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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贵州省安顺地区茶树主要害虫种类及发生动态 , 并从加强农业防治 , 优化生态环境 , 保护利用天敌 , 选用生物农药等几个方
面提出综合防治的原则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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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顺市地处黔中腹地,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茶树

种植面积约为6 090 hm2 , 是贵州省茶树主产区之一。主栽品

种为福鼎大白、福云6 号、龙井43 及地方群体品种。近年来 ,

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茶叶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引进的新

品种渐增, 加之茶园生态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措施不当, 导致

害虫群体结构改变, 原有的次要害虫逐渐上升成为主要害

虫, 危害程度加重, 对茶树的产量及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为

此, 从2000 年起, 笔者对全市分布于不同地域的茶叶生产区

主要害虫发生危害动态、发生原因及综合防治技术进行了持

续深入的调查研究。

1  主要害虫种类及发生动态

茶害虫种类随植茶时间的延长和面积的扩大逐渐增加 ,

调查共发现害虫40 余种, 发生危害趋势以虫体小、世代数多

和有保护层的吸汁类害虫为重, 主要有假眼小绿叶蝉、绿盲

蝽、黑刺粉虱、茶蚜、茶蚧、茶网蝽等。食叶为害类发生普遍

且危害呈上升趋势的有茶毛虫, 局部严重的有茶蓑蛾、茶蠖、

茶刺蛾等。

1 .1 假眼小绿叶蝉[ Empoasca vitis Gothe]  该虫在安顺为

常年普发性害虫, 分布普遍, 系茶树主要害虫。以成若虫刺

吸芽叶汁液 , 有明显趋嫩为害习性, 雌成虫于嫩梢组织内产

卵破坏疏导组织, 受害芽叶沿叶缘变黄, 叶脉变红, 叶片卷

曲, 严重时全叶枯焦脱落, 对茶叶产量及成茶品质风味影响

极大。由于安顺冬无酷寒, 早春气温回升较早, 该虫表现为

发生早、代数多 , 世代重叠极为严重, 对春、夏、秋3 季茶构成

全程危害, 尤以5 ～7 月呈现发生高峰, 夏茶受害最重。

1 .2 绿盲蝽[ Lygocoris ( Lygus) lucorum Meyer- Dur]  以成

若虫刺吸幼嫩芽叶汁液 , 被害处先呈现红点, 后褐变成枯死

斑点, 伴随芽叶伸展, 被害部变成不规则形孔洞和裂痕, 叶绿

残缺破烂。该虫原在贵州省较少发生, 多寄居杂草及其他植

物。自20 世纪90 年代末, 因垦植荒坡营建茶园转至茶叶为

害, 渐变成茶树主要害虫。由于发生早,5 月上旬是全年危害

高峰期, 头茶受害严重, 加之害虫虫体小、生活隐蔽、爬行飞

翔活跃、吸食能力强, 往往虫口密度不大, 但田间为害状比比

皆是, 多数茶农对其发生为害规律知之甚少, 极易错过防治

良机, 待造成损失后防治为时已晚。

1 .3 黑刺粉虱[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  以幼

虫群集在叶背刺吸茶树汁液, 同时排泄“蜜露”于中下部叶

片, 诱致煤病大量发生, 茶园一片乌黑, 受害茶树树势衰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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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梢细少, 叶片大量脱落, 严重时整丛死亡。该虫在生长茂

密郁蔽、通风透光不良的茶园受害严重, 由于虫病伴生,6 ～7

月高温多雨季节可造成煤病迅速蔓延, 对茶叶产量品质影响

极大。前几年茶园因频繁应用高浓度农药, 致大量天敌种群

结构和数量下降, 失去对黑刺粉虱的自然控制作用, 造成连

年成灾发生。

1 .4 蚧类  蚧类通称介壳虫, 在安顺主要有茶牡蛎盾蚧、蛇

眼蚧、椰园蚧、角蜡蚧、红蜡蚧等近10 种 , 此类害虫体表有厚

薄不一的蜡质物, 均以雌成虫和若虫固着于茶树叶片、枝干

和果实组织上吸汁为害, 被害茶树养分损耗、树势衰退、芽叶

稀瘦、虫口密集的茶树落叶枝枯并诱发煤病, 损失严重。该

类害虫因危害虫态体表有蜡质保护介壳覆盖, 药剂防治难以

奏效, 茶农往往为追求防效而加大用药浓度及次数, 致茶园

内对蚧虫自然控害能力显著的蜘蛛、小蜂、瓢虫等天敌被杀

灭, 蚧虫抗药性逐渐增强, 为害呈上升趋势。

1 .5 茶蚜[ Toscoptera aurantii Boyer]  为早春普发性害虫,3

～4 月开始为害,5 月初即可形成为害高峰, 成若虫有极强的

趋嫩为害习性, 多聚集于新梢叶背和嫩茎上刺吸汁液, 以芽

下1、2 叶上虫量最大。早春多集中于茶丛中下部嫩叶, 春暖

后迁移至蓬面芽叶为害并分泌蜜露污染芽叶。由于繁殖速

率强, 在适宜条件下短期内即可成灾发生, 致芽叶卷曲萎缩

枯竭, 受害芽叶制成的干茶汤色风味劣变。

1 .6  茶网蝽[ Stephanitis chinensis Drake]  以成若虫群集于

中下部叶背吸汁为害, 受害叶正面呈现大面积白色细小斑

点, 远看茶园一片灰白。叶背附有黑色胶质排泄物及虫蜕 ,

被害茶树生长不良、茶芽萌发迟缓、芽头细小 , 对产量及成茶

品质均有较大影响。在安顺由于春夏交替时节温湿度极有

利于该虫发生,5 月份发生为害较重, 近年新垦植的大叶种受

害较重。

1 .7  茶毛虫[ 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 Strand]  为咀食芽

叶的主要害虫。幼虫3 龄前群集发生, 聚集于茶丛中下部两

侧取食, 被害叶片残缺不全, 严重时仅留秃枝 , 对产量及树势

影响极大, 且虫体密生毒毛, 人体触及后皮肤红肿奇痒, 严重

妨碍茶园的采摘和管理。该虫原为茶树主要害虫, 分布广

泛, 是茶树防治的主要对象, 一度虫口数量得以控制。近几

年, 由于茶叶药剂残留毒性检测标准规定限量 , 有机磷和菊

酯类农药在茶园的应用受到严格控制, 导致该虫虫口猛增 ,

在大西桥茶场、鸡场茶果场等局部茶区再增猖獗严重。

1 .8  褐蓑蛾[ Mahasena co1ona Sonan]  为近年来局部茶园

较为常见的害虫, 在被害茶园形成明显的为害中心, 成为每

年必须防治的对象, 主要种类为褐蓑蛾、茶蓑蛾、油桐蓑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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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均以幼虫咬食叶片枝皮 , 造成茶丛光秃及枯枝, 由于此

类虫害活动范围有限 , 往往造成茶园缺行断丛。形成明显危

害中心。

2  防治原则及技术

按照无公害茶叶生产技术规程要求, 结合安顺市茶园生

态系统的现实情况, 在茶叶害虫的防治实践中 , 应遵循“预防

为主, 综合防治”方针 , 综合应用各种防治措施, 创造不利于

害虫发生而有利于各类天敌繁衍和活动的环境条件, 营造高

山茶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 建立科学安全的化学

防治模式, 将害虫控制在允许经济阈值之下。

2 .1 加强农业防治, 优化生态环境

2 .1 .1 加强抗虫品种的选育和种植。茶树品种间由于形态

结构、生化成分以及生物学特性的差异, 对不同害虫表现为

不同程度的抗性。结合茶园害虫发生为害的实际, 加强对抗

虫品种的选育和引进, 积极推广抗虫品种的种植, 如抗蚧虫

的“黔湄”系列品种 , 抗蛆叶害虫的水仙种。实践证明: 选用

抗虫品种是一种经济、安全和有效的措施。

2 .1 .2 分批分次适时采摘。茶树新梢是茶青生产中价值最

佳的部位 , 又是多种具趋嫩绿害虫寄居危害的场所。在茶青

生产季节, 分批及时采摘和根据虫情测报情况必要时进行强

采, 既能保证茶叶品质, 又能有效控制和消灭在茶梢芽叶上

为害的小绿叶蝉、茶绿盲蝽、茶蚜及螨类等多种害虫。

2 .1 .3 加强茶园生态调控。秋茶封行后及早春时节实施中

耕除草, 可清除茶毛虫、小绿叶蝉、尺蠖类等大量害虫的发源

地或潜伏场所, 压低虫口基数, 通过修剪和台刈不仅可以清

除带虫( 卵) 枝叶, 有效防止黑刺粉虱及煤病的混合发生, 还

可直接改善茶园的郁闭条件, 恢复和增强树势 , 保持良好的

树冠群体结构, 维持茶树旺盛技能, 减轻害虫发生。

2 .1 .4 加强茶园保健栽培, 实行科学配方施肥。茶园肥料

施用, 直接影响茶树生长发育和茶叶的产量品质, 增施有机

复合肥和农家肥, 对增强树势, 提高茶树抗逆能力至关重要 ,

适量合理施用氮肥 , 防止因氮肥偏施过多而造成枝芽徒长加

重害虫为害 , 配施磷钾肥及微量元素, 严禁在茶园使用硝态

氮肥。

2 .2 保护利用天敌, 选用生物农药  生物防治是茶园综合

防治的重要内容, 茶园天敌种类多、数量大、对害虫有较好的

控制作用。主要有: 蜘蛛、草蛉、瓢虫、螳螂、寄生蜂、食蚜蝇、

寄蝇及虫生真菌、病毒等。据贵州省茶叶研究所调查研究结

果表明: 茶园生态中害虫与天敌量基本平衡的情况下, 虫害

可维持在允许的经济损失水平之下。因此, 对茶园天敌应立

足于保护、利用和引进。茶园用药治虫时要充分选用对天敌

安全的选择性杀虫剂, 尽量避开在天敌盛发期施药, 以保护

天敌, 提高其在茶园的自然控害作用。

生物农药中的Bt 制剂、真菌制剂及农用抗生素等微生

物农药属活体制剂 , 对茶园中的多种害虫防效甚好且持效性

强, 对茶园无污染, 无残留。此外, 利用贵州山区药源植物丰

富的自然优势, 积极开发和应用植物源农药防治茶园害虫 ,

安全可靠, 作用范围广。

2 .3 应用物理防治, 降低虫口密度  采用人工捕杀, 减轻茶

毛虫、蓑蛾等害虫为害, 利用害虫的趋性, 因地制宜地进行灯

光诱杀, 色板诱杀能有效降低田间虫口数量, 减少繁殖, 从而

减轻为害。此外, 对假眼小绿叶蝉连年成灾发生的茶园 , 采

用机械或人工方法清除杂草, 能有效降低虫源基数。

2 .4  建立合理的化学防治模式  在防治茶树害虫的诸多措

施中, 化学防治具有快速、高效、操作简便、受环境条件影响

小等优点, 是控制茶园害虫 , 确保茶叶高产优质的不可替代

的措施, 但应严格参照防治指标 , 掌握防治适期施药 , 提倡一

药多治和合理混用, 将农药残留降低到规定标准范围, 充分

发挥化学防治在综合防治中的应有作用。

2 .4 .1  对“症”下药, 适时用药。化学农药由于成分及杀虫

机理的不同, 对不同种类的害虫及同种不同虫态的害虫种类

所表现出的敏感程度截然不同。茶园治虫, 应严格选用安全

有效的对口农药, 以提高杀虫效果, 避免盲目用药所产生的

负效应。同时, 要掌握在害虫对农药最敏感的阶段施药。根

据贵州省茶区茶树普发性害虫种类及目前农药的市场供应

情况, 对口农药及防治适期可参照表1 实施。

  表1 不同害虫防治农药及防治适期

害虫名称  药剂 防治适期 参考防治指标

小绿叶蝉  吡虫啉、联苯菊
酯、氯 氰 菊酯、
溴氰菊酯、白僵
菌制剂等。

虫 口 高 峰 前
期, 若虫 总量
达80% 以上

虫 口 超 过 10
头/ 百叶或虫量
超过20 头/ m2 。

粉虱类   辛 硫 磷、吡 虫
啉、优 乐 得、蚜
虱净、粉虱真菌

卵孵化盛末期 小 叶 种 2 ～ 3
头/ 叶, 大叶种 4
～7 头/ 叶

茶蚜    吡 虫 啉、辛 硫
磷、抗 蚜 威、溴
氰菊酯、烟碱乳
油

发生高峰期5
月上、中旬和9
月下旬～10 月
中旬

有蚜芽梢率4 %
～5 % , 芽下平均
虫口10 头/ 叶

茶叶螨类  克 螨 特、四 满
�、灭 螨 灵、石
硫合剂、机油乳
剂

高峰前期,5 月
中旬～6 月上
旬和8 月下旬
～9 月下旬

虫口3 头/ cm2

茶蚧壳虫类 机油乳剂、��
酮、乐 斯 本、杀
扑磷、晶体石硫
合剂

第1 代卵盛孵
期5 月上旬～6
月上旬

虫量15 头/ m2 以
上

鳞翅目食叶类 BT 制 剂、苦 参
碱、溴 氰 菊酯、
氯氰菊酯、联苯
菊酯

低龄幼虫期 幼虫量 7 头/ m2

以上

食叶象甲类 白 僵 菌、杀 螟
丹、联苯菊酯

成虫出土盛末
期

成龄茶园虫量15
头/ m2 以上

蝽类    敌百虫、氯氰菊
酯、灭 扫 利、氯
戊菊酯

越冬卵盛孵期
4 月中、下旬

芽 梢 受害 率达
10 %

2 .4 .2 主次兼治 , 一举多得。多种害虫在茶叶生产季节同

时并发是茶树害虫发生的一大特点。在防治上要力戒无视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以及“见虫就治”的错误作法。在一些

茶区, 茶青生产季节频繁用药, 会因不同农药安全等待期的

要求而延误茶青的适时采摘, 顾此失彼 , 害虫也不一定能达

到预期的防效。应加强开展虫情调查工作, 掌握不同害虫的

防治指标, 以抓主要害虫为用药的关键 , 兼治其他害虫, 防治

时期应确定在对主次害虫均有较好效果的时期。

2 .4 .3  明确“靶”位, 有的放矢。大量实例表明 , 在进行药剂

治虫时 , 多数情况只考虑在单位面积上简单喷施, 而忽略了

( 下转第50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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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力影响的多种不可逆过程 , 如地文景观、人文景观的自

然风化和人为破坏过程 , 以及景观因自然灾害而毁坏的过

程等 , 而且还包括受旅游经济活动作用, 并伴生于旅游经济

活动中的多种不可逆过程, 如旅游区弱势文化的置换过程、

传统艺术文化退化过程、宗教礼仪文化商品化和世俗化过

程、旅游生态文化被山神鬼怪传说故事置换的过程, 同时还

包括无序竞争导致的旅游经济市场“缩水”过程等。假设系

统有 n 个不可逆过程, 如果把第 i 个不可逆过程的“速率”

记作 J i , 把产生不可逆过程的“力”记作 Xi , 据Prigogine 的熵

产生理论 , 旅游环境系统的熵产生可表述为 : 各种不可逆过

程的“速率”( J i) 和“力”( Xi) 的乘积之和( ds) 。记作 :

ds = ∑
n

i =1
J iXi

如果把开发前的熵产生记作 d1s , 开发后的熵产生记作

d2s , 一般来说 , 旅游开发导致的总熵变要增大 , 所以 , 开发

后的熵产生( d2s ) 要大于或等于开发前的熵产生( d1 s) , 即:

△= d2s - d1 s ≥0

根据熵增加原理, 由于总熵变大于零 , 旅游环境系统往

往处于不稳定状态 , 当这种不稳定状态超过了旅游环境系

统自身调节能力并长期维持时 , 就会造成旅游环境系统的

退化甚至崩溃 , 直接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 。

3  旅游环境管理的策略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 : 开放系统不断与环境交换能量与

物质 , 只要形成了足够的负熵流 , 就能使系统的总熵不增加

甚至减少, 开放系统就能远离平衡产生有序稳定的结构。

旅游环境是一个开放系统 , 相对于时间而言是一个不可逆

过程 , 熵产生大于零( dis > 0) , 显然, 旅游环境系统如果要持

续发挥作用, 就要保持系统的总熵( ds) 不增加甚至有所减

少, 就必须要求系统在与外界环境的能量和物质交换过程

中, 不断地引入大于或等于熵产生( dis) 的负熵流( des) , 即

ds = dis + des ≤0 , 以 des1 和 des2 分别表示旅游资源环境系

统开发前后的2 种状态的负熵流, 如果| des1| ≤| des2| , 则

意味着旅游资源环境系统向良性方向转变, 意味着旅游产

业有可能求得持续发展[ 4] 。因此, 对旅游环境管理者而言,

必须不断引入负熵流, 以保护旅游环境系统的有序状态 , 从

而达到旅游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 .1  建立旅游区熵“变”监测网络 , 整治熵“源” 无论是旅

游环境系统熵的产生, 还是引入系统的负熵流的不良变化,

都是一个过程的集合, 在旅游区建立熵“变”监测网络 , 运用

定位监测技术、系统分析技术测量旅游环境系统要素或子

系统的变化, 监控系统内的各要素或子系统的熵产生“源”

与“量”的信息, 在及时做好熵“变”预警工作的同时, 提出整

治熵“源”的可行性措施[ 5] 。

3 .2  强化旅游资源、环境管理政策, 落实保护职责  建立

一整套完善的旅游资源与环境管理制度, 对经营者实行“旅

游资源与环境目标责任制”, 坚持“谁污染、谁治理, 谁开发、

谁保护”的原则。在制定保护制度时应重点考虑生态指标、

环境质量指标、建筑设施指标、环境感应指标及客源分布指

标等 , 以确保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3 .3  加大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的投资  根据实际情况, 把

追加的投资因地制宜地用于技术工程的保护措施上。如修

缮文物古迹应当“修旧如故”; 为保证物种的多样性, 维持生

态平衡, 应采取必要的技术工程 ; 拆迁旅游区外围的重点污

染企业, 发展清洁能源生产 ; 对旅游区内的生活垃圾进行技

术处理等。

3 .4  研究旅游区的容时数和容人数, 科学设置进入门槛 

游客是影响旅游资源环境发展的外渗变量之一, 他们在旅

游区的消费, 除了给旅游区的居民带来商机外 , 通过游客的

攀折、践踏行为和伴随旅游流进入的不良信息( 暴力、色情)

等途径增加了旅游环境的熵产生。因此 , 研究旅游区的容

时数和容人数 , 科学设置进入门槛非常必要。事实上 , 每一

个旅游区都设置了进入门槛 , 但为什么旅游资源环境耗损

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呢 ? 其原因在于把旅游规划设计时有

待进一步验证、修订的“假设门槛”看作结论 , 作为旅游产业

运作过程的标准。

4  结束语

旅游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 它不断地与外界发

生着物质和能量交换, 它不可能达到绝对意义上的平衡 , 即

总熵永不减少( 总熵变等于零) 。要使旅游环境系统达到一

种耗散结构状态 , 即总熵变小于零 , 必须不断引进负的熵

流。对于旅游环境而言 , 必须人为地对旅游环境系统进行

干扰 , 而这种干扰是使系统产生负的熵流, 且负的熵流大于

系统本身产生的熵源, 这样系统本身才能达到自组织状态,

从而使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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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害虫的栖息活动习性, 用药不对位。为提高农药在茶

树目标害虫上的“中靶”率, 减少农药在非目标物上的沉积,

施药时要明确目标害虫在茶树上栖息的活动的部位, 避免

盲目地进行全方位喷施 , 蓬面害虫只需蓬面扫喷, 对中下层

害虫可采用侧位喷雾, 叶背害虫则应采用逆向喷雾, 以达到

减少用药量, 提高防效 , 又有利于保护天敌和减轻农药对茶

叶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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