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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确佛冈县稻飞虱灯下发生期及灯诱种群数量动态，对当地稻飞虱的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佛冈县 2007 － 2012 年白背飞虱和褐飞虱的灯诱数据，分析了该县白背飞虱和褐飞虱的灯下始见日、终见日、
发生期及灯诱量等。结果表明在佛冈地区，白背飞虱和褐飞虱混合发生; 白背飞虱的灯下始见日集中在 3 月底至

4 月上旬，明显比褐飞虱早一个月，终见日均在 10 月下旬，差别不大; 稻飞虱在早稻和晚稻期间均会出现大小不

一的灯诱高峰，早稻期间白背飞虱高峰期集中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褐飞虱灯诱高峰期较迟，主要在 7 月中旬前

后; 晚稻期间白背飞虱高峰期大多在 9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褐飞虱高峰期在 10 月份; 早稻期间，白背飞虱的灯诱

量占绝对优势，晚稻期间褐飞虱的灯诱量上升，与白背飞虱灯诱量基本持平。因此，佛冈县稻飞虱的灯下发生期

及种群数量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当地稻飞虱的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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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dynamics and occurrence period of Sogatella furcifera and
Nilaparvata lugens based on the historic data analysis of light-trap catches
from 2007 to 2012 in Fogang County，Guangdong Province
ZHOU Xiao-Wu1，QI Guo-Jun2* ( 1.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ding Service Centre of Fogang，Fogang
511600，Guangdong Province，China; 2.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High Technology for
Plant Protection，Plant Protection Ｒesearch Institute，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occurrence period of WBPH ( Sogatella furcifera) and
BPH ( Nilaparvata lugens) under light trap in Fogang County，Guangdong Province，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diction and suppression of the pest in local rice cropping areas. In this paper，first occurrence
date，last occurrence date，occurrence period and light-trap catches of WBPH and BPH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historic data of light-trap catches from 2007 to 2012 in Foga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
furcifera and N. lugens occurred together in the rice cropping areas of Fogang. The first occurrence date of
S. furcifera was concentrated from the end of March to early April，which was obviously one month ahead of
that of N. lugens，and last occurrence date of S. furcifera and N. lugens were both in late October. There
were two population peaks under light trap of S. furcifera and N. lugens during the period on early-season
paddy field and late-season paddy field in one year. S. furcifera had two main density peaks which occurred
from middle May to middle June during the period on early-season paddy field，while from early September
to early October in late-season paddy field. N. lugens also had two main density peaks which occurr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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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July during the period on early-season paddy field，while in October during the period on late-season
paddy field. The light-trap catches of S. furcifera were predominant during the period on early-season paddy
field，while the light-trap catches of N. lugens increased during the period on late-season paddy field，

which was almost equal to the light-trap catches of S. furcifera. Therefore，population dynamics and
occurrence period of S. furcifera and N. lugens under light trap in Fogang were almost consistent with
occurrence situation of rice planthoppers in local paddy fields．
Key words: Sogatella furcifera ( Horváth ) ; Nilaparvata lugens ( Stl) ; light trap; occurrence period;

population dynamics

稻飞虱是我国水稻生产的头号害虫，在广东

省 为 害 的 主 要 以 白 背 飞 虱 Sogatella furcifera
( Horváth) 与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 Stl) 为主

( 黄炳超等，1992 ) 。稻飞虱不仅直接刺吸危害，

造成水稻大面积虱烧绝产，还可作为媒介昆虫传

播多种病毒病或诱发其它病害，给水稻生产造成

毁灭 性 的 灾 难 ( 姜 辉 等，2005; 翟 保 平 等，

2011) 。白背飞虱和褐飞虱均具有远距离迁飞习性

( Kisimoto，1971) ，这给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带来

了很大的难度，往往猝不及防并造成惨重损失，

致使小虫屡成大灾 ( 翟保平和程家安，2006; 程

家安等，2008; 娄永根和程家安，2011; 翟保平，

2011) 。
诱虫灯是监测昆虫迁飞、扩散、发生期和发

生量的重要工具 ( 刘立春等，1994; 靖湘峰和雷

朝亮，2004; 赵建伟等，2008 ) 。白背飞虱和褐飞

虱的长翅型成虫具有夜间扑灯的习性 ( 赵世福，

1992; Crurnmay and Atkinson，1997) ，采取灯诱的

方式可以直观地反映其长翅型成虫的迁入动态、
高峰期、峰次以及季节性动态变化情况 ( 程遐年

等，2003; Otuka et al. ，2009 ) ，灯光诱虫已成为

植保工作者常用的一种虫情调查和监测手段。诸

多学者针对南方不同水稻种植区稻飞虱的灯诱种

群消长动态开展了大量研究 ( 张润杰等，2000;

陈文龙等，2005，2006; 闫香慧等，2008; 罗 举

等，2010; 薛文鹏等，2014 ) ，明确了不同稻区白

背飞虱和褐飞虱的灯诱种群时空动态及变化规律。
可见，灯诱作为稻飞虱预测预报最常用、最有效

的方法之一，可直观地反映稻飞虱长翅型成虫的

始见日、始盛日、高峰期、终见日及其灯下种群

数量的时空动态变化，对稻飞虱的预测预报具有

重要的参考作用。
佛冈县地处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稻区北

缘，属于南岭以南双季稻区，每年稻飞虱春季虫

源迁飞至此，在当地早稻上繁殖扩增后不断向北

迁飞，为长江流域稻区、江淮稻区提供大量的虫

源 ( 程遐年等，1979; 全国白背飞虱科研协作组，

1981; 汪毓才等，1982 ) ，明确佛冈县稻飞虱的灯

下发生期及灯诱种群数量动态，对当地及北方稻

区稻飞虱的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研究根据广东省佛冈县 2007 － 2012 年白

背飞虱和褐飞虱的灯诱资料，分析佛冈县稻飞虱

的灯下发生期及灯诱种群数量动态，以期为稻飞

虱的精细化异地预测和源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诱测区域概况

灯 诱 地 点 位 于 佛 冈 县 汤 塘 镇 高 岭 村

( 23°45' N，113°27' E ) ，地 处 珠 江 三 角 洲 北 缘，

属典型的南岭以南双季稻区，双季早稻一般于3 月

上旬播种，3 月底至清明前后移栽，7 月上旬收

割; 双季晚稻一般于 7 月上旬播种，7 月底移栽，

10 月底至 11 月上旬收割。
1. 2 诱虫灯设置

在水稻观测圃设诱虫灯 1 个，采用 200 W 白

炽灯作为标准诱虫光源。在 2007 － 2012 年间，每

年 3 月 1 日开灯，10 月 31 日停灯，每日 19∶00 开

灯，次日 7∶00 关灯，逐日记录诱捕到的白背飞虱、
褐飞虱成虫数量，诱虫灯的安装方法和稻飞虱的

观测记录方法均参照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 2009 年制定的国家标准 《稻飞虱测报调查

规范》GB /T 15794 － 2009。
1. 3 稻飞虱发生程度及发生面积

2007 － 2012 年稻飞虱年度发生程度及发生面

积资料来自佛冈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常规观测资

料，稻飞虱发生程度参照国家标准 《稻飞虱测报

调查规范》GB /T 15794 － 2009，稻飞虱发生面积

为早稻与晚稻的稻飞虱发生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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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数据分析

数据均由 Excel 进行处理分析，统计分析成虫

的始见日、终见日、发生期、高峰日及高峰期虫

量、逐旬灯诱虫量等。

2 结果与分析

2. 1 佛冈县稻飞虱发生情况

根据 2007 － 2012 年佛冈县稻飞虱的发生面积

与发生程度可知，稻飞虱年度间发生为害程度存

在一定差异，2008 年稻飞虱发生较轻，发生面积

仅为 0. 7 万 hm2，发生程度为 2 级，而 2009 年稻

飞虱发生较重，发生面积达 1. 24 万 hm2，发生程

度 为 4 级， 其 它 年 份 发 生 面 积 在 0. 78 －
1. 02 万 hm2，发生程度均为 3 级 ( 图 1 ) 。可见，

稻飞虱在佛冈县发生较为普遍，常年发生面积约

为 0. 91 万 hm2。

图 1 2007 － 2012 年佛冈县稻飞虱的发生面积与发生程度

Fig. 1 The attacked rice area and occurrence extent of rice planthoppers in Fogang from 2007 to 2012

2. 2 佛冈县稻飞虱灯下始见日、终见日、发生期

佛冈县白背飞虱和褐飞虱的灯诱数据表明，

白背飞虱的灯下始见日集中在 3 月底至 4 月上旬，

历年平均始见期为 4 月 4 日，终见日集中在 10 月

下旬，历年平均始见期为 10 月 26 日，年发生期平

均为 205. 5 ± 2. 99 d; 褐飞虱的灯下始见日明显较

迟，始见 期 跨 度 较 大，历 年 平 均 始 见 期 为 4 月

30 日，终见日集中在 10 月下旬，历年平均始见期

为 10 月 27 日，年发生期平均为 180. 50 ± 6. 16 d
( 表 1) 。可见，白背飞虱的灯下始见日明显早于褐

飞虱的，大约早 1 个月左右，其发生期也明显长

于褐飞虱的，平均长 25. 0 ± 6. 70 d，而白背飞虱

和褐飞虱的灯下终见日差别不大。

表 1 2007 －2012 年佛冈县稻飞虱的始见日、终见日及发生期

Table 1 First occurrence date，last occurrence date and occurrence period of rice planthoppers in Fogang from 2007 to 2012

年份

Year

白背飞虱 Sogatella furcifera 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始见日
First occurrence

date

终见日
Last occurrence

date

发生期
Occurrence

period

始见日
First occurrence

date

终见日
Last occurrence

date

发生期
Occurrence
period

2007 4 月 16 日 10 月 29 日 196 5 月 11 日 10 月 29 日 171. 00

2008 4 月 8 日 10 月 29 日 204 5 月 11 日 10 月 29 日 171. 00

2009 4 月 7 日 10 月 24 日 200 4 月 27 日 10 月 30 日 186. 00

2010 3 月 23 日 10 月 17 日 208 3 月 22 日 10 月 17 日 209. 00

2011 4 月 1 日 10 月 29 日 211 5 月 11 日 10 月 30 日 172. 00

2012 3 月 29 日 10 月 31 日 216 5 月 9 日 10 月 30 日 174. 00
平均 Average 4 月 4 日 10 月 26 日 205. 5 ± 2. 99 4 月 30 日 10 月 27 日 180. 50 ±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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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佛冈县稻飞虱灯诱种群消长动态

佛冈县白背飞虱和褐飞虱逐旬灯诱种群动态

分析结果表明，5 月以前，白背飞虱灯诱种群数量

一直较少，从 5 月上旬开始灯诱量急剧增多，5 月

中旬至 6 月中旬灯诱量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之

后灯诱量逐渐下降，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期间白背

飞虱的灯诱量较低，9 月白背飞虱灯诱量又明显升

高，出现一段灯诱高峰，10 月中旬之后灯诱量逐

渐下降。褐飞虱灯诱虫量明显小于白背飞虱，灯

诱高峰期也迟于白背飞虱。6 月下旬以前褐飞虱的

灯诱量一直较少，仅在 2009 年 5 月中旬出现灯诱

高峰，7 月上旬开始褐飞虱灯诱种群数量开始增

多，至 7 月下旬灯诱量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之

后灯诱量逐渐下降，9 月上旬至 10 月中旬再次出

现褐飞虱灯诱高峰，之后灯诱量逐渐下降 ( 图 2) 。

图 2 2007 － 2012 年佛冈县稻飞虱逐旬灯诱虫量

Fig. 2 The every ten-days light-trap catches of rice planthoppers in Fogang from 2007 to 2012
注: 横坐标中 1 － 22 分别代表 3 月下旬 至 10 月下旬。Note: 1，Late March; 2，Early April; 3，Middle April;
4，Late April; 5，Early May; 6，Middle May; 7，Late May; 8，Early June; 9，Middle June; 10，Last June; 11，

Early July; 12，Middle July; 13，Late July; 14，Early August; 15，Middle August; 16，Late August; 17，Early
September; 18，Middle September; 19，Late September; 20，Early October; 21，Middle October; 22，Late
October.

2. 4 佛冈县稻飞虱灯诱种群高峰期

佛冈县白背飞虱和褐飞虱逐旬灯诱虫量分析

结果表明，早稻期间白背飞虱灯诱高峰期主要集

中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褐飞虱灯诱高峰期主要

在 7 月中旬; 晚稻期间白背飞虱高峰期大多集中

在 9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褐飞虱灯诱高峰期主要

在 10 月份。白背飞虱和褐飞虱在早稻和晚稻期间

均会出现大小不一的灯诱高峰，一般年份白背飞

虱在早稻期间的灯诱高峰明显大于晚稻，褐飞虱

在晚稻期间的灯诱高峰大于早稻，但年度间差别

较大，如 2007 － 2012 年，白背飞虱在早稻期间均

会出现明显的灯诱高峰，在晚稻期间出现灯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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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仅有 2008 年、2011 年、2012 年，其它年份灯诱

高峰不明显; 而褐飞虱在 2007 年、2008 年灯诱量

低，全年无明显灯诱高峰期，2009 年褐飞虱在早

稻、晚稻期间均出现灯诱高峰，2010 年褐飞虱灯

诱高峰出现在早稻期间，2011 年、2012 年褐飞虱

在晚稻期间出现灯诱高峰 ( 图 2) 。
2. 5 佛冈县稻飞虱灯诱虫量

对比分析佛冈县白背飞虱和褐飞虱的灯诱量，

结果表明白背飞虱的年灯诱量明显高于褐飞虱年

灯诱量，白背飞虱的年平均灯诱虫量为 2503. 50 ±

412. 24 头，褐飞虱的年平均灯诱虫量为 900. 50 ±
179. 51 头，佛冈县稻飞虱的优势种群为白背飞虱。
早稻期间，白背飞虱的平均灯诱虫量为 1982. 83 ±
459. 53 头，褐 飞 虱 的 平 均 灯 诱 虫 量 为 394. 17 ±
111. 37 头，晚稻期间，白背飞虱的平均灯诱虫量

为 520. 67 ± 144. 71 头，褐飞虱的平均灯诱虫量为

506. 33 ± 121. 66 头 ( 表 2 ) 。可见，早稻期间，白

背飞虱的灯诱量占绝对优势，晚稻期间褐飞虱的

灯诱量上升，与白背飞虱基本持平。

表 2 2007 －2012 年佛冈县稻飞虱灯诱虫量

Table2 Light-trap catches of rice planthoppers adults in Fogang from 2007 to 2012

年份

Year

白背飞虱灯诱虫量 ( 头)

Light-trap catches of Sogatella furcifera ( heads)
褐飞虱灯诱虫量 ( 头)

Light-trap catches of Nilaparvata lugens ( heads)

早稻

Early rice
晚稻

Late rice
全年累计

Total catches
早稻

Early rice
晚稻

Late rice
全年累计

Total catches

2007 2220 149 2369 11 205 216

2008 1111 947 2058 197 326 523

2009 4039 202 4241 630 646 1276

2010 915 259 1174 754 209 963

2011 2016 774 2790 362 761 1123

2012 1596 793 2389 411 891 1302

M ± SD 1982. 83 ± 459. 53 520. 67 ± 144. 71 2503. 50 ± 412. 24 394. 17 ± 111. 37 506. 33 ± 121. 66 900. 50 ± 179. 51

注: M，平均值; SD，标准差。Note: M，Means; SD，standard deviation.

3 结论与讨论

稻飞虱是佛冈县水稻生产上的重要害虫，常

年发生面积约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60% 以上，危害

程度较重，每年给当地水稻生产造成较大损失。
本研究分析了佛冈县 2007 － 2012 年白背飞虱和褐

飞虱的灯下始见日、终见日、发生期及高峰期。
本研究表明白背飞虱的灯下始见日集中在 3 月底

至 4 月上旬，明显比褐飞虱早 1 个月，终见日均在

10 月下旬，这与肇庆地区相差不大 ( 陈文龙等，

2005，2006) ，亦与侯再芬等 ( 2007 ) 研究结果相

一致。本研究表明早稻期间白背飞虱高峰期集中

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褐飞虱的在 7 月中旬前

后，而晚稻期间白背飞虱高峰期大多在 9 月上旬

至 10 月上旬，褐飞虱高峰期在 10 月份，比肇庆地

区的灯诱高峰期略迟 ( 陈文龙等，2005，2006 ) 。

佛冈县稻飞虱在早稻和晚稻期间均会出现大小不

一的灯诱高峰，一般年份白背飞虱在早稻期间的

灯诱高峰大于晚稻，仅 2008 年早稻、晚稻灯诱高

峰基本相当; 而褐飞虱在晚稻期间的灯诱高峰大

于早稻，但 2010 年褐飞虱的灯诱高峰却出现在早

稻期间，晚稻期间无明显灯诱高峰，这可能与当

地稻飞 虱 的 迁 入 量、自 然 环 境 及 防 治 水 平 有 关

( 程遐年等，2003) 。
本研究利用早稻、晚稻期间的灯诱虫量对比

分析了佛冈县白背飞虱和褐飞虱的发生情况，结

果表明，早稻期间白背飞虱的灯诱量占绝对优势，

晚稻期间褐飞虱的灯诱量上升，与白背飞虱基本

持平。稻飞虱在不同年度间的灯诱量存在一定的

差异，2009 年白背飞虱和褐飞虱的灯诱虫量分别

为 4241 头、1276 头，稻飞虱的发生程度为中等偏

重，而 2008 年其灯诱量仅为 2058 头、523 头，其

发生程度为偏轻发生。可见，佛冈县稻飞虱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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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虫量与当地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基本吻合。
佛冈县属南岭以南双季稻区，白背飞虱和褐

飞虱混合发生，本研究发现一般年份下，白背飞

虱种群发生时间早，集中在水稻生育前期，而褐

飞虱发生相对较晚，集中在水稻生育后期，这与

张润杰等 ( 2000) 、侯再芬等 ( 2007) 研究结果一

致。在灯诱时间和田间发生时间上，白背飞虱一

般均早于褐飞虱，这可能与迁飞期、水稻的生育

期等因素有关。研究表明白背飞虱一般在水稻穗

期后迁出 ( 程遐年等，1979 ) ，而褐飞虱在水稻黄

熟期后迁出 ( 全国白背飞虱科研协作组，1981 ) ，

白背飞虱的迁飞时间明显早于褐飞虱，而水稻生

育期对白背飞虱、褐飞虱卵巢发育与起飞行为的

影响也明显不同 ( 陈宇等，2012 ) ，这种差异应是

白背飞虱的发生早于褐飞虱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背飞虱和褐飞虱成虫具有明显的翅二型现

象，即同一种群可以产生长翅型和短翅型个体，

长翅型可进行远距离迁飞，以寻找适宜的生境，

而短翅型适宜于居留繁殖，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扩大种群数量 ( 张增全，1983; Xu et al. ，2015) 。
灯诱诱捕的稻飞虱种群为长翅型成虫 ( 赵世福，

1992) ，而本地田间发生的稻飞虱种群则存在长翅

型成虫和短翅型成虫并存的现象。因此，灯诱种

群数量动态仅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稻飞虱的发生

情况，并不能完全反映当地田间的实际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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