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北方蔬菜上发生为害严重的蓟马种类主要

包括西花蓟马（Franklilniella occidentalis）、烟蓟马

（Thrips tabaci）及花蓟马（Frankliniella intonsa）
等（Reitz et al.，2011；胡昌雄 等，2018）。据统

计，目前西花蓟马的寄主植物可达 62 个科 500 多

种作物，包括葫芦科、茄科、十字花科、豆科等

在内的多种蔬菜作物（雷仲仁 等，2004；张治科 
等，2016）。烟蓟马，又称棉蓟马、葱蓟马，是一

种世界性害虫，主要为害葱、蒜等葱属作物，也可

为害甘蓝、辣椒等蔬菜作物（Silva et al.，2018）。
花蓟马，又称台湾花蓟马，是西花蓟马的本地近缘

种，对豇豆、辣椒、茼蒿等蔬菜作物均可造成危害

（胡昌雄 等，2018）。此外，随着保护地西甜瓜栽

培面积的扩大，瓜蓟马逐渐成为西甜瓜生产中的

一种重要害虫，对西甜瓜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 

损失。

蓟马具有虫体微小、易隐藏、繁殖能力强等

特点，是典型的 r- 策略昆虫（Diaz-Montano et al.，
2011；Reitz et al.，2011），一旦发生，可在短时间

内暴发，难以治理，因此亟须开展对蓟马高效监测

技术的研究。长期以来，化学农药的使用使蓟马对

多种化学农药的抗性持续增强，如西花蓟马对氨基

甲酸酯类、新烟碱类、有机磷类、菊酯类杀虫剂产

生了较强的抗药性，导致防治困难（Reitz，2009；
Reitz et al.，2011；Gao et al.，2012；左太强 等，

2013；胡昌雄 等，2018）。基于昆虫在寄主定位过

程中对特定气味和颜色的趋性，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研制的新型诱虫板具有对环境友好、

无污染、方便操作等优点，与普通诱虫板相比，新

型诱虫板由于加入了引诱剂，对害虫的目标性和诱

捕率更高，同时加入的缓释剂还可以延缓引诱剂的

挥发速率，显著提高了诱虫板的持效期。目前新型

诱虫板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在全国 20 多个省

市推广应用。

1　蓟马在蔬菜上的发生与为害

蓟马为多食性昆虫，成虫和若虫均可通过锉

吸式口器取食汁液直接为害植物，破坏植物组织、

吸食养分，导致作物叶片、花瓣或果实出现银锈状

坏死斑（Reitz，2009），降低蔬菜品质；同时，成

虫还可通过产卵器将卵产入植物表皮内为害作物。

此外，蓟马可通过传播植物病毒间接为害作物，

如传播番茄斑萎病毒（Tomato spotted wilt virus，
TSWV）、鸢尾黄斑病毒（Iris yellow spot virus，
IYSV）、凤仙花坏死斑病毒（Impaliens necrotic spot 
virus，INSV）等，且间接为害比直接为害更为严重，

可致使植株畸形、萎缩，作物减产甚至绝收（雷仲

仁 等，2004；陆亮 等，2009；胡昌雄 等，2018）。
西花蓟马、烟蓟马及花蓟马均为多食性昆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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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诱虫板是利用蓟马对特定颜色和气

味的趋性研发的一种高效诱捕型色板，对西花

蓟马和烟蓟马的诱捕效果分别是普通诱虫板

的 7.65 倍和 10.54 倍，且对环境友好、无污染、

方便操作，已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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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中全年均可发生（Reitz，2009；Diaz-Montano 
et al.，2011），在田间蓟马以成虫越冬，6～7 月发

生量较大。北方地区 3 种常见蓟马对作物的为害特

点及传毒种类见表 1。
2　新型诱虫板的技术特点和效果

普通诱虫板是基于昆虫对特定颜色的趋性设

计的，表现出特定颜色对昆虫的引诱作用，如西花

蓟马对蓝色和黄色色板表现出显著的趋性；在温室

豇豆生产中，花蓟马对白色和蓝色色板的趋性显

著高于红、绿等色板（Mao et al.，2018）；瓜实蝇

（Bactrocera cucurbitae）对 520～560 nm 的光波表

现出较强的趋性，且以 540 nm 黄绿色光的引诱作

用最强（薛皇娃和吴伟坚，2013）。而新型诱虫板

是在普通诱虫板上添加昆虫引诱剂，可以显著提高

对昆虫的引诱作用。研究表明，4- 吡啶类化合物对

蓟马有显著的引诱作用（Davidson et al.，2008），
在水盘诱捕器中添加引诱剂后，对烟蓟马的诱捕量

可以增加 31 倍（Teulon et al.，2007）。此外，多种

植物挥发物也被证实对蓟马具有引诱作用。如在

辣椒栽培温室中放置添加了大茴香醛的水盘诱捕

器和黄板可引诱到较多的西花蓟马（Teulon et al.，
1999）；在异烟酸乙酯中添加丁香酚后对烟蓟马的

表 1　北方地区 3 种常见蓟马的为害特点及传毒种类

蓟马种类 寄主 为害部位 为害特点 传毒种类

西花蓟马 寄主广泛，包括葫芦

科、茄科、十字花科、

豆科等在内的 62 个

科 500 多种作物

茎、 叶 片、

花瓣、果实，

可取食花粉

取食后导致组织呈银锈状坏死

斑，降低叶片光合作用和叶菜类

蔬菜品质、影响果实外观；为害

生长点组织，使叶片、花变形

TSWV、INSV、番茄褪绿斑病毒（Tomato chlorotic 
spot virus，TCSV）、菊花茎坏死病毒（Chrysanthemum 
stem necrosis virus，CSNV）、 花 生 环 斑 病 毒

（Groundnut ringspot virus，GRSV）等

烟蓟马 主要为害葱属蔬菜，

也可为害其他作物

叶片、花 主要为害葱叶，取食后叶片呈银

色斑点，随后变为白色坏死斑，

叶片卷曲；促进乙烯分泌，加速

果实成熟和叶片衰老

IYSV、TSWV

花蓟马 豆科作物 叶片、花瓣、

果实

花内取食，受害组织呈条状白斑，

日晒后呈灰褐色，为害严重可导

致花萎蔫

INSV、TSWV、TCSV、GRSV

引诱量可增加 1 倍（Binyameen et al.，2018）。
除添加昆虫引诱剂外，新型诱虫板还添加了缓

释剂（图 1），缓释剂的作用可归纳为 4 点：① 缓
释作用。延缓引诱剂的挥发速率，减少引诱剂用

量，延长诱虫板的持效期。② 稳定与保护作用。

引诱剂在环境中的稳定性通常由自身结构和环境因

素（如温湿度、光照、气流等）决定，且环境因素

复杂多样，而缓释剂具有结构稳定、脂溶性强等特

点，可对引诱剂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③ 增效作

用。缓释剂中含有多种酯类物质，具有特定的气味，

单独使用缓释剂时对蓟马的诱捕量显著增加，与引

诱剂同时使用可显著提高诱捕效率。④ 对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作用和对害虫的靶标性更强。新型诱虫

板是针对目标害虫加入特定的引诱剂，如加入了特

定的引诱剂的蓟马诱捕型黄板、蓝板及诱虫带等，

对蓟马的诱捕性很强，但对天敌和非靶标昆虫诱捕

作用很差或没有诱捕作用。

相比普通诱虫板，新型诱虫板可显著提高对蓟

马的诱捕量（图 2）。如在保护地黄瓜生产中，新

图 1　新型蓟马诱捕板

将引诱剂和缓释剂混合加到诱芯里制成的黄板；b，将引诱剂

和缓释剂添加至粘虫胶中制成的黄板；c，将引诱剂和缓释剂添

加至粘虫胶中制成的蓝板；彩色图版见《中国蔬菜》网站：www.
cnveg.org，下图同。

图 2　新型蓟马诱虫板在温室中的应用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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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诱虫板（规格为长 × 宽 =25 cm×20 cm）对西花

蓟马的诱捕量为 459 头，是普通诱虫板（相同规格，

诱捕量为 60 头）的 7.65 倍；在温室青花菜生产中，

新型诱虫板对烟蓟马的诱捕量（53 455 头）是普通

诱虫板（5 071 头）的 10.54 倍。此外，新型诱虫

板所使用的材料易于取得，价格低廉，每张诱虫板

的制作成本约 0.5 元，利于推广应用。

3　新型诱虫板的使用方法�

诱虫板的悬挂高度影响其对蓟马的诱捕率，过

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对蓟马的捕杀。对于株高中等和

较矮的蔬菜作物，诱虫板悬挂高度应与植株等高或

略高于植株；对于爬秧类和株高较高的蔬菜作物，

可将诱虫板悬挂于植株的中上部位置。

诱虫板的悬挂数量应视植株密度和诱虫板的规

格而定。若用于监测温室中蓟马的发生情况和虫口

密度变化，悬挂 5 张新型诱虫板（25 cm×20 cm）

即可；当诱捕的虫量增加时（虫量因作物类别而

异），每 667 m2 悬挂新型诱虫板 30～40 张。根据

田间蓟马发生情况可以选择蓝色或黄色诱虫板：由

于蓟马对蓝色趋性较高，当对蓟马进行监测或作物

害虫发生以蓟马为主时可使用蓝色诱虫板；若害虫

类别较多，包括蚜虫、粉虱、斑潜蝇等时，可选择

黄色诱虫板进行监测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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