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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烟区烟草地下害虫的发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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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北各烟区的烟草种类和植烟环境多样，地下害虫是烟草苗期的主要害虫。为了明确各烟区地下害虫的优势类群及

其发生规律，于 2011 年 4—8 月对湖北咸丰、五峰、保康和郧西县烟田的地下害虫进行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湖北省 4

个烟区的地下害虫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恩施烟区以金针虫为优势类群，以蛴螬和蝼蛄为次优势类群；襄阳烟区以地老虎、蛴

螬和金针虫发生为主；宜昌烟区以蛴螬和地老虎为主；而十堰烟区以金针虫和地老虎发生为主。烤烟、马里兰烟和香料烟地

下害虫发生偏重，而白肋烟和晒烟发生偏轻。烟叶收获期的地下害虫结构与烟叶苗期不同，收获期烟田蛴螬和金针虫密度明

显增加。烟草地下害虫的发生程度与烟田海拔高度相关，海拔 1200 m左右的烟区，地下害虫发生程度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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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ing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ound Insect and Pests in Tobacco 
Fields of Hubei Province 

LI Xihong1, LI Chuanren2, ZHOU Lei2*, XU Rubin1, LI Yanyan1, GUO Li3, TAN Jun4, ZHANG Youche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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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ound insect and pests are the main tobacco pests during tobacco seedling stage. Because of the diverse tobacco 
species and planting environments in tobacco-planting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tobacco 
underground insect and pests was carried out during April and August, 2011 for detecting the dominant species and their occurring 
pattern in Xianfeng, Wufeng, Baokang and Yunxi county of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underground pests in four tobacco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Enshi, wireworms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 and then grubs and mole crickets sub-dominated; In Xiangyang, cutworms, grubs and wireworms were often observed; In 
Yichang, cutworms and grubs predominated; In Shiyan, wireworms and cutworms occurred frequently. The damage caused by 
underground pests was more serious in Flue-cured tobacco, Maryland tobacco and Oriental tobacco than that in Burley tobacco and 
Sun-cured tobacco. The pest population during the tobacco seedling stage was also distinct from that at tobacco harvest time, when 
the density of grubs and wireworms increased greatly. The severity caused by underground pests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altitude of 
tobacco field, and the underground insect pest had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at 1200 m altitude tobacco fields.  
Keywords: tobacco; underground insect and pest; occurring characteristics; Hubei 
 

地下害虫是指一生或一生中某个阶段生活在

土壤中、为害植物地下部分、种子、幼苗或近土表

主茎的杂食性昆虫。地下害虫种类很多，主要有蝼

蛄、蛴螬、金针虫、地老虎、根蛆、根蝽、根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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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地甲、蟋蟀、根蚧、根叶甲、根天牛、根象甲和

白蚁等 10多类，共约 200余种，分属 8目 36科，

在中国各地均有分布[1]。地下害虫发生遍及全国各

地，危害粮食、棉花、油料、蔬菜、糖料、烟草、

花卉、草坪牧草和中草药等多种植（作）物。地下

害虫的危害时间长，从春季到秋季，从播种至收获，

咬食植（作）物的幼苗、根、茎、种子及块根、块

茎等。苗期受害，造成缺苗断垄；生长期受害，破

坏根系组织；啃食嫩果，使植株矮小变黄，降低产

量，影响品质。我国烟区常见的地下害虫主要有地

老虎、蝼蛄、蛴螬、金针虫 4大类，危害地下部分

及近地表的嫩茎，常常造成缺苗、断垄或幼苗生长

不良，是苗床及移栽初期的主要害虫，因此做好苗

期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是培育壮苗、提高烟叶产、

质量，获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基础工作之一。 

我国烟草昆虫或节肢动物调查在各烟区均有

标志性工作[2-8]，但针对地下害虫的调查十分少见，

且调查方法不一。湖北省烟草科研所上世纪末期在

烟草昆虫调查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总结形成了湖

北烟草昆虫名录，供省内各烟区在生产上使用，但

缺乏地下害虫分布与发生规律的研究。为了满足烟

叶生产需要，作者在湖北烟草有害生物调查过程

中，特别考虑了地下害虫结构调研，选取恩施烟区

咸丰县、宜昌烟区五峰县、襄阳烟区保康县和十堰

烟区郧西县为代表，系统调查了不同海拔高度、不

同烟叶类型和不同生育期烟田的地下害虫，以期为

湖北省烟区地下害虫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点设置 

田间调查于 2011年在湖北襄阳（保康县）、恩

施（咸丰县）、宜昌（五峰县）和十堰（郧西县）

四个烟区进行，其中，保康烟区按烟田海拔高度差

异选择了 4块烤烟田，咸丰烟区按海拔高度差异选

择了 3块烤烟田，五峰烟区依海拔高度和烟叶类型

差异选择了 2块马里兰烟田和 1块白肋烟田，郧西

烟区按海拔高度和烟叶类型选择了 2 块烤烟、1 块

香料烟和 1块晒烟田。烟田面积均为 1000 m2，由

烟农按常规进行管理，但不施用杀虫剂。 

1.2  调查方法 

烟苗移栽前 5 d进行第 1次调查，之后每 10 d

一次，直至苗期结束（共 4~5次）。在各烟田选取 5

个调查点，每点 0.5 m2，30 cm深，含 2株苗，用

铁锹分层取土并细心剥虫，记录地下害虫的种类和

数量，统计各烟田地下害虫发生数量和发生比例。 

2  结  果 

2.1  湖北烟区烟草地下害虫的优势类群 

不同烟区烟草地下害虫的优势类群分化明显

（图 1）。保康烟区以地老虎为优势类群，蛴螬和金

针虫为次优势种类；咸丰烟区和郧西烟区以金针虫

为优势地下害虫，但郧西烟区的地老虎为次优势类

群，而咸丰烟区的次优势地下害虫为蛴螬和蝼蛄；

五峰烟区以蛴螬为优势种，以地老虎为次优势种，

而金针虫和蝼蛄的比重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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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北主要烟区烟草地下害虫种类及比例 

Fig. 1  The species and proportion of underground pests in 
main tobacco fields in Hubei Province 

2.2  烟草生长前、后期地下害虫结构差异 

在湖北咸丰县调查了烟叶收获期的地下害虫

种类和数量，结果表明（图 2），烟草前期地下害虫

与后期地下害虫的结构明显不同，烟草收获期的地

下害虫类群与苗期时相比，金针虫和地老虎的比例

未发生明显改变，蛴螬的比例明显上升，蝼蛄的比

例明显下降。图 3显示，收获期的蛴螬和金针虫的

密度大幅提高，说明这两类地下害虫在烟草生长过

程中有逐渐累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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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咸丰烟草苗期和收获期地下害虫种类和比例 

Fig. 2  The species and proportion of underground pests 
during the tobacco seeding and harvest stages based on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 Xianfe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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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咸丰县烟草苗期和收获期地下害虫密度 

Fig. 3  The density of underground pests during the tobacco 
seeding stage and harvest time based on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 Xianfeng County  

2.3  烟苗移栽前后的地下害虫比较 

烟苗移栽前后的烟草地下害虫种类和密度均

发生了较大变化。以襄阳（保康县）烟区为例，移

栽前的地老虎和金针虫密度明显高于苗期（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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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保康烟草移栽前后地下害虫发生情况 

Fig. 4  The species and densities of underground pests before 
and after tobacco transplanting in Baokang County  

2.4  烟草类型对地下害虫结构的影响 

烟草类型对地下害虫的结构有明确影响。图 5

显示，在宜昌（五峰县）烟区，马里兰烟田的地下

害虫总密度、蛴螬密度和地老虎密度均明显高于白

肋烟田，白肋烟田仅金针虫密度略高于马里兰烟

田。十堰（郧西县）烟区的调查也发现烟草地下害

虫结构随烟叶类型不同而不同，烤烟田和晒烟田发

现了 4类主要地下害虫，而香料烟田仅发现 3类害

虫，未发现蝼蛄；香料烟田和烤烟田的地下害虫密

度明显高于晒烟田，且优势类群均为金针虫，而晒

烟田的地下害虫优势类群为地老虎（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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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五峰烟草类型对地下害虫结构的影响 

Fig. 5  The effect on structure of underground pests by 
different tobacco varieties in Wufe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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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郧西烟草类型对地下害虫结构的影响 
Fig. 6  The effect of tobacco type in Yunxi County on 

structure of underground pests  

2.5  烟田海拔高度对地下害虫结构的影响 

在襄阳（保康县）烟区的 4 块调查田中，2 块

烟田的海拔高度约 730 m，另 2块海拔高度约 1250 

m。比较两海拔高度烟田的地下害虫发现，高海拔

烟田的地下害虫（地老虎、蛴螬和金针虫）密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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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低海拔烟田，且高海拔烟田的地老虎、蛴螬

和金针虫均为主要害虫，而低海拔烟田仅地老虎为

主要害虫（图 7）。图 8也显示地下害虫发生随烟田

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0

10

20

30

40

50

700 750 1200 1300

海拔高度/m

密
度

/( 头
·2

.5
m

-2
)

地老虎 蛴螬 金针虫 蝼蛄

 
图 7  保康烟区不同海拔高度对地下害虫结构的影响 

Fig. 7  The effect of altitude in Baokang County on structure 
underground pests 

 

0

5

10

15

20

25

700 1148 1480

海拔高度/m

密
度

/( 头
·2

.5
m

-2
）

地老虎 蛴螬 金针虫

 
图 8  五峰烟区不同海拔高度对地下害虫结构的影响 

Fig. 8  The effect of altitude in Wufeng County on structure of 
underground pests   

3  讨  论 
在 4类主要地下害虫中，地老虎和蝼蛄为外源

性害虫，其发生与当地气候和作物结构密切相关，

然而蛴螬和金针虫大多为部化性昆虫，是烟田的内

源性害虫，其危害性具有累积效应（图 2），随烟草

生长而密度增加，取食并危害生长期烟草根系，但

烟草后期的地下害虫通常为烟农所忽视，应加强其

危害损失及其防治技术研究。 

烟草移栽前后的地下害虫结构有明显差异，烟

苗定植期的地下害虫密度低于移栽前，说明移栽前

的烟田翻耕对地下害虫种群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烟田海拔高度对烟草地下害虫的影响最大，海

拔 1000~1300 m烟田更应注意地下害虫的防治。 

各烟区烟草地下害虫结构的分化可能与烟区

的气候、土壤和烟区作物种植结构有关，应该针对

当地主要地下害虫实施防治，做到有的放矢。 

4  结  论 
湖北省各烟区烟草地下害虫发生了明确分化，

以咸丰县为代表的恩施烟区，金针虫密度高于蛴螬

和蝼蛄，但地老虎发生较轻；以五峰为代表的宜昌

烟区，蛴螬为优势类群，地老虎为次优势类群；以

保康为代表的襄阳烟区，地老虎为优势害虫，而蛴

螬和金针虫次之；以郧西为代表的十堰烟区，金针

虫为优势地下害虫，地老虎为次优势害虫。 

烟田海拔高度对地下害虫的发生种类和密度

有明显影响。在襄阳烟区，高海拔烟田（约 1200 m）

的地下害虫发生重，地老虎、蛴螬和金针虫的密度

均远高于低海拔烟田（约 700 m）。 

烟草种类不同，烟田的地下害虫结构不同。在

十堰烟区，香料烟田和烤烟田的地下害虫发生重，

且以金针虫为优势害虫，而晾晒烟田的地下害虫发

生很轻，并以地老虎为主要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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