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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地区二点委夜蛾发生代数研究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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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比分析近两年黑光灯诱蛾量和田间调查幼虫发生动态，并结合越冬试验，明确了二点委夜蛾在鲁西

南地区发生世代情况。结果表明：二点委夜蛾在鲁西南地区可以越冬，一年发生 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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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Generations of Athetis lepigone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Shangdong 

 

WANG Peng, LIU Shu-yi, BAI Xue-feng, WANG Yan-ling, LI Guo-qiang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tion of Tengzhou city, Tengzhou277500, China） 

 

Abstract: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capture numbers with light traps and larval dynamics investigated 

in the field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wintering test, the generations of Athetis lepigone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Shangdong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hetis lepigone could hibernate and occurred 4 generations per 

year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Sh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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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二点委夜蛾在我国夏玉米产区暴发危

害，成为夏玉米上的一种重要害虫，且发生范围逐

渐扩大，危害程度逐年加重[1-3]。目前，该虫在鲁西

南地区发生世代情况尚不明确，为此，笔者进行了

相关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成虫诱捕 

对二点委夜蛾成虫的发生动态研究采用佳多科

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JDC1-Ⅲ型自动虫情测报

灯（黑光灯管）进行诱捕，分雌雄记录每日诱虫量。

活体成虫捕捉采用捕虫网田间人工捕捉。 

1.2  田间调查 

二点委夜蛾幼虫发生动态调查采用田间定点系

统调查和大田随机普查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调查未

防治地块，每块田对角线 5 点调查，每点调查 1 m2，

记录虫量、虫龄等数据，发生盛期每天调查一次，

虫量低于 5 头/m2 时隔日调查一次。 

1.3  虫体饲养 

捕捉到的活体成虫人工饲喂 15%蜜糖水，配对

交尾，至产卵孵化。幼虫饲喂人工麦麸饲料[4]，至

试验所需龄期。 

2 结果与分析 

2.1  2011 年黑光灯诱蛾与幼虫发生趋势对比 

二点委夜蛾成虫对黑光灯具有较强的趋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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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11 年黑光灯诱蛾量和玉米田间调查幼虫量绘

制动态曲线进行对比，详见图 1。 

从 2011 年黑光灯诱蛾量动态曲线可以看出，二

点委夜蛾成虫从6月上旬一直发生到9月下旬结束，

在 6 月中旬和 7 月中下旬有两个发生高峰，在 8 月

中下旬和 9 月中旬还有两个小高峰。 

从 2011 年玉米田间调查幼虫量动态曲线观察，

幼虫从 7 月上旬发生至 8 月下旬结束，9 月田间找

不到幼虫。7 月上旬是幼虫为害盛期，7 月 5 日每平

方米虫量 39.40 头，此后虫量逐渐减少。7 月下旬至

8 月初每平方米虫量低于 1 头，8 月 7 日以后，虫口

密度开始上升，每平方米大于 1 头，8 月 15 日有一

个小高峰，每平方米虫量 3.65 头，此后虫量迅速下

降。9 月份后，田间查不到幼虫，但田间能查到成

虫。 

对比观察，6 月中旬 1 代成虫盛发，蛾量大，

产卵量多，再加上此期进入玉米幼苗期，为 2 代幼

虫提供大量食物来源，导致 7 月上旬 2 代幼虫暴发。

随着 2 代幼虫大量化蛹、羽化，继而引起 7 月中下

旬 2 代成虫盛发。由于 7 月中下旬至 8、9 月份期间，

气温升高（最高气温达 30 ℃以上），再加上玉米跟

部组织老熟，受气候和食物的影响，致使 2 代成虫

产卵量及 3 代幼虫成活率大大降低[5-6]，进而导致 4

代成虫和幼虫数量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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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年黑光灯诱蛾和田间幼虫调查 

2.2  越冬试验观察 

2011 年 8 月底 9 月初田间捕获成虫并解剖卵巢

发育，进度多为 2-3 级，卵巢发育无停滞现象。利

用 8 月底 9 月初田间捕获的成虫产卵后在人工自然

羽化。总体越冬存活率 4.17%。9 月下旬开始，选

杂草地，模拟田间环境，上覆盖腐熟麦秸，用网罩

罩住。放入幼虫，共放入 24 头幼虫，放虫时间和虫

量见表 1，冬前观察越冬虫态情况。 

2012 年 4 月 9 日在放虫场地揭开网罩检查发

现，1 号网罩内存活 1 头二点委夜蛾蛹，于 4 月 23

日羽化。总体越冬存活率 4.17%。

表 1  越冬试验设计 

网罩号 1 2 3 4 5 6 

放虫时间 9 月 22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2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8 日 

虫量（头） 5 5 2 4 4 4 

虫龄（龄） 3 3 5 5 5 5 

2.3  2012 年黑光灯诱蛾情况 

2012 年通过黑光灯诱蛾试验（如图 2 所示），

4 月 17 日开始诱集到二点委夜蛾成虫，虫量维持

在每天 1-3 头左右；至 5 月 4 日结束，越冬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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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共诱到 14 头。5 月 18 日黑光灯又开始见虫，

应为一代成虫，6 月 11 日诱蛾 21 头，首次达诱

蛾高峰，6 月 16 日后，诱蛾量减少。6 月 17 日至

7 月 12 日，日诱蛾量始终在 10 头以内浮动，7

月 13 日，开始出现突增现象，7 月 21 日诱蛾 244

头，再次达诱蛾高峰，8 月 8 日，诱蛾减少至 11

头，至 8 月 27 日，日诱蛾量在 10 头以内浮动，9

月 2 日诱蛾 36 头，第三次达诱蛾高峰。另外，在

4 月 27 日、5 月 16 日在麦田黄板上发现二点委夜

蛾成虫，一直没发现幼虫，可能与虫口密度低且

隐蔽发生有关系，由于此期我市主要作物为小麦，

麦田发生的可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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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 年滕州市二点委夜蛾黑光灯诱虫趋势图 

 

3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初步判定二点委夜蛾可在滕州

地区越冬，一年发生四代。第一代幼虫 4 月底至 6

月上旬在麦田发生，第二代幼虫在 6 月底至 7 月上

中旬危害玉米幼苗，第三代 8 月份在玉米田、花生

田等荫蔽环境发生，9 月下旬以四代幼虫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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