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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花齿蓟马 Odontot hri ps loti 的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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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给牛角花齿蓟马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对陕西关中地区严重为害苜蓿的牛角花齿蓟马的生物学

特性进行了研究。室内饲养结果表明 ,青霉素瓶法是饲养蓟马的好方法。牛角花齿蓟马生长发育最适温度为 18～25

℃,当温度超过 35 ℃时 ,牛角花齿蓟马不能正常发育为成虫 ;温度为 38 ℃时 ,卵不能孵化。牛角花齿蓟马卵散产于苜

蓿叶片边缘组织内 ,1 d 可产卵 8～11 枚。在 22 ℃时单雌产卵量最大 ,达 91. 36 枚。牛角花齿蓟马卵、若虫、蛹和全世

代的发育起点温度分别为 8. 168 6 ,8. 821 3 ,10. 435 6 和 7. 942 4 ℃,有效积温分别为 66. 757 7 ,93. 175 8 ,42. 924 3和

245. 300 0 (d ·℃) ,其发生代数约为 11 代。牛角花齿蓟马喜欢在植株顶活动 ,其对颜色有选择性 ,绿色和黄色对其成

虫的诱集能力最强。在陕西关中地区牛角花齿蓟马有两个发生高峰期 ,分别为 5 月中下旬～6 月上旬和 7 月中旬～8

月上旬。当降雨量较大时 ,牛角花齿蓟马的数量减少 ,干热有利于其大发生。

[关键词 ] 　牛角花齿蓟马 ;生物学特性 ;饲养方法 ;生长发育 ;趋性试验

[中图分类号 ] 　S433. 8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129387 (2007) 09201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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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aper studies t he bi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O dontot hri ps lot i in alfalfa in t he mid of

Shaanxi Province. Interior feeding result s indicate t hat the penicillin bot tle feeding O. loti is a good met hod.

The most suitable temperat ure of O. loti growt h is 18 - 25 ℃. When t he temperat ure exceeds 35 ℃,O. loti

can not develop regularly for t he imago ; when t he temperature is 38 ℃,it can not hatch. O. loti oviposi2
tioned in the alfalfa’s leaves blade border organization ,and may spawn 8 - 11 eggs in a day. The maximum

eggs amount s show at 22 ℃,one female may lay 91. 36 eggs. The starting temperat ure of it’s ovum ,

nymp h ,p upa and entire are 8. 168 6 ,8. 821 3 ,10. 435 6 and 7. 942 4 ℃,respectively ,and the effective accu2
mulative temperat ures are 66. 757 7 ,93. 175 8 ,42. 924 3 and 245. 300 degree2day. Green and yellow could

gather inducing O. loti st rongly. There are two peaks happening in Shaanxi area ,t he first period f rom May

metap hase or evening to J une p rop hase ;t he second period f rom L uly metap hase to August p rop hase. O. loti

quantity decreases while rainfall is bigger ,and dry heat is beneficial to t he big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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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苜蓿是重要的饲料作物。近年来 ,随着苜蓿种

植面积的迅速扩大及品种的更换 ,蓟马已成为生产

中的主要害虫之一 ,且危害日趋严重 ,绝大部分苜蓿

品种受害率在 90 %以上。蓟马的成、若虫锉食苜蓿

的幼嫩组织。在苜蓿苗期及分枝期 ,蓟马危害心叶

和嫩叶 ,使其卷曲、皱缩、变黄 ,植株矮小 ,生长不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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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苜蓿开花及结实期 ,蓟马危害花器 ,在花内捣碎花

粉 ,破坏柱头 ,影响结籽。蓟马的为害严重影响了苜

蓿的产量和质量[125 ] 。在陕西苜蓿田中为害苜蓿的

4 种蓟马中 ,以牛角花齿蓟马为优势种 ,是常发性害

虫[6 ] 。吴永敷等[7 ] 对牛角花齿蓟马在内蒙古的越

冬、迁移、危害习性及发生规律进行了研究。有关牛

角花齿蓟马在其他地区的发生规律及生物学特征还

未见报道。作者自 2002 年以来 ,对陕西关中地区严

重为害苜蓿的牛角花齿蓟马生物学特性等进行了研

究 ,以期对该害虫的综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蓟马的采集及饲养

牛角花齿蓟马、花马蓟马和烟蓟马从陕西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苜蓿试验田采集。将成虫放入洗

净的青霉素小瓶中 ,以无虫、无卵的新鲜苜蓿叶片饲

喂。用孔径0. 15 mm 纱网套皮筋封闭青霉素瓶口 ,

放入 ZPQ2280 型智能气候培养箱中 (温度 25 ℃、相

对湿度 70 %)产卵、繁殖。

1. 2 　不同饲料方法对牛角花齿蓟马成活率的影响

蓟马的饲养采用 3 种方法。

凹玻片法[8 ] :设 3 个重复 ,每个重复饲养 40 枚

卵 ,分别放于 8 对凹玻片中。每对凹玻片放置大小

为 1. 0 cm ×1. 0 cm 的无虫苜蓿新鲜叶片 ,在小叶

片上放入 5 枚卵 ,将凹玻片用橡皮筋固定 ,放置在瓷

盆内 ,将瓷盆放入 25 ℃、相对湿度 70 %智能气候培

养箱内 ,每隔 2～3 d 更换 1 次叶片。

青霉素瓶法 :设 3 个重复。每重复用 8 个青霉

素瓶 (高 3. 9 cm、直径 2. 0 cm) 。在青霉素瓶中铺垫

薄层药棉 ,在药棉上覆盖与瓶底直径大小相同的滤

纸 ,每个瓶内放入 5 枚虫卵及新鲜苜蓿叶片 ,用 2

mL 注射器在瓶底滤纸上加适量水 ,保持瓶内湿度。

用 5 cm ×5 cm 纱网 (孔径 0. 15 mm) 套皮筋封闭瓶

口 ,在 25 ℃、相对湿度 70 %智能气候培养箱内饲

养 ,每隔 2 d 更换 1 次叶片。

苜蓿植株接虫法 : 在无虫环境下 (孔径 0. 15

mm 纱网防虫网内)盆栽苜蓿 ,待苗高 15 cm 左右时

每盆苜蓿上接入虫卵 40 枚 ,放入 25 ℃、相对湿度

70 %智能气候培养箱内饲养。

统计 3 种饲养方法下牛角花齿蓟马卵的孵化率

及各龄期若虫、蛹和成虫的成活率。

1. 3 　温度对牛角花齿蓟马种群的影响

在智能气候培养箱内设置温度梯度 :15 ,18 ,22 ,

25 ,28 ,31 ,35 和 38 ℃,光周期 L/ D = 14 h/ 10 h。用

青霉素瓶法饲养田间采集的牛角花齿蓟马成虫 ,收

集卵粒 ,放入青霉素瓶中继续饲养。每个温度处理

供试成虫 20 头、卵粒 60 枚。待卵粒孵化后 ,用室内

隔离虫源的苜蓿叶片饲喂若虫。每次只放 1 张叶

片。每天观察记录成虫产卵量、卵及各虫态发育历

期和成虫寿命 ,计算单雌产卵期、各虫态发育速率、

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9 ] 。

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的计算采用李典谟的

直接最优法[10 ] ,发育起点温度 ( C) 和有效积温 ( K)

的计算公式如下 :

C =
∑
n

i = 1
T i D

2
i - �D ∑

n

i = 1
T i D i

∑
n

i = 1
D2

i - n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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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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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D i ( T i - C) 。

式中 , T i 为温度 , D i 为发育历期 , �D 为平均发育历

期。

1. 4 　蓟马对不同颜色的趋性试验

试验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苜蓿试验田进行。将

黄、蓝、黑、白、绿共 5 种颜色的广告用塑料泡膜板

(面积 28 cm ×17 cm) 上涂凡士林 ,用竹竿固定直立

于苜蓿田间。色板设 5 种高度处理 :植株中部、植株

顶部及分别高出苜蓿植株 10 ,35 和 70 cm。每处理

4 个重复。每种色板和不同高度的 4 个重复均以

“Z”字型分布在苜蓿试验田中。于 2004205219～062
05 ,每天早晨 08 :00 统计各色板上的蓟马种类和数

量 ,计算每种色板对各种蓟马成虫的平均诱集量 ,经

DPS 软件分析差异显著性 ,筛选出对各种蓟马诱集

量最大的颜色。

1. 5 　牛角花齿蓟马田间消长规律调查

于 2004 年 3 月底至 11 月底 ,每隔 5 d 调查 1 次

牛角花齿蓟马各虫态数量 ,绘制消长曲线 ,比较不同

时期牛角花齿蓟马对苜蓿的危害程度。牛角花齿蓟

马的调查采用 5 点取样法 ,即每块田随机取 5 点 ,每

点取 1 m2 ,调查 20 株苜蓿中的牛角花齿蓟马数量 ,

统计虫口密度。

1. 6 　数据处理

采用 DP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饲养方法对牛角花齿蓟马成活率的影响

用不同饲养方法在 25 ℃、相对湿度 70 %的智

能气候培养箱中 ,将牛角花齿蓟马饲养 1 个世代 ,统

计卵孵化率及各龄期若虫、蛹和成虫的成活率 ,结果

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 ,3 种不同饲养方法

下牛角花齿蓟马的成活率 ,以青霉素瓶法饲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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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总成活率达55. 8 % ,其次为凹玻片法 ,苜蓿植株

接虫法的最低。分析其原因 ,凹玻片法虽可防止牛

角花齿蓟马逃逸 ,但活动空间小 ,叶片呼吸产生的湿

度大 ,牛角花齿蓟马死亡率高 ;青霉素瓶法所提供的

活动空间大 ,叶片易保鲜 ,且多数若虫均可钻入滤纸

下的棉花中化蛹 ;苜蓿植株接虫法 ,由于难以控制相

对湿度 ,在牛角花齿蓟马化蛹入土时因湿度大而死

亡率高 ,此外由于空间过大 ,也不易查清牛角花齿蓟

马的数量及观察其生长发育变化。所以 ,相比较而

言 ,青霉素瓶法是饲养蓟马最为方便、安全的方法。
表 1 　3 种不同饲养方法对牛角花齿蓟马成活率的影响

Table 1 　Surviving ratio of birdsfoot t refoil thrip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raising methods at 25 ℃

饲养方法
Rearing met hods

虫数
Number

卵 Egg 二龄若虫 Nymphae 前蛹 Pre2pupa

孵化数
Hatch of eggs

孵化率/ %
Hatch ratio

数量
Number

成活率/ %
Surviving ratio

数量
Number

成活率/ %
Surviving ratio

凹玻片法
Concave

slides

40 35 87. 5 28 70 24 85. 7

40 36 90. 0 32 80 28 87. 5

40 33 82. 5 30 75 27 90. 0

∑= 120 �x = 34. 7 �x = 86. 7 ∑= 90 �x = 75 ∑= 79 �x = 87. 7

青霉素瓶法
Penicillin bottle

40 39 97. 5 34 85 27 79. 4

40 40 100. 0 33 82. 5 27 81. 8

40 36 90. 0 35 87. 5 28 80

∑= 120 �x = 38. 3 �x = 95. 8 ∑= 102 �x = 85 ∑= 82 �x = 80. 4

苜蓿植株接虫法
Pot ted alfalfa

40 38 95. 31 77. 5 24 77. 4

40 37 92. 5 27 67. 5 21 77. 8

40 37 92. 5 30 75 23 76. 7

∑= 120 �x = 37. 3 �x = 93. 3 ∑= 88 �x = 73. 3 ∑= 68 �x = 77. 3

饲养方法
Rearing met hods

蛹 Pupa 成虫 Adult

数量
Number

成活率/ %
Surviving ratio

数量
Number

成活率/ %
Surviving ratio

总成活率/ %
Total surviving ratio

凹玻片法
Concave

slides

20 83. 3 17 85. 0

25 89. 3 22 88

25 92. 6 21 84

∑= 70 �x = 88. 4 ∑= 60 �x = 85. 7

�x = 50. 0

青霉素瓶法
Penicillin bottle

24 88. 9 22 91. 7

25 92. 6 22 88

25 89. 3 23 92

∑= 74 �x = 90. 3 ∑= 67 �x = 90. 6

�x = 55. 8

苜蓿植株接虫法
Potted alfalfa

18 75. 0 14 77. 8

17 81. 0 13 76. 4

17 73. 9 14 82. 4

∑= 52 �x = 76. 6 ∑= 41 �x = 78. 9

�x = 34. 2

2. 2 　温度对牛角花齿蓟种群的影响

2. 2. 1 　温度对牛角花齿蓟马发育历期的影响 　在

温度15～38 ℃下 ,牛角花齿蓟马各虫态的发育历期

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温度对牛角花齿蓟马各虫态发育历期的影响

Table 2 　Average growth period of birdsfoot t refoil thrip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d

温度/ ℃
Temperature

卵期
Period of egg

若虫期 Period of nympha

1～2 龄
1～2 Period

前蛹期～蛹期
Pre2pupa～Pupe

全世代
Whole generation

15 9. 85 14. 21 9. 46 35. 04

18 6. 34 10. 84 5. 54 24. 11

22 5. 24 7. 80 3. 73 17. 46

25 3. 86 5. 28 3. 00 14. 50

28 3. 33 4. 88 2. 45 12. 25

31 2. 95 4. 15 2. 25 11. 23

35 2. 92 3. 67 - -

38 - - - -

　　注 :“ - ”表示该虫态部分个体未完成发育。

Note :“ - ”expresses t hat insect individual has not completed grow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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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可见 ,在温度 15～31 ℃下 ,牛角花齿蓟

马能完成整个世代。随着温度的增加 ,牛角花齿蓟

马完成一个世代的时间逐渐减少 ,其中 31 ℃时牛角

花齿蓟马完成一个世代所需时间最短 ,发育历期为

11. 23 d ;在 35 ℃时卵虽能孵化 ,但若虫的成活率

低 ,不能完成一个世代 ;38 ℃时卵不能孵化。

2. 2. 2 　温度对牛角花齿蓟马发育速率的影响 　不

同温度下 ,牛角花齿蓟马在各个发育阶段的发育速

率见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 ,牛角花齿蓟马各虫态

的发育速率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当温度超过

28 ℃,发育速率仍然呈现增长态势 ,但牛角花齿蓟

马的死亡率增加 ;但温度超过 35 ℃卵不能孵化 ,若

虫也不能正常化蛹。所以牛角花齿蓟马发育的最适

温度为 18～25 ℃。

在不同发育阶段 ,牛角花齿蓟马前蛹和蛹的发

育速率最快 ,其次是卵和幼龄若虫。31 ℃以下 ,牛

角花齿蓟马各虫态的发育速率增长较快 ,当温度高

于 31 ℃后 ,若虫不能正常发育为蛹 ,而卵虽然可以

孵化 ,但卵的发育速率降低 ;当温度高于 35 ℃时 ,牛

角花齿蓟马则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2. 2. 3 　温度对牛角花齿蓟马产卵力及成虫寿命的

影响 　温度对牛角花齿蓟马产卵力及成虫寿命的影

响如表 3 所示。

图 1 　不同温度对牛角花齿蓟马各虫态发育速率的影响

Fig. 1 　Change of growth rate of birdsfoot t refoil

thrips with temperature

表 3 　不同温度对牛角花齿蓟马产卵力及成虫寿命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birdsfoot t refoil thripsp’s fecundity and longevity

温度/ ℃
Temperature

单雌产卵量/ 枚
Oviposition capacity

平均单雌产卵率 (枚·d - 1)
Oviposition ratio

成虫寿命/ d Longevity

平均 Average 最长 Longest

15 36. 15 1. 14 28. 56 38

18 76. 02 3. 04 24. 46 32

22 91. 36 4. 47 19. 62 29

25 82. 55 4. 38 18. 87 24

28 37. 63 2. 24 16. 12 21

31 14. 48 0. 98 13. 05 22

35 4. 18 0. 41 6. 46 12

　　由表 3 可知 ,牛角花齿蓟马成虫寿命及产卵力

均与温度密切相关。通过饲养观察发现 ,牛角花齿

蓟马喜欢产卵于苜蓿叶片边缘组织内 ,多数卵为散

产 ,但也有少数卵为 2～3 枚产于一处。温度适宜

时 ,成虫 1 d 可以产卵 8～11 枚 ;15 ℃时牛角花齿蓟

马成虫平均寿命最长 ,达 28. 56 d ,成虫最长寿命达

38 d ,但是其单雌产卵量低 ,平均单雌产卵率仅为

1. 14枚/ d ;18 ℃时牛角花齿蓟马成虫平均寿命较

长 ,其单雌产卵量和平均单雌产卵率均较高 ; 22 ℃

时单雌产卵量最高 ,可达 91. 36 枚 ,平均单雌产卵率

为4. 47枚/ d ,成虫平均寿命为 19. 62 d ;25 ℃时的情

况与 22 ℃时大致相同 ;当温度高于 28 ℃时 ,平均单

雌产卵率明显下降 ,成虫平均寿命也减少。由此可

知 ,牛角花齿蓟马成虫发育的最适温度为 18～25 ℃。

2. 2. 4 　牛角花齿蓟马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

效积温 ( EA T) 　由表 4 可知 ,牛角花齿蓟马卵、若

虫、蛹及全世代的发育起点温度分别为 8. 168 6 ,

8. 821 3 ,10. 435 6 和 7. 942 4 ℃,有效积温分别为

66. 757 7 ,93. 175 8 ,42. 924 3 和 245. 3000 (d ·℃) ,表

明超过 8 ℃牛角花齿蓟马才开始发育。

表 4 　牛角花齿蓟马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Table 4 　Threshold temperature and effective temperature sum of birdsfoot t refoil thrips

项目
Items

卵 Egg
若虫期 Nympha

1～2 龄
1～2 period

前蛹期～蛹期
Pre2pupa～Pupe

全世代
Whole generation

发育起点温度/ ℃
Threshold temperature

8. 168 6 8. 821 3 10. 435 6 7. 942 4

有效积温/ (d ·℃)
EA T

66. 757 7 93. 175 8 42. 924 3 245. 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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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4 年陕西杨凌各月平均气温及 ≥8 ℃有效积温

Table 5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effective temperature per month in Yangling area (2004)

月份
Mont h

平均温度/ ℃
Average temperature

有效积温/ (d ·℃)
EA T

月份
Mont h

平均温度/ ℃
Average temperature

有效积温/ (d ·℃)
EA T

1 - 1. 23 0 8 23. 62 486. 08

2 0. 95 0 9 18. 98 331. 20

3 8. 26 9. 92 10 12. 76 149. 42

4 16. 12 245. 40 11 6. 83 0

5 21. 27 413. 23 12 1. 64 0

6 24. 43 494. 70 合计 Sum - 2 693. 84

7 26. 13 563. 89

　　注 :气象资料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节水灌溉试验站提供。

Note :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is tested f rom water2efficient irrigation of Nort hwest A &F University.

　　根据牛角花齿蓟马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

效积温 ,结合各地高于 8 ℃的有效积温值即可利用

下式估算牛角花齿蓟马在当地的发生代数[11 ] 。

GN = ∑D ( T - C) / K。

式中 , D 为每月天数 ; T 为月平均温度 ; C 为牛

角花齿蓟马的发育起点温度 , K 为牛角花齿蓟马完

成一个世代需要的有效积温。

　　用陕西杨凌地区的月平均温度和高于 8 ℃的有

效积温值 (表 5) ,可估算出牛角花齿蓟马在陕西关

中地区的年发生世代数为 :

GN = ∑D( T - C) / 245. 3 = 2 693. 84/ 245. 3 = 10. 98。

即牛角花齿蓟马在陕西关中年发生代数约为

11 代。

2. 3 　蓟马对不同颜色的趋性试验

2. 3. 1 　不同高度色板对牛角花齿蓟马成虫的诱集

效果 　表 6 显示 ,不同高度色板对牛角花齿蓟马的

诱集效果有一定差异。高于植株色板的平均诱集量

较植株中部和植株顶部明显少。以诱集量大的绿色

色板为例 ,位于植株中部、植株顶部、高出植株 10 ,

35 和 70 cm 色板的诱集量分别为 17. 75 , 25. 25 ,

7. 50 ,3. 75 和 1. 75 头/ 板 ,且植株中部和植株顶部

色板的诱集量与高出植株 10 ,35 和 70 cm 色板差异

显著。说明牛角花齿蓟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寄主植

物之间 ,且主要集中在苜蓿植株的顶部 ,证明牛角花

齿蓟马有喜欢危害植株幼嫩部位及在植株顶部活动

的习性。

2. 3. 2 　不同颜色色板对牛角花齿蓟马成虫的诱集

效果 　牛角花齿蓟马对不同颜色的趋性试验结果如

表 7 所示。从表 7 可以看出 ,绿色和黄色对牛角花

齿蓟马成虫的平均诱集量分别为 12. 56 和 12. 81

头/ 板 ,显著高于其他色板的诱集量 ( P < 0 . 05) 。说

明牛角花齿蓟马对黄色、绿色的趋性较强。

　　表 7 还显示 ,不同色板摆放的方向对牛角花齿

蓟马诱集量也有明显差异。面向西的色板诱集量显

著高于面向东的色板。分析原因可能为 ,风向的影

响或是牛角花齿蓟马对光亮度的趋向性所致。

表 6 　不同高度色板对牛角花齿蓟马成虫的诱集量

Table 6 　Effect of different height of colored sticky cards on traping birdsfoot t refoil thrip s

高度
Heihgt

重复
Repeat

诱集量/ (头·板 - 1) Caught

蓝色 Blue 黑色 Black 绿色 Green 白色 White 黄色 Yellow 平均 Average

植株中部
Mid2Plant

1 3 3 11 1 0

2 0 0 13 1 2

3 4 1 37 0 9 4. 9

4 1 0 10 0 2

�x 2. 00 1. 00 17. 75 ab 0. 50 3. 25 b

植株顶部
Top2plant

1 3 4 15 0 46

2 1 6 17 0 28

3 4 5 24 2 33 14. 2

4 2 7 45 5 34

�x 2. 50 5. 50 25. 25 a 2. 50 35. 25 a

高于植株 10 cm
Higher 10 cm

1 1 1 5 1 2

2 1 3 9 0 1

3 3 3 6 0 4 3. 25

4 4 4 10 1 6

�x 2. 25 2. 75 7. 50 bc 0. 50 3. 2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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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Continued of table 6

高度
Heihgt

重复
Repeat

诱集量/ (头·板 - 1) Caught

蓝色 Blue 黑色 Black 绿色 Green 白色 White 黄色 Yellow 平均 Average

高于植株 35 cm
Higher 35 cm

1 1 0 5 0 0

2 2 0 2 0 3

3 2 2 4 1 4 1. 95

4 3 2 4 2 2

�x 2. 00 1. 00 3. 75 c 0. 75 2. 25 b

高于植株 70 cm
Higher 70 cm

1 0 0 2 0 0

2 1 0 1 0 1

3 2 3 3 0 3 1. 1

4 2 0 1 2 1

�x 1. 25 0. 75 1. 75 c 0. 50 1. 25 b

　　注 :a ,b ,c 表示在 0. 05 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Note :a ,b ,c are expressed in 0. 05 horizontal difference. The following table is same.

表 7 　不同颜色色板对牛角花齿蓟马成虫的诱集量 (2005 年) (植株顶部)

Table 7 　Birdsfoot t refoil thrip s caught on different colored sticky cards in 2005 year ( Top)

颜色
Color

日期
Date

诱集量/ (头·板 - 1) Caught

面向东 1
To east 1

面向东 2
To east 2

面向西 1
To west 1

面向西 2
To west 2

平均
Average

蓝色 Blue

05220 0 0 2 0

05222 3 1 4 2

05223 1 0 2 2

05227 1 2 10 6

平均 Average 1. 00ba 3. 50

2. 25 b

白色 White

05220 0 0 0 0

05222 0 2 0 5

05223 0 0 1 0

05227 0 0 0 1

平均 Average 0. 25b 0. 88a

0. 56 b

黑色 Black

05220 0 2 5 4

05222 4 6 5 7

05223 2 3 5 5

05227 1 1 1 3

平均 Average 2. 38 b 4. 38 a

3. 38 b

绿色 Green

05220 3 5 14 21

05222 15 5 24 45

05223 6 3 14 9

05227 3 5 11 18

平均 Average 5. 63 b 19. 5 a

12. 56 a

黄色
Yellow

05220 0 0 1 18

05222 34 24 33 46

05223 5 0 10 13

05227 2 4 5 10

平均 Average 8. 63b 17. 00a

12. 81a

2. 3. 3 　不同种类苜蓿蓟马对颜色的趋势 　表 8 显

示 ,不同颜色对不同种类蓟马的诱集量有差异。蓝

色、黑色、绿色、白色、黄色板对花蓟马和烟蓟马及牛

角花齿蓟马的诱集量分别为 121 ,1 ,24 ,7 ,5 和 18 ,

13 ,76 ,3 ,59 头/ 板。这说明蓝色对花蓟马和烟蓟马

的诱集作用明显强于对牛角花齿蓟马的诱集作用 ,

绿色对牛角花齿蓟马的诱集作用明显强于对花蓟马

和烟蓟马的诱集作用。烟蓟马和花蓟马对蓝色的趋

性最强 ,其次是绿色 ,对白色、黑色、黄色几乎没有趋

性。牛角花齿蓟马对绿色、黄色的趋性较强 ,其次是

蓝色和黑色 ,白色最低。

2. 4 　牛角花齿蓟马田间消长规律

苜蓿田牛角花齿蓟马虫口密度的动态变化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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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种类苜蓿蓟马成虫对颜色的趋性

Table 8 　Tropism of thrip s on alfalfa to different colored sticky cards

种类
Species

重复
Repeat

诱集量/ (头·板 - 1) Caught

蓝色 Blue 黑色 Black 绿色 Green 白色 White 黄色 Yellow

牛角花齿蓟马
O dentothri ps loti

1 9 4 20 2 18
2 2 3 19 0 20
3 7 6 37 1 21
∑ 18 13 76 3 59

花蓟马和烟蓟马
Frankliniel la intonsa and
T hri ps tabaci

1 32 0 13 1 0

2 27 0 5 1 2

3 62 1 6 5 3

∑ 121 1 24 7 5

图 2 　苜蓿田牛角花齿蓟马虫口密度的动态变化 (2004 年)

Fig. 2 　Dynamics of thrips in the field of alfalfa

　　图 2 显示 ,从苜蓿返青期过后的 4 月初 ,牛角花

齿蓟马开始出现 ,随着温度的升高 ,牛角花齿蓟马虫

口密度呈波动性变化 ,其严重影响第二、三茬苜蓿的

生长。牛角花齿蓟马数量在苜蓿田间出现两个峰

段 ,5 月中下旬至 6 月上旬牛角花齿蓟马虫口密度

增至约 400 头/ 百株 ,但到 6 月中下旬 ,由于天敌和

气候 (主要是降雨)的影响 ,以及苜蓿第一茬的采割 ,

破坏了牛角花齿蓟马的生存环境 ,牛角花齿蓟马虫

口密度下降 ;此后随着气温上升 ,新茬苜蓿的生长 ,

牛角花齿蓟马虫口密度迅速回升 ,7 月中旬至 8 月

上旬 ,是牛角花齿蓟马的发生高峰期 ,牛角花齿蓟马

虫口密度最多可达 700～800 头/ 百株 ,苜蓿受害株

率 100 %。苜蓿收茬后 ,牛角花齿蓟马全集中于苜

蓿茬中。9 月份 ,由于多雨 ,牛角花齿蓟马的虫口密

度减少 ,危害减轻。11 月份当日平均气温低于 7 ℃

时 ,若虫进入 5～10 cm 土层中化蛹越冬。

3 　结论与讨论

蓟马是危害苜蓿的重要害虫。本研究对陕西关

中危害苜蓿的牛角花齿蓟马饲养方法、种群特性 (各

虫态的发育历期、产卵力和成虫寿命) 、各虫态的发

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及其对不同颜色的趋性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 ,用青霉素小瓶饲养牛角齿蓟马

是一种操作简易、观察方便、成活率高及安全可靠的

饲养方法 ,可用于大量试虫的饲养与繁殖 ;超过 8 ℃

牛角花齿蓟马才开始发育 ;牛角花齿蓟马生长发育

最适温度为 18～25 ℃,在 22 ℃时单雌产卵量最大 ;

牛角花齿蓟马在陕西关中年发生代数为 11 代 ;牛角

花齿蓟马对绿色和黄色有很强的趋性 ,这与发生较

普遍的烟蓟马对蓝色趋性最强有很大差异 ,其原因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牛角花齿蓟马对绿色和黄色表

现出的较强趋性 ,可用于该虫的监测和防治。建议

在该种蓟马发生严重的田块布置绿色和黄色粘虫板

(其上部与植株顶端齐)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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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对该虫的防治可以农业防治为主 ,如翻

耕、春灌、铲除周围杂草 ,破坏蓟马的越冬场所 ;注意

苜蓿的收割时间 ,及时采割可有效地降低虫口密度 ;

对于蓟马虫口密度大、危害严重的苜蓿现蕾期和开

花初期应采用必要的化学防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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