大面积连

片种植不同植期的豆瓜、茄类蔬菜。抗虫作物与感病作物套

种、轮作、换茬 , 形成间隔虫屏障。同时注意调整播种期。在

保护地秋冬茬栽培烟粉虱不喜欢的半耐寒性叶菜, 如生菜、

韭菜、大蒜、洋葱、芹菜等从越冬环节抑制烟粉虱的发生基

数。此外应注意错开若虫发生高峰期, 以减轻危害。

3 .2 .2 培育无虫苗。苗床和大田分开, 防止苗床感虫, 定植

无虫健苗。保护地蔬菜育苗前, 先灭虫后育苗, 可减少虫口

基数。

3 .2 .3 清洁田园。生产温室定植前应彻底清除前茬作物的

残株、杂草 , 冬前结合栽培管理人工摘除带虫老枝叶 , 并带出

棚外处理。大田亦应摘除下部虫叶、残叶集中堆沤、深埋, 以

减少虫源。

3 .3 物理防治  利用烟粉虱的趋黄性, 在烟粉虱的成虫发

生高峰 , 在田间设置黄板, 用1 .0 m×0 .2 m 纤维板或硬纸板

涂上橙黄色, 再涂上一层粘油( 使用10 号机油加少许黄油调

匀) , 挂于作物顶端10 ～20 c m 处( 与植株高度一致) 每公顷设

置密度为460 块左右, 黄板需7 ～10 d 重涂1 次 , 直接诱杀成

虫。可大大降低下一代虫口发生基数, 减轻危害。

3 .4 生物防治  从可持续控制措施出发, 生物防治是大力

提倡的防治手段。天敌对烟粉虱种群增长有很强的控制作

用, 应加强保护。据报道捕食性天敌有瓢虫、草蛉、花蝽及捕食

性螨类等60 余种; 虫生真菌有拟青霉、轮枝菌和座壳孢菌等7

种; 寄生性天敌有恩蚜小蜂、浆角蚜小蜂、丽蚜小蜂等45 种。

3 .5 化学防治

3 .5 .1 加强虫情调查。采取黄板诱测和田间调查, 进行发

生期 、发生量和危害程度调查, 确定防治适期和防治田块。

防治适期一般应掌握在1 ～2 龄若虫生发期或点片发生阶段

进行防治。

3 .5 .2 烟雾熏蒸法。在湿度较大的季节或大棚内, 于烟粉

虱成虫发生高峰时, 宜采取化学烟雾熏蒸法防治, 避免喷雾

造成湿度大, 煤污病加重发生。每公顷使用80 % 敌敌畏乳油

2 250 ml , 对水210 kg 稀释 , 拌锯末600 kg , 均匀撒于行间, 闭棚

1 .5～2 h , 温度控制在30 ℃左右。

3 .5 .3 药剂防治。利用抗生素类、植物源农药、昆虫生长调

节剂和化学合成神经毒剂等防治烟粉虱, 国内各地都进行了

田间药效试验。在其基础上笔者也进行了田间小区试验, 结

果表明, 各药剂对低龄( 1～2 龄) 若虫的防治效果显著。常用

药剂有 :1 .8 % 阿维菌素( 虫螨克) 乳油2 000～3 000 倍液、60 %

绿浪( 烟百素) 1 000 倍液、40 % 绿菜宝1 000 倍液、25 % 扑虱灵

1 000 ～1 500 倍液、2 .5 % 天王星1 000 ～1 500 倍液、10 % 吡虫

啉2000 ～3 000 倍液、5 % 锐劲特悬浮剂1 500 倍液 , 除防治若

虫外, 可兼杀成虫。混剂有:20 % 扑蚜威 + 阿维菌素乳油、

20 % 速灭威+ 阿维菌素乳油、1 .8 % 阿维菌素乳油+ 敌敌畏

等。在化学防治药剂种类选择上, 应坚持交替使用不同类型

的药剂, 并使用推荐的浓度, 不可随意加大浓度, 以减缓或防

止烟粉虱抗性的产生。在化学防治时, 还应注意与生物防治

措施相配合 , 尽可能使用对天敌杀伤力小的选择性药剂, 保

护利用自然天敌的控制作用。最佳用药时间为晨露干后至

上午11 :00 , 喷药时2 .5 % 天王星1 000 ～1 500 倍液、10 % 吡虫

啉2 000～3 000 倍液注意植株上、中、下部叶背虫口密度大的

部位, 喷雾均匀即能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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