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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明贵州玉米田昆虫群落结构和杀虫灯对害虫的防治效果， 选取贵州玉米田 ３ 个具有代表性的点分别安

装诱虫灯， 进行诱集调查， 并对近灯区 （距离灯 ２０ ｍ 以内）、 远灯区 （距离灯 ２０ ～ １５０ ｍ） 和对照区的昆虫种群

消长情况进行田间调查。 结果表明， 贵州玉米田昆虫共有 １１ 目 ６６ 科 １３２ 种， 主要为同翅目、 鞘翅目、 鳞翅目、
膜翅目、 直翅目、 双翅目和半翅目类昆虫； 灯诱共获得 ８９ 个种类， 其中害虫占 ６４. ７７％ ， 益虫占 １５. ９１％ ， 中性

昆虫占 １９. ３２％ 。 田间调查结果显示， 近灯区物种丰富度最高， 对照区次之， 远灯区最低； 近灯区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
ｆｕｒｎａcａｌｉｓ、 黏虫 Ｍｙｔｈｉｍｎａ ｓｅｐｅｒａｔａ （Ｗａｌｋｅｒ）、 灰飞虱 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 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ｕｓ 和条赤须盲蝽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ｙｌｕｓ cｏ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ｉｕｍ
（Ｋｉｒｋａｌｄｙ） 等趋光性昆虫的种群数量长期高于其他区域。 综上所述， 风吸式诱虫灯对玉米田害虫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 为玉米田害虫的绿色防控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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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在我国

广泛种植， 仅次于水稻和小麦。 近年来， 由于全

球气候变暖， 加之我国玉米产业结构调整， 导致

玉米田昆虫群落结构变化， 使玉米害虫种类增多，
优势种群变化， 害虫危害加重 （吴立民， １９９７； 吴

兰花， ２０１８； 杨昌利， ２０１９）。 鲁新等 （２００５） 调

查发现， 吉林省中部亚洲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 ｆｕｒｎａcａｌｉｓ
世代数已由每年 １. ５ 代上升到 ２ 代。 近年来， 新型

玉米害虫双斑长跗萤叶甲 Ｍｏｎｏｌｅｐｔａ ｈｉｅｒｏｇｌｙｐｈｉcａ 在

辽宁省逐渐扩散， 危害严重 （杨海龙， ２００８）。
化学防治是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有害生物的一

种防治方法， 具有使用方便、 防效快、 效果好等

优点， 在我国的玉米种植过程中， 防治病虫害依

旧以化学防治为主。 化学农药具有污染和残留等

副作用， 使用不当时会污染环境并会使昆虫产生

抗药性， 对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造成损害 （陈亮，
２００９； 徐德良， ２０１３）。 这导致了许多具有高效杀

虫活性的药剂迅速被淘汰或放弃。 如印度用毒死

蜱防治斜纹夜蛾， 四年间抗药性上升了 ４５ ～ １２９ 倍

（Ｋｒａｎｔ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具有高污染、 高残留和难

降解特性的农药， 如六六六和 ＤＤＴ， 我国均已停

止使用 （苏琴， ２０１１）。
许多夜行性昆虫都具有趋光性的特性， 利用

昆虫趋光性诱杀害虫是一种有效的物理防治方法

（Ｋｉ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同化学防治和其他几种防治

方法相比， 灯光诱杀具有防治成本低、 环境污染

小和可延缓害虫抗药性等优点 （程文杰， ２０１１）。
目前在生产中使用的诱虫灯主要有频振式杀虫灯、
黑光灯、 高压汞灯、 白炽灯、 钠灯、 ＬＥＤ 灯和黄

色荧光灯等 （武予清， ２００９； Ｋｉ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本研究采用风吸式诱虫灯对玉米地害虫进行诱集，
并分析距离诱虫灯不同区域内昆虫的群落结构，
为玉米田害虫综合防治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调查地概况

调查地位于安顺市普定县化处镇新寨村 （北
纬 ２６°１９. １６２′， 东经 １０６°３７. ７５０′， 海拔 １ １７８ ｍ）
的玉米产区， 选择有代表性约 ６ ６６７ ｍ２ 的玉米地

为调查标准地。 栽培玉米品种为遵玉 ３ 号， 调查

期间不进行药剂防治。
１. ２　 调查方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 ９ 月在玉米的全生育期内进行灯

诱调查和田间调查。 灯诱调查是选择 ３ 个具有代

表性的点分别装置诱虫灯 （太阳能风吸式捕虫器

３ＢＣＴ⁃２８， 湖南本业绿色防控科技有限公司）， 每

天对诱集到的昆虫进行识别鉴定 （雨天除外）。 田

间调查是指在近灯区 （距离灯 ２０ ｍ 以内）、 远灯

区 （距离灯 ２０ ～ １５０ ｍ） 和对照区 ３ 个区域分别随

机选择 １００ 株进行调查， 记录不同昆虫种类和数

量。 具体方法包括： （１） 目测法记录玉米株杆、
叶片正背面以及玉米顶端心叶、 花芽、 花穗上的

昆虫； （２） 扫网法辅助调查每个调查区内的地表

层； （３） 对于钻蛀性昆虫， 检查玉米株杆和苞衣

上是否有蛀孔， 用刀片剥开蛀孔处， 调查株杆内

部及苞衣内幼嫩籽粒； （４） 对地下昆虫， 挖开玉

米苗根系周围 ２０ ｃｍ 范围内的土壤 （挖掘深度 ５ ～
１０ ｃｍ）， 调查易对玉米幼嫩根茎、 地面嫩茎进行

为害的地下害虫； （５） 将无法从形态上鉴定的种

类带回室内进行饲养观察并鉴定。
１. ３　 数据分析

鉴定所有调查到的昆虫， 明确其分类地位。
将每次调查的昆虫进行分类计数，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统计分析各类昆虫的数量和所占比例。 田间

调查采用 ３ 盏灯调查结果进行算术平均数分析，
灯诱调查使用 ＳＡＳ ８. １ 软件 ＡＶＯＶＡ 程序对 ３ 盏灯

调查的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韩海亮等， ２０２０）。 丰

富度 （Ｓ） 用群落中的昆虫种类数表示。 种群优势

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采用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１９７４） 优势

度指数 Ｄ 表示： Ｄ ＝ Ｎｉ ／ Ｎ， Ｎｉ 为群落内第 ｉ 个优势

种群的数量， Ｎ 为群落内各物种的个体总数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玉米田昆虫群落组成与结构

通过对玉米 １ 个生长季节的系统调查， 采用

田间调查法和灯诱法， 经过形态鉴定与生物学特

性观察， 初步确定贵州省普定县玉米地昆虫共有

１１ 目 ６５ 科 １３２ 种 （表 １）。
田间调查发现， 贵州省玉米田昆虫群落主要

类群为同翅目、 鞘翅目、 鳞翅目、 膜翅目、 直翅

目、 双翅目和半翅目 （表 ２）。 这 ７ 大类群占全部

昆虫科的 ９０. ９１％ ， 种类的 ９３. ５９％ ， 个体数量的

９９. ８３％ 。 以科分析， 鞘翅目最多， 有 ８ 个科， 占

比 １８. １８％ 。 以物种分析， 鞘翅目种类最多， 占比

２３. ０８％ ； 半翅目次之， 占比 １７. ９５％ 。 整个昆虫

群落， 个体数量最多的是玉米蚜， 共计 ２６ ９１８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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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贵州玉米田昆虫群落的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类群 Ｇｒｏｕｐ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斜纹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大螟 Ｓｅｓａｍｉａ ｉｎｆｅｒｅｎｓ （Ｗａｌｋｅｒ）

甜菜夜蛾 Ｌａｐｈｙｇｍａ ｅｘｉｇｕａ （Ｈüｂｎｅｒ）

二点委夜蛾 Ａｔｈｅｔｉｓ ｌｅｐｉｇｏｎｅ （Ｍｏｓｃｈｌｅｒ）

朽木夜蛾 Ａｘｙｌｉａ ｐｕｔｒ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黏虫 Ｍｙｔｈｉｍｎａ ｓｅｐｅｒａｔａ （Ｗａｌｋｅｒ）

大地老虎 Ａｇｒｏｔｉｓ ｔｏｋｉｏｎｉｓ （Ｂｕｔｌｅｒ）

小地老虎 Ａｇｒｏｔｉｓ ｙｐcｉｌｏｎ （Ｒｏｔｔｅｍ⁃ｂｅｒｇ）

棉铃虫 Ｈｅｌｉc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Ｈüｂｎｅｒ）

螟蛾科 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高粱条螟 Ｃｈｉｌｏ ｓａccｈａｒｉｐｈａｇｕｓ （Ｂｏｊｅｒ）

草地螟 Ｌｏｘｏｓｔｅｇｅ ｓｔｉｅｔｉcａｔ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桃蛀螟 Ｃｏｎｏｇｅｔｈｅｓ ｐｕｎc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Ｇｕｅｎéｅ）

亚洲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 ｆｕｒｎａcａｌｉｓ （Ｇｕｅｎéｅ）

大螟 Ｓｅｓａｍｉａ ｉｎｆｅｒｅｎｓ （Ｗａｌｋｅｒ）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豹纹蛱蝶 Ａｒｇｙｒｏｎｏｍｅ ｌａｏｄｉcｅ （Ｐａｌｌａｓ）

金斑蝶 Ｄａｎａｕｓ cｈｒｙｓｉｐｐ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环蝶科 Ａｍａｔｈｕｓｉｉｄａｅ 凤眼方环蝶 Ｄｉｓcｏｐｈｏｒａ ｓｏｎｄａｉcａ （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ｐａｅ （Ｌｉｎｎｅ）

黄粉蝶 Ｅｕｒｅｍａ ｂｌａｎｄａ （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

眼蝶科 Ｓａｔｙｒｉｄａｅ Ｍａｎｉｏｌａ ｊｕｒｔｉｎａ （Ｌｅｂｅａｕ）

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灰蝶 Ｇｏｓｓａｍｅｒ⁃ｗｉｎｇｅｄ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天蛾科 Ｓｐｈｉｎｇｉｄａｅ 雀纹天蛾 Ｔｅｒｅｔ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cａ （Ｏｒｚａ）

红天蛾 Ｐｅｒｇｅｓａ ｅｌｐｅｎｏｒｌｅｗｉｓｉ （Ｂｕｔｌｅｒ）

菜蛾科 Ｐｌｕ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小菜蛾 Ｐｌｕｔｅｌ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灯蛾科 Ａｒｃｔｉｉｄａｅ 人纹污灯蛾 Ｓｐｉｌａｒcｔｉａ ｓｕｂcａｒｎｅａ （Ｗａｌｋｅｒ）

红缘灯蛾 Ａｍｓａcｔａ ｌａcｔｉｎｅａ （Ｃｒａｍｅｒ）

粉蝶灯蛾 Ｎｙcｔｅｍｅｒａ ａｄｖｅｒｓａｔａ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

八点灰灯蛾 Ｃｒｅａｔｏｎｏｔｕｓ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ｓ （Ｗａｌｋｅｒ）

圆端拟灯蛾 Ａｓｏｔａ ｈｅｌｉcｏｎ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彩青尺蛾 Ｃｈｌｏｒｏｍａcｈｉａ ｇａｖｉｓｓｉｍａ （Ｐｒｏｕｔ）

中国巨青尺蛾 Ｌｉｍｂａｔｏcｈｌａｍｙｓ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巨星尺蛾 Ｐａｒａｐｅｒcｎｉａ ｇｉｒａｆｆａｔａ （Ｇｕｅｎｅｅ）

云尺蛾 Ｂｕｚｕｒａ ｔｈｉｂｅｔａｒｉａ （Ｏｂｅｒｔｈüｒ）

舟蛾科 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高粱舟蛾 Ｄｉｎａｒａ cｏｍｂｕｓｔａ （Ｗａｌｋｅｒ）

枯叶蛾科 Ｌａｓｉｏｃａｍｐｉｄａｅ 天幕枯叶蛾 Ｍａｌａcｏｓｏｍａ ｎｅｕｓｔｒｉａ ｔｅｓｔａcｅａ （Ｍｏｔｓｃｈ）

大蚕蛾科 Ｓａｔｕｒｎｉｉｄａｅ 乌桕大蚕蛾 Ａｔｔａcｕｓ ａｔｌａ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同翅目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叶蝉科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茶小绿叶蝉 Ｅｍｐｏａｓcａ ｐｉｒｉｓｕｇａ （Ｍａｔｕｍｕｒａ）

大青叶蝉 Ｃｉcａｄｅｌｌ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条沙叶蝉 Ｐｓａｍｍｏｔｅｔｔｉｘ ｓｔｒｉ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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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类群 Ｇｒｏｕｐ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蜡蝉科 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红袖蜡蝉 Ｄｉｏｓｔｒｏｍｂｕｓ ｐｏｌｉｔｕｓ （Ｕｈｌｅｒ）

黑尾蜡蝉 Ｎｅｐｈｏｔｅｔｔｉｘ cｉｎcｔｉcｅｐｓ （Ｌｉｎｎａｖｕｏｒ）

青蛾蜡蝉 Ｇｅｉｓｈａ ｄｉｓｔｉｎcｔｉｓｓｉｍａ （Ｗａｌｋｅｒ）

飞虱科 Ｄｅｌｐｈａｃｉｄａｅ 灰飞虱 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 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ｕｓ （Ｆａｌｌéｎ）

蝉科 Ｃｉｃａｄｉｄａｅ 松寒蝉 Ｍｅｉｍｕｎａ ｏｐａｌｉｆｅｒａ （Ｗａｌｋｅｒ）

沫蝉科 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 东方丽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cａｒｔａ ｈｅｒｏ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二带丽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cａｒｌ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ａ （Ｄｉｓｔａｎｔ）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蚜科 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 玉米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Ｆｉｔｃｈ）

盲蝽科 Ｍｉｒｉｄａｅ 条赤须盲蝽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ｙｌｕｓ cｏ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ｉｕｍ （Ｋｉｒｋａｌｄｙ）

中黑盲蝽 Ａｄｅｌｐｈｏcｏｍ ｓｕｔｕｒａｌｉｓ （Ｊａｋｏｖｌｅｖ）

绿盲蝽 Ｌｙｐｕｓ ｌｕcｏｒｕｍ （Ｍｅｙ⁃Ｄｕｒ）

缘蝽科 Ｃｏｒｅｉｄａｅ 黄伊缘蝽 Ｒｈｏｐａｌｕｓ ｍａcｕｌａｔｕｓ （Ｆｉｅｂｅｒ）

点蜂缘蝽 Ｒｉｐｔｏｒｔｕｓ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稻棘缘蝽 Ｃｌｅｕｓ ｐｕｎcｔｉｇｅｒ （Ｄａｌｌ． ）

大稻缘蝽 Ｌｅｐｔｏcｏｒｉｓａ ａcｕｔａ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

缘蝽 Ｒｉｐｔｏｒｔｕｓ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长蝽科 Ｌｙｇａｅｉｄａｅ 红脊长蝽 Ｔｒｏｐｉｄｏｔｈｏｒａｘ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Ｄｉｓｔａｎｔ）

高粱狭长蝽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ｐｔｅ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cｕｓ （Ｈｉｄａｋａ）

猎蝽科 Ｒｅｄｕｖｉｉｄａｅ 短翅梭猎蝽 Ｓａｓｔｒａｐａｄａ ｂｒｅｖｉｐｅｎｎｉｓ （Ｃｈｉｎａ）

土蝽科 Ｃｙｄｎｉｄａｅ 黑伊土蝽 Ａｅｔｈｕｓｎｉｇｒｉｔ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蝽科 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稻绿蝽 Ｎｅｚａｒａ ｖｉｒｉｄｕｌ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二星蝽 Ｅｙｓａcｏｒｉｓ ｇｕｔｔｉｇｅｒ （Ｔｈｕｎｂ）

斑须蝽 Ｄｏｌｙcｏｒｉｓ ｂａccａｒ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菜蝽 Ｅｕｒｙｄｅｍａ ｄｏｍｉｎｕｌｕｓ （Ｓｃｏｐｏｌｉ）

茶翅蝽 Ｈａｌｙｏｍｏｒｐｈａ ｐｉcｕｓ （Ｆａｂｒ． ）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瓢甲科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多异瓢虫 Ａｄｏ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Ｇｏｅｚｅ）

二星瓢虫 Ａｄａｌｉａ ｂｉｐｕｎcｔ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七星瓢虫 Ｃｏccｉｎｅｌｌａ 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cｔ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Ｐａｌｌａｓ）

四星瓢虫 Ｈｙｐｅｒａｓｐｉｓ ｒｅｐｅｎｓｉｓ （Ｈｅｒｂｓｔ）

大红瓢虫 Ｒｏｄｏｌｉａ ｒｕｆｏｐｉｌｏｓａ （Ｍｕｌｓ）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十星瓢萤叶甲 Ｏｉｄｅｓ ｄｅcｅｍｐｕｎcｔａｔａ （Ｂｉｌｌｂｅｒｇ）

双斑萤叶甲 Ｍｏｎｏｌｅｐｔａ ｈｉｅｒｏｇｌｙｐｈｉcａ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黑足黑守瓜 Ａｕｌａcｏｐｈｏｒａ ｎｉｇｒｉｐｅｎｎｉｓ （Ｍｏｔｓｃｈ）

叩甲科 Ｅｌａｔｅｒｉｄａｅ 沟金针虫 Ｐｌｅｏｎｏｍｕｓ cａｎａｌｉcｕｌａｔｕｓ （Ｆａｌｄｅｍａｎｎ）

细胸金针虫 Ａｇｒｉｏｔｅｓ ｓｕｂｒｉｔｔａｔｕｓ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天牛科 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光肩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 ｇｌａ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 （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金龟科 Ｓｃａｒａｂａｅｉｄａｅ 铜绿丽金龟 Ａｎｏｍａｌａ c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蛴螬 Ｈｏｌｏｔｒｉcｈｉａ ｄｉｏｍｐｈａｌｉａ （Ｂａｔｅｓ）

金花金龟 Ｃｅｔｏｎｉａ ａｕｒ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神农洁蜣螂 Ｃａｔｈａｒｓｉｕｓ ｍｏｌｏｓｓ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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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类群 Ｇｒｏｕｐ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象甲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玉米象 Ｓｉｔｏｐｈｉｌｕｓ ｚｅａｍａｉｓ （Ｍｏｔｃｈｕｌｓｋｙ）

拟步甲科 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ｎｉｄａｅ 赤拟谷盗 Ｔｒｉｂｏｌｉｕｍ cａｓｔａｎｅｕｍ （Ｈｅｒｂｓｔ）

虎甲科 Ｃｉｃｉｎｄｅｌｉｄａｅ 虎甲 Ｃｉcｉｎｄｅｌａ cｈｉｎｅｎｅｓｉｓ （Ｄｅｇｅｅｒ）

蜉金龟科 Ａｐｈｏｄｉｉｄａｅ 筒蜉金龟 Ｓａｐｒｏｓｉｔｅｓ ｊａｐｏｎｉcｕｓ （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

鳃金龟科 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 东南大鳃金龟 Ｈｏｌｏｔｒｉcｈｉａ ｓａｕｔｅｒｉ （Ｍｏｓｅｒ）

暗黑鳃金龟 Ｈｏｌｏｔｒｉcｈｉ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黑绒金龟 Ｍａｌａｄｅｒ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步甲科 Ｃａｒａｂｉｄａｅ 条逮步甲 Ｄｒｙｐｔａ ｌｉｎｅｏｌａ （Ｃｈａｕｄｏｉｒ）

黄斑青步甲 Ｃｈｌａｅｎｉｕｓ ｍｉcａｎ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中华婪步甲 Ｈａｒｐａｌｕｓ ｓｉｎｉcｕｓ （Ｈｏｐｅ）

水龟甲科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 水龟甲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ｕ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Ｓａｙ）

龙虱科 Ｄｙｔｉｓｃｉｄａｅ 黄缘龙虱 Ｃｙｂｉｓｔｅｒ ｊａｐｏｎｉcｕｓ （Ｓｈａｒｐ）

皮蠹科 Ｄｅｒｍｅｓｔｉｄａｅ 黑毛皮蠹 Ａｔｔａｇｅｎｕｓ ｕｎｉcｏｌｏｒ ｊａｐｏｎｉcｕｓ （Ｒｅｉｔｔｅｒ）

露尾甲科 Ｅｐｕｒａｅｉｎａｅ 棉露尾甲 Ｈａｐｔｏｎcｕｓ ｌｕｔｅｏｌｕｓ （Ｅｒｉｃｈｓｏｎ）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蝗科 Ｌｏｃｕｓｔｉｄａｅ 东亚飞蝗 Ｌｏcｕｓｔ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 （Ｍｅｙｅｎ）

中华稻蝗 Ｏｘｙａ c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

花胫绿纹蝗 Ａｉｏｌｏｐｕｓ ｔａｍｕｌ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蚱科 Ｔｅｔｒｉｇｏｉｄｅａ 扁角蚱 Ｆｌａｔｏcｅｒｕｓ ｎａ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蟋蟀科 Ｇｒｙｌｌｉｄａｅ 黄脸油葫芦 Ｔｅｌｅｏｇｒｙｌｌｕｓ ｅｍｍａ （Ｏｈｍａｃｈｉ ＆ Ｍａｔｓｕｕｒａ）

蟋蟀 Ｇｒｙｌｌｕｓ c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ｅｂｅｒ）

螽斯科 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ｉｄａｅ 中华螽斯 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ａ c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ｉｌｌｅｍｓｅ）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泥蜂科 Ｓｐｈｅｃｉｄａｅ 黄腰壁泥蜂 Ｓcｅｌｉｐｈｒｏｎ ｍａｄｒａｓｐａｔａｎｕｍ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蚜茧蜂科 Ａｐｈｉｄｉｉｄａｅ 玉米蚜茧蜂 Ｅｐｈｅｄｒｕｓ ｐｌａｇｉａｔｏｒ （Ｎｅｓ）

菜蚜茧蜂 Ｄｉａｅｒｅｔｉｅｌｌａ ｒａｐａｅ （Ｍｉｎｔｏｓｈ）

赤眼蜂科 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ｄａｅ 玉米螟赤眼蜂 Ｔｒｉcｈｏｇｒａｍｍａ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ｅ （Ｐａｎｇ ｅｔ Ｃｈｅｎ）

蚁科 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 拟黑多刺蚁 Ｐｏｌｙｒｈａcｈｉｓ Ｖｉcｉｎａ （Ｒｏｇｅｒ）

大黑蚂蚁 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cｕｓ （Ｍａｙｒ）

黄蚂蚁 Ｍｏｎｏｍｏｒｉｕｍ ｐｈａｒａｏｎ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姬蜂科 Ｉｃｈｎｅｕｎｍｏｎｉｄａｅ 斜纹夜蛾盾脸姬蜂 Ｍｅｔｏｐｉｕｓ ｒｕｆｕｓ （Ｂｒｏｗｎｉ）

棉铃虫齿唇姬蜂 Ｃａｍｐｏｌｅｔｉｓ c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ｅ （Ｕｃｈｉｄａ）

蜜蜂科 Ａｐｉｄａｅ 中华蜜蜂 Ａｐｉｓ cｅｒａｎａ cｅｒａｎ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胡蜂科 Ｖｅｓｐｉｄａｅ 大胡蜂 Ｖｅｓｐｕ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金小蜂科 Ｐｔｅｒｏｍａｌｉｄａｅ 华金小蜂 Ｃｙｒｔｏｇａｓｔｅｒ ｄｅcｏｒａ （Ｈｕａｎｇ）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食蚜蝇科 Ｓｙｒｐｈｏｉｄａｅ 黑带食蚜蝇 Ｅｐｉｓｙｒｐｈｕｓ ｂａｌｔｅａｔｕｓ （Ｄｅ Ｇｅｅｒ）

宽带细腹食蚜蝇 Ｓｐｈａｅｒｏｐｈｏｒｉａ ｍａcｒｏｇａcｔｅｒ （Ｔｈｏｍｓｏｎ）

蚊科 Ｃｕｌｉｃｉｄａｅ 中华按蚊 Ａｎｏｐｈｅｌ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

嗜人按蚊 Ａｎｏｐｈｅｌｅ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ｐｈａｇｕｓ （Ｘｕ）

大蚊科 Ｔｉｐｕｌｉｄａｅ 黄斑大蚊 Ｎｅｐｈｒｏｔｏｍａ ｓｐ．

蝇科 Ｍｕｓｃｉｄａｅ 家蝇 Ｍｕｓc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c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１９７



环境昆虫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４５ 卷

续表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类群 Ｇｒｏｕｐ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丽蝇科 Ｃａｌｌｉ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宽丽蝇 Ｃａｌｌｉｐｈｏｒａ ｎｉｇｒｉｂａｒｂｉｓ （Ｖｏｌｌｅｎｈｏｖｅｎ）

红头丽蝇 Ｃａｌｌｉｐｈｏｒａ ｖｉcｉｎａ （Ｒｏｂｉｎｅａｌｌ）

潜蝇科 Ａｇｒｏｍｙｚｉｄａｅ 豆杆黑潜蝇 Ｍｅｌａｎａｇｒｏｍｙｚａ ｓｏｊａｅ （Ｚｅｈｎｔｎｅｒ）

麻蝇科 Ｓａｒcｏｐｈａｇｉｄａｅ 黑尾黑麻蝇 Ｈｅｌｉcｏｐｈａｇｅｌｌａ ｍｅｌａｎｕｒａ （Ｍｅｉｇｅｎ）

麻蝇 Ｓａｒcｏｐｈａｇａ ｎａ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ａｌｉｓ （Ｆａｌｌｅｎ）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草蛉科 Ｃｈｒｙｓｏｐｉｄａｅ 丽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Ｂｒａｕｅｒ）

中华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 ｓｉｎｉcａ （Ｔｊｅｄｅｒ）

革翅目 Ｄｅｒｍａｐｔｅｒａ 蠼螋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日本蠼螋 Ｌａｂｉｄｕ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cａ （ＤｅＨａａｎ）

蠼螋 Ｌａｂｉｄｕｒ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 （Ｐａｌｌａｓ）

蜻蜓目 Ｏｄｏｎａｔａ 蜓科 Ａｅｓｈｎｉｄａｅ 碧伟蜓 Ａｎａｘ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ｐｅ ｊｕｌｉｕｓ （Ｂｒａｕｅｒ）

色蟌科 Ａｇｒｉｉｄａｅ 透顶色蟌 Ａｇｒｉｏｎ ｇｒａｈａｍｉ （Ｎｅｅｄｈａｍ）

豆娘 Ｄａｍｓｅｌｆｌｙ ｓｐ．

蜚蠊目 Ｂｌａｔｔａｒｉａ 蜚蠊科 Ｂｌａｔｔｉｄａｅ 德国小蠊 Ｂｌａｔｔｅｌｌａ ｇｅｒｍａｎｉc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表 ２　 贵州玉米田田间调查昆虫群落的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类群
Ｇｒｏｕｐ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优势种及所占比例 （％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７ １５. ９１ １３ １６. ６７ １ ９６１ ６. ２０
亚洲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 ｆｕｒｎａcａｌｉｓ （３. ４７）
黏虫 Ｍｙｔｈｉｍｎａ ｓｅｐｅｒａｔａ （２. ４２）

同翅目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４ ９. ０９ ６ ７. ６９ ５２９ １. ６７ 灰飞虱 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 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ｕｓ （１. １８）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５ １１. ３６ １４ １７. ９５ ２６ ９１８ ８５. ０８
玉米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８０. ９１）
稻绿蝽 Ｎｅｚａｒａ ｖｉｒｉｄｕｌａ （１. ０８）
条赤须盲蝽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ｙｌｕｓ cｏ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ｉｕｍ （１. ５１）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２３. ０８ １ ９９２ ６. ３０ 双斑萤叶甲 Ｍｏｎｏｌｅｐｔａ ｈｉｅｒｏｇｌｙｐｈｉcａ （２. ７５）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４ ９. ０９ ６ ７. ６９ １０３ ０. ３３

缨翅目
Ｔｈ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２. ２７ １ １. ２８ １３ ０. ０４

革翅目
Ｄｅｒｍａｐｔｅｒａ

２ ４. ５５ ２ ２. ５６ １９ ０. ０６

蜻蜓目
Ｏｄｏｎａｔａ

５ １１. ３６ ７ ８. ９７ ２９ ０. ０９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７ １５. ９１ ９ １１. ５４ ５２ ０. １６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１ ２. ２７ ２ ２. ５６ ２２ ０. ０７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４ ９. ０９ ６ ７. ６９ １０３ ０. ３３

共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４ ７８ ３１ ６３８

２９７



３ 期 杨昌利等： 贵州玉米田害虫绿色灯光防控技术研究

占比达 ８０. ９１％ ； 亚洲玉米螟次之， 共 １ ９６１ 头，
占比 ３. ４７％ 。 群落内其它优势种群主要包括多异

瓢虫、 双斑萤叶甲、 异色瓢虫和七星瓢虫， 占比

分别为 ０. ２０％ 、 ２. ７５％ 、 ０. ２３％和 ０. １４％ 。
灯诱调查发现， 贵州省玉米田昆虫群落主要

类群为鳞翅目、 同翅目、 半翅目、 鞘翅目、 膜翅

目及双翅目 （表 ３）。 这 ６ 大类群占全部昆虫科的

８８. ４６％ ， 种类的 ９３. ２６％ ， 个体数量的 ９９. ８１％ 。
以科分析， 鞘翅目最多， 有 １４ 个科， 占比 ２６. ９２％；

鳞翅目次之， 有 ９ 个科， 占比 １７. ３１％ 。 以物种分

析， 鳞翅目种类最多， 占比 ２９. ２１％ ； 鞘翅目次

之， 占比 ２６. ９７％ 。 整个昆虫群落， 个体数量最多

的是赤拟谷盗， 共计 １ ２０１ 头， 占比达 １１. ４７％ ；
灰飞虱次之， 共 １ １５０ 头， 占比 １０. ９８％ 。 群落内

其它优势种群主要包括二带丽沫蝉、 黑毛皮蠹、
条逮步甲、 黑伊土蝽、 黄缘龙虱、 亚洲玉米螟和

暗黑 鳃 金 龟， 占 比 分 别 为 ９. ５６％ 、 ６. １４％ 、
５. ２７％ 、 ５. ０６％ 、 ４. ８４％ 、 ４. ０４％和 ４. ０１％ 。

表 ３　 贵州玉米田灯诱调查昆虫的群落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ｔｒａｐｓ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类群

Ｇｒｏｕｐ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优势种及所占比例 （％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９ １７. ３１ ２６ ２９. ２１ １ ５０５ １４. ３７

亚洲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 ｆｕｒｎａcａｌｉｓ （４. ０４）
八点灰灯蛾 Ｃｒｅａｔｏｎｏｔｕｓ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ｓ （２. ９４）
大螟 Ｓｅｓａｍｉａ ｉｎｆｅｒｅｎｓ （３. ４８）

同翅目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５ ９. ６２ ９ １０. １１ ２ ７５５ ２６. ３１

东方丽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cａｒｔａ ｈｅｒｏｓ （１. ０６）
二带丽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cａｒｌ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ａ （９. ５６）
茶小绿叶蝉 Ｅｍｐｏａｓcａ ｐｉｒｉｓｕｇａ （３. ９０）
灰飞虱 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 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ｕｓ （１０. ９８）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６ １１. ５４ １２ １３. ４８ ８６５ ８. ２６

红脊长蝽 Ｔｒｏｐｉｄｏｔｈｏｒａｘ ｅｌｅｇａｎｓ （２. ２２）
黑伊土蝽 Ａｅｔｈｕｓｎｉｇｒｉｔｕｓ （５. ０６）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１４ ２６. ９２ ２４ ２６. ９７ ４ ４８２ ４２. ８０

赤拟谷盗 Ｔｒｉｂｏｌｉｕｍ cａｓｔａｎｅｕｍ （１１. ４７）
条逮步甲 Ｄｒｙｐｔａ ｌｉｎｅｏｌａ （５. ２７）
黑毛皮蠹 Ａｔｔａｇｅｎｕｓ ｕｎｉcｏｌｏｒ （６. １４）
双斑萤叶甲 Ｍｏｎｏｌｅｐｔａ ｈｉｅｒｏｇｌｙｐｈｉcａ （１. ８８）
筒蜉金龟 Ｓａｐｒｏｓｉｔｅｓ ｊａｐｏｎｉcｕｓ （２. ３０）
黑绒金龟 Ｍａｌａｄｅｒ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２. １０）
暗黑鳃金龟 Ｈｏｌｏｔｒｉcｈｉ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 （４. ０１）
黄缘龙虱 Ｃｙｂｉｓｔｅｒ ｊａｐｏｎｉcｕｓ （４. ８４）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２ ３. ８５ ２ ２. ２５ １２ ０. １１

革翅目

Ｄｅｒｍａｐｔｅｒａ
１ １. ９２ １ １. １２ ６１ ０. ５８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１. ９２ １ １. １２ ２ ０. ０２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
６ １１. ５４ ６ ６. ７４ ３８０ ３. ６３

中华蜜蜂 Ａｐｉｓ cｅｒａｎａ cｅｒａｎａ （１. ８３）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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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３

类群

Ｇｒｏｕｐ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优势种及所占比例 （％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６ １１. ５４ ６ ６. ７４ ４０６ ３. ８８ 　 　 黄斑大蚊 Ｎｅｐｈｒｏｔｏｍａ ｓｐ. （３. ７４）

蜻蜓目

Ｏｄｏｎａｔａ
１ １. ９２ １ １. １２ １ ０. ０１

蜚蠊目

Ｂｌａｔｔａｒｉａ
１ １. ９２ １ １. １２ ４ ０. ０４

共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２ ８９ １０ ４７３

２. ２　 田间调查

２. ２. １　 玉米田昆虫群落整体物种丰富度

调查中若某种昆虫在该次调查中数量不为 ０，
则表示存在该物种。 调查结果显示， 玉米田昆虫

群落的种类丰富度随时间基本呈正态分布 （图 １）。
在 ６ 月中旬， 由于玉米处于苗期， 植株矮小， 田

间杂草少， 玉米蚜、 黑足黑守瓜、 黑带食蚜蝇等

昆虫还未出现， 田间昆虫物种丰富度低， 只有

１６ 种。 随着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 玉米蚜、 双斑

萤叶甲、 黑足黑守瓜、 中华稻蝗等昆虫迁入， 田

内昆虫群落逐渐丰富， 物种丰富度于 ７ 月中下旬

达到最高， 物种数达 ３３ 种。 在 ９ 月上中旬玉米成

熟后， 叶片、 株杆开始干枯， 玉米籽粒逐渐干硬，
七星瓢虫、 多异瓢虫、 双斑萤叶甲、 黑足黑守瓜

等昆虫迁出， 田内物种丰富度降低至 １８ 种。

图 １　 玉米田昆虫群落丰富度

Ｆｉｇ. １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ｓ

２. ２. ２　 玉米田不同区域内昆虫群落物种丰富度

在玉米田不同的调查区域内昆虫群落物种丰

富度统计结果表明， 近灯区与其它区相比， 其物

种丰富度始终处于优势状态， 这可能是由于灯光

将远灯区的趋光性昆虫引诱至近灯区后， 未能被

有效诱集而掉落在周围玉米植株上所致。 而远光

区与对照区相比， 由于部分昆虫被灯光引诱至近

灯区， 致使该区域物种丰富度明显减少 （图 ２）。

图 ２　 玉米田不同的调查区域内昆虫群落物种丰富度

Ｆｉｇ.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ｓ

２. ２. ３　 玉米田昆虫优势种的优势度指数

将种群数量占比高于 １％ 的昆虫定义为优势

种， 玉米田的优势昆虫主要有亚洲玉米螟、 黏虫、
玉米蚜和双斑莹叶甲 （图 ３）。 在亚洲玉米螟还未

发生时， 玉米田中主要以黏虫的优势度指数最高，
双斑莹叶甲次之； 当蚜虫发生后， 逐渐在群落中

占据绝对优势， 其优势度指数长期保持在 ０. ６ 以

上； 而此期间， 黏虫和双斑莹叶甲的优势度指数

则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 至 ８ 月中旬以后， 随着

玉米蚜种群数量的逐渐减少， 亚洲玉米螟种群优

势度迅速上升， 最高可达 ０. ５６， 在玉米田中占据

优势。

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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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玉米田不同调查区域玉米螟、 玉米蚜、 黏虫和双斑莹叶甲种群的优势度指数

Ｆｉｇ. 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 ｆｕｒｎａcａｌｉｓ，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Ｍｙｔｈｉｍｎａ ｓｅｐｅ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ｌｅｐｔａ ｈｉｅｒｏｇｌｙｐｈｉc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

２. ２. ４　 优势种群在不同区域的种群动态

本研究发现， 随着时间推移， 玉米螟、 玉米

蚜、 黏虫、 灰飞虱条赤须盲蝽、 双斑莹叶甲等６ 种

优势种昆虫在近光灯、 远光灯和对照区的种群数

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在 ７ 月中旬到 ７ 月末

时达到最高值， 随后逐渐下降， ８ 月末时逐渐趋于

平稳； 而稻绿蝽种群数量在前期长时间处于较低

的水平， ８ 月下旬种群数量迅速上升后下降。 近灯

区玉米螟、 黏虫、 灰飞虱和条赤须盲蝽种群数量

长期高于其他几个区域； 玉米蚜、 稻绿蝽和双斑

莹叶甲在几个区域的种群数量差异并不明显 （图
４）。
２. ２. ５　 玉米田主要天敌昆虫的种群动态

天敌昆虫多异瓢虫、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在

调查期内均有发生， 其虫口密度随玉米蚜的发生

逐渐升高， 于 ８ 月初虫口密度均达到最大， 之后

随着玉米蚜数量下降， 三种瓢虫的虫口密度也随

着下降， 具有明显的跟随现象。 此外， 本研究还

发现三种瓢虫几乎在近灯区的虫口密度均大于远

灯区和对照区， 而远灯区的虫口密度几乎都低于

对照区 （图 ５）。
２. ３　 灯诱调查

２. ３. １　 玉米田灯诱害虫益虫种类与数量结构

本研究从 ３ 个诱虫灯引诱到的昆虫种类以及

特性统计得到， 共 ８９ 个种类， １０ ４７３ 头昆虫被诱

集捕捉。 其中害虫有 ５７ 种， ８ ９２９ 头， 约占总种类

的 ６４. ７７％和总数量 ８５. ２６％ ， 包括稻棘缘蝽、 斜

纹夜蛾、 中华螽斯、 灰飞虱、 金针虫、 玉米象等。
益虫有 １７ 种， １ ２４０ 头， 约占总种类 １５. ９１％和总

数量 １１. ８４％ ， 包括姬蜂、 蚜茧蜂、 四星瓢虫、 七

星瓢虫、 食蚜蝇等。 而其他昆虫均被归为中性昆

虫， 其有 １４ 种， ３０４ 头， 约占总种类 １９. ３２％和总

数量 ２. ９０％ ， 包括松寒蝉、 豆娘、 中国巨尺蛾等

（图 ６）。
２. ３. ２　 贵州玉米田灯诱昆虫数量动态

灯诱调查发现， ６ 月中旬到 ７ 月中旬， 昆虫数

量相对趋势稳定， 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昆虫为幼

虫期。 在 ７ 月 １５ 日以后， 大量幼虫开始变为成虫，

５９７



环境昆虫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４５ 卷

图 ４　 玉米田优势种在不同区域的种群时序动态

Ｆｉｇ. 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ｆｉｅｌｄｓ

使得诱捕量逐渐开始上升。 由于 ８ 月中后旬连有

降雨导致诱捕量出现下降， 随后迅速上升， 至 ８
月 ２６ 日诱捕量达到最大值， 此后后玉米逐渐趋近

成熟收获， 诱虫量出现急剧下降 （图 ７）。

２. ３. ３　 玉米田灯诱昆虫主要目种群动态

从昆虫种的数量和个体数量来分析， 都发现

鞘翅目、 鳞翅目、 同翅目和半翅目类昆虫是灯诱

的主要几个大目， 并且这几个目的昆虫种群动态

６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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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玉米田主要天敌昆虫种群动态关系

Ｆｉｇ. 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ｙ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ｓ

图 ６　 玉米田灯诱昆虫害虫益虫种类与数量结构

Ｆｉｇ. 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ｍａｉｚｅ ｆｉｅｌｄ ｌａｍｐ

变化相似 （图 ８）。 ６ 月上旬到 ８ 月上旬诱捕量缓

慢上升， ８ 月中旬后开始快速上升， 在 ８ 月 ２６ 日

达到峰值， ９ 月诱捕量迅速减少。
２. ３. ４　 玉米田灯诱主要优势种的种群动态

杀虫灯对贵州玉米田四种优势种昆虫亚洲玉

米螟、 大螟、 灰飞虱和粘虫的诱捕量随时间呈现

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图 ９）。 ７ 月中旬以前， 亚洲

图 ７　 贵州玉米田灯诱昆虫数量动态图

Ｆｉｇ. 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 ｌａｍｐ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玉米螟、 大螟和粘虫在田间产卵， 主要以幼虫危

害玉米植株， 诱捕量普遍较低； ７ 月末二代虫逐渐

羽化， 对 ３ 种虫的诱捕量迎来一个高峰， 随后诱

捕量逐渐降低， 在 ８ 月末亚洲玉米螟的诱捕量迎

来第二个高峰； ９ 月玉米逐渐成熟收获， 杀虫灯对

这三种昆虫的诱捕量逐渐减少。 灰飞虱对玉米的

危害时间较长， ６ 月中旬到 ７ 月初， 灰飞虱成虫大

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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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迁入玉米田， 此时， 灰飞虱诱捕量较大； ７ 月初

到 ８ 月初灰飞虱主要以幼虫危害， 成虫诱捕量较

低； ８ 月末灰飞虱大量羽化， 诱捕量迅速上升； 之

后， 随着玉米成熟收获， 诱捕量显著下降。

３　 结论与讨论

贵州省玉米地昆虫群落物种丰富， 结构复杂，
共有 １３２ 种昆虫， 隶属于 １１ 目 ６６ 个科， 优势昆虫

主要有同翅目、 鞘翅目、 鳞翅目、 膜翅目、 直翅

目、 双翅目和半翅目等。 韩海亮等 （２０２０） 在浙

江省东阳市采用风吸式太阳能杀虫灯在玉米田诱

到 ９ 目 ４０ 科昆虫， 其中近 ８０％ 以上为双翅目昆

虫， 与本研究结果有重叠也有不同， 这可能与不同

图 ８　 贵州玉米田灯诱主要目种群动态

Ｆｉｇ. ８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ｉｎｓｅｃｔａ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图 ９　 贵州玉米田灯诱 ４ 种优势种的种群时序动态图

Ｆｉｇ. 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ｌａｍｐ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地区内玉米田昆虫群落差异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
随着时间和作物生育期变化， 玉米地昆虫群落的

昆虫种类和个体数量都会出现变化， 物种丰富得

随着时间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在 ７ 月下旬时物

种丰富度最高， 可达 ３３ 种。 玉米田主要的优势种

群为亚洲玉米螟、 玉米蚜、 黏虫和双斑莹叶甲等，

玉米蚜自 ６ 月下旬一发生就占据田间昆虫个体数

量的绝对优势， ９ 月初逐渐消失； 黏虫在田间一直

占据一定优势， 双斑莹叶甲种群长期处于较低的

水平， 种群优势度指数不高； 亚洲玉米螟前期优

势度较低， 在 ８ 月下旬迅速上升， 占据绝对优势。
农田生态系统中昆虫的种群数量会随着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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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张永强等， ２００１； 师光禄

等， ２００６； 梁子宁等， ２００７）。 这与本研究结果相

一致。 对亚洲玉米螟、 玉米蚜、 黏虫、 灰飞虱、
稻绿蝽、 条赤须盲蝽和双斑萤叶甲这 ７ 种玉米田

优势昆虫种群数量进行分析， 发现对照区、 近光

区和远光区的昆虫种群数量会出现一个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玉米生长， 提供

的营养增加促进了昆虫种群的繁殖， 植株成熟后

干枯， 昆虫不再繁殖， 种群数量降低。 此外， 本

研究还发现几种优势昆虫中， 亚洲玉米螟、 黏虫、
灰飞虱、 条赤须盲蝽在近灯区的种群数量明显高

于其他几个区， 说明诱虫灯对害虫有显著的诱集

效果， 且部分昆虫没有被诱集到诱虫灯收集装置

中， 选择在附近降落， 增加了近灯区的昆虫种群

数量。 而远光区， 部分昆虫被灯光引诱至近灯区，
致使该区域物种丰富度明显比近光区和对照区少。

昆虫的趋光性对昆虫的行为习惯、 群落结构、
种群数量和密度、 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情况等都

有影响 （柯汉云等， ２０１４； 冯娜等， ２０１５； 张大为

等， ２０１８）。 如何利用昆虫趋光性的特性对害虫进

行预测预报和防治是植保工作者研究的重点。 随

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灯

光诱捕设备被应用于农业生产中， 防治蔬菜害虫、
果树害虫、 水稻害虫、 棉花害虫和花生害虫等

（许方程等， ２００２； 赵永根等， ２００８； 刘彦飞等，
２０１３； 张大为等， ２０１８； 王昊等， ２０２１）。 使用诱

虫灯对田间害虫进行防治， 可有效减少田间害虫

种群数量， 具有环境污染小、 防治成本低、 减少

用药量， 延缓抗药性的优点 （程文杰等， ２０１１；
Ｋｉ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桑文等， ２０１９）。 本研究发现诱

虫灯可诱集灯光辐射区的昆虫， 导致其部分降落

在诱虫灯附近， 可结合相应的化学药剂对近灯区

的昆虫进行集中防治， 从而可以减少用药量， 缩

小防治面积， 达到减少工作量， 减少环境污染的

目的。 有研究表明， 诱虫灯具有诱集多种天敌昆

虫和中性昆虫、 影响两栖类和蜘蛛等其他夜间活

动天敌的正常生命活动、 受虫态和环境因素的影

响的缺点 （ Ｌｏｎｇ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２００４； 赵建伟等，
２００８； 徐练等， ２０１５）。 本研究发现诱虫灯会诱集

到的益虫较少， 且主要是一些体型较大的益虫

（如姬蜂、 四星瓢虫、 七星瓢虫、 食蚜蝇等）， 表

明风吸式杀虫灯对小型天敌类昆虫友好， 这是因

为该杀虫灯在集虫器上设计了逃逸孔， 大部分小

型类天敌会从逃逸孔中逃出， 重新回到田间生态

系统中， 不会造成田间天敌显著减少和生态系统

失衡 （张敏和雷朝亮， ２０１８； 韩海亮等， ２０２０）。
本研究通过调查明确了贵州玉米田的昆虫群落结

构， 探明了诱虫灯在贵州玉米田的作用效果， 为

玉米田害虫的绿色防治提供了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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