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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Aphid is a major pest in potato fields, causing serious damage to potato produc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n 2022, the species and migration dynamics of winged aphids in potato fields were determined using yellow dish trap in

Chahaer Youyi Zhongqi,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 total, 20 species of 16 genera of winged aphids were

identified, and Hyalopterus pruni, Myzus persicae and Rhopalosiphum maidis were dominant species. Two migration peaks

were found for the dominant aphids. The first peak period was from the middle of June to the middle of July, with 8.2-9.2

aphids captured per trap, and the second peak period lasted from the end of July to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with 6.1-10.3

individuals captured per trap. In addition, the migration time of H. pruni was earlier than that of M. persicae and R. maidis,

and R. maidis had a shorter interval between its two migration peaks in comparison with H. pruni and M. persicae. The

results would b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species and migration dynamics of aphids in Chahaer Youyi Zhongqi, 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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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蚜虫作为马铃薯田的重要害虫，近年来给中国马铃薯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20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察哈

尔右翼中旗采用黄皿诱蚜器开展马铃薯田蚜虫种类及其有翅蚜迁飞动态研究。共采集到20种有翅蚜，分属于16属。其中，

桃粉大尾蚜（Hyalopterus pruni）、桃蚜（Myzus persicae）、玉米蚜（Rhopalosiphum maidis）为优势种。优势种蚜虫迁飞有2个发生

高峰期，首个高峰期为 6月中旬至 7月中旬，诱集量 8.2~9.2头/皿；第 2次迁飞峰期为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诱集量 6.1~
10.3头/皿。桃粉大尾蚜的迁飞要稍早于桃蚜和玉米蚜，玉米蚜的2次迁飞高峰期的间隔时间较短。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内

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蚜虫种类和迁飞动态，为蚜虫监控预警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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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是中国第四大

粮食作物，仅次于水稻、小麦及玉米，同时，马

铃薯还具有菜用、经济作物等多种功能 [1,2]。中国

马铃薯的种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400多年前的明

朝万历年间 [3]，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生产马铃

薯的国家，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约占世界马铃薯生

产的 1/4。马铃薯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经济作

物，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内蒙古自治区成为

优质马铃薯的种薯繁育基地和商品薯生产基

地 [4]。202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马

铃薯种植面积达 1 666.68 hm2，年折合产量约 75
万 t，产值达10.5亿元[5]。

蚜虫（Aphid）属半翅目（Hemiptera）胸喙亚目

（Sternorrhyncha）蚜总科（Aphidoidea），为一类刺

吸取食害虫。据统计，世界上已知蚜虫种类 4 400
余种，中国已知蚜虫种类 268属 1 099种，特有种

518种[6]。蚜虫通过取食将大量蜜露分泌到马铃薯

植株上，布满叶片的蜜露严重影响植株的光合作

用，造成马铃薯植株出现过早成熟、老化甚至减

产等情况 [7]。蚜虫除直接刺吸马铃薯汁液及分泌

蜜露外，还传播多种病毒。蚜虫传播的马铃薯病

毒病包括：非持久性病毒的马铃薯Y病毒（Potato
virus Y，PVY）、马铃薯 A病毒（Potato virus A，
PVA）和马铃薯M病毒（Potato virus M，PVM）等；持

久性病毒的马铃薯卷叶病毒（Potato leafroll virus，
PLRV）[8]，造成植株生长发育不良、产量和品质

下降、品种退化等诸多问题。所以，对蚜虫的防

治应该是病毒防治的重要环节[9,10]。

察哈尔右翼中旗土地总面积 4 190.2 km2，属

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平均海拔 1 700 m，平均

年降水量不足300 mm[11]。2020年，察哈尔右翼中旗

全旗种植马铃薯面积达12.069 1万hm2，折合单产约

222.28 kg/667m2，总折合产量约 40.241 4万 t[12]。在

该地区，由于受到病毒病常年侵扰，马铃薯发生

严重退化，蚜虫在进行病毒传播时往往是复合侵

染，给马铃薯种植带来更大的威胁，严重可造成

马铃薯 80%的减产。因此，对于病毒病的防治，

其关键在于大力开展蚜虫的有效防控。为提高马

铃薯种植产量及种薯的品质、弄清严重危害马铃

薯种植的有翅蚜种类及掌握有翅蚜迁飞动态，试

验使用黄皿诱蚜器对察哈尔右翼中旗马铃薯田有

翅蚜进行采集、鉴定并分析察哈尔右翼中旗有翅

蚜迁飞动态，以期为察哈尔右翼中旗马铃薯田蚜

虫监测、预警与制定精准防控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察哈尔右翼中旗（N 41° 1'6″ ~41° 29'24″，E
111°55'45″~112°49'51″）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中部，东与察哈尔右翼后旗接壤，南部、西

南部与卓资县相邻，北部、西北与四子王旗相

连[13]，地势平坦，蚜虫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1.2 试验材料

试验工具包括黄皿诱蚜器、PET透明分装

瓶、毛刷、镊子等，其中黄皿诱蚜器为定制款。

为便于蚜虫标本的观察和收集，采用黄皿诱

蚜器诱集察哈尔右翼中旗马铃薯田有翅蚜。将制

成长方形水槽装置（长、宽和高分别为 50、30和
8 cm），侧壁内侧均匀涂上黄色油漆（磁漆），皿内

加清水及少量洗涤剂。将长方形水槽装置置于架

子上放于连片种植的马铃薯田中心地块，放置高

度视马铃薯植株生长高度而定，一般比植株高

40~50 cm。
1.3 试验方法

1.3.1 调查方法

从 2022年 6月 1日起进行诱集，8月 29日结

束。每天记录并收集标本，一般下午 18: 00黄昏

时调查取样，每次取样，用毛刷取走黄皿诱蚜器

中的有翅蚜，并放入装有无水乙醇的 PET透明分

装瓶中保存，进行种类鉴定并记录有翅蚜数量，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aphid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Key Words:Key Words: winged aphid; potato; species; migration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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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采集地点、采集日期等信息。每次取样后重

新更换黄皿诱蚜器中的清水（并注意维护黄色器

皿，如脱落漆及时补上）。

1.3.2 分析方法

试验蚜虫数据由察哈尔右翼中旗马铃薯田间

采集获得，结合统计学原理对数据进行分析。

群落生态优势度以优势度指数（Dominant
index）表示：

D = Nmax/N
式中：Nmax为群落中最多个体种的个体数，N

为所有种的个体总数。

在各个类群中，D≥ 0.1时，为优势种；0.05≤
D<0.1时，为丰富种；D在0.01~0.05为常见种[14]。

1.4 数据处理

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07对数据进行计算、

分析并绘图。

1.5 蚜虫鉴定方法

将采集到的昆虫标本置于通风处风干，放置

在冰箱中（4℃）进行低温冷冻灭菌处理，4~5 d后

取出并制成针插标本、干燥保存后，置于显微镜

下，参照张广学和钟铁森[15]的《中国经济昆虫志蚜

虫类》对蚜虫种类进行鉴定（目前国内一般采用张

广学和钟铁森 [15]建立的 2总科 13科的蚜虫分类系

统进行蚜虫分类学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1 马铃薯田蚜虫种类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

2022年田间有翅蚜虫分属于 16属 20种，其中大

尾蚜属 1种、瘤蚜属 1种、缢管蚜属 2种、蚜属 3
种、无网长管蚜属2种、小毛蚜属1种、短痣蚜属

1种、无网蚜属 1种、长管蚜属 1种、绵蚜属 1
种、短尾蚜属1种、粗腿蚜属1种、指管蚜属1种、

二叉蚜属1种、十蚜属1种、藜蚜属1种（表1）。其

中桃粉大尾蚜（H. pruni）、桃蚜（M. persicae）、玉

米蚜（R. maidis）、豆蚜（A. craccivora）、禾谷缢管

蚜（R. padi）和棉蚜（A. gossypii）6种蚜虫是主要的

蚜虫种类。

表1 马铃薯田有翅蚜种类

Table 1 Species of winged aphids in potato field

属

Genus
大尾蚜属Hyalopterus
瘤蚜属Myzus
缢管蚜属Rhopalosiphum

蚜属Aphis

无网长管蚜属Acyrthosiphon

小毛蚜属 Chaetosiphella
短痣蚜属Anoecia
无网蚜属Metopolophium
长管蚜属Macrosiphum
绵蚜属Eriosoma
短尾蚜属Brachycaudus
粗腿蚜属Macropodaphis
指管蚜属Uroleucon
二叉蚜属Schizaphis
十蚜属Lipaphis
藜蚜属Hayhurstia
合计 Total

中文名

Chinese name
桃粉大尾蚜

桃蚜

玉米蚜

禾谷缢管蚜

豆蚜

棉蚜

酸模蚜

豌豆蚜

苜蓿无网蚜

针茅小毛蚜

黑腹短痣蚜

麦无网长管蚜

大戟长管蚜

山榆绵蚜

李短尾蚜

奇异粗腿蚜

巨指管蚜

麦二叉蚜

萝卜蚜

藜蚜

学名

Scientific name
H. pruni
M. persicae
R. maidis
R. padi
A. craccivora
A. gossypii
A. rumicis
A. pisum
A. kondoi
C. stipae
A. fulviabdominalis
M. dirhodum
M. euphorbiae
E. ulmi
B. helichrysi
M. paradoxa
U. giganteum
S. graminum
L. erysimi
H. atriplicis

数量（No.）
Quantity
140
136
128
81
91
72
12
52
42
68
63
60
51
45
38
36
31
27
23
22

1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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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翅蚜优势度

桃粉大尾蚜（H. pruni）优势度指数为 0.114 9、
桃蚜（M. persicae）的优势度指数为 0.111 7、玉

米蚜（R. maidis）的优势度指数为 0.105 1、豆蚜

（A. craccivora）的优势度指数为 0.074 7（表 2）。结

合统计学数据分析当优势度指数D≥ 0.1时为优势

种，故桃粉大尾蚜（H. pruni）、桃蚜（M. persicae）
和玉米蚜（R. maidis）为优势种。

图1 优势种有翅蚜种类迁飞动态

Figure 1 Migration dynamics of dominant winged aphids

桃粉大尾蚜（H. pruni）的两次峰值分别出现在

6月 20日和 7月 30日，每皿平均含蚜量为 9.2和
9.1头；桃蚜（M. persicae）的两次峰值分别出现在

6月 30日和 7月 30日，每皿平均含蚜量为 8.2和
10.3头；玉米蚜（R. maidis）的两次峰值分别出现

在 7月 20日和 8月 9日，每皿平均含蚜量为 8.2和
6.1头（表3）。

3 讨 论

通过黄皿诱蚜器在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

中旗马铃薯田诱集到的有翅蚜种类共计 20 种，分

属于 16个属，其中桃粉大尾蚜（H. pruni）、桃蚜

（M. persicae）、玉米蚜（R. maidis）、豆蚜（A. craccivora）、

禾谷缢管蚜（R. padi）和棉蚜（A. gossypii）6种蚜虫

表2 有翅蚜优势度指数

Table 2 Dominance index of winged aphid

年份

Year
2022

桃粉大尾蚜

H. pruni

0.114 9

桃蚜

M. persicae

0.111 7

玉米蚜

R. maidis

0.105 1

豆蚜

A. craccivora

0.074 7

2.3 优势种有翅蚜迁飞动态

2022年 3种优势种有翅蚜种群动态呈现“两

峰夹一谷”的趋势。桃粉大尾蚜（H. pruni）、桃蚜

（M. persicae）及玉米蚜（R. maidis）在察哈尔右翼

中旗的发生高峰期为 6~8月，有 2次高峰期。总

体来看，3种蚜虫的迁飞动态基本一致，但迁飞

时间有所变化。6月中旬至 7月中旬是 3种蚜虫的

第 1次迁飞高峰期，7月下旬至 8月上旬是第 2 次

迁飞高峰期。桃粉大尾蚜（H. pruni）的迁飞要稍

早于桃蚜（M. persicae）和玉米蚜（R. maidis），玉米

蚜（R. maidis）的 2次迁飞高峰期的间隔时间较短

（图1）。

蚜
虫

密
度
（
头
/皿）

Aap
hid
den
sity

(No
./di
sh)

10/06 20/06 30/06 10/07 20/07 30/07 09/08 19/08 29/08

12.0
10.0
8.0
6.0
4.0
2.0
0

桃蚜M. persicae

日期（D/M）Date

◇

◇

□ 桃粉大尾蚜H. pruni

○ 玉米蚜 R. maidi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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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要的蚜虫种类，桃粉大尾蚜（H. pruni）、桃蚜

（M. persicae）、 玉 米 蚜（R. maidis）为 优 势 种 。

2022年三种优势种有翅蚜种群动态呈现“两峰夹

一谷”的趋势，李功义和梁杰[16]、梁杰等[17]、彭慧

元等 [18]、张武等 [19]的研究也得到此结果。因此，

应在两个峰值出现前对有翅蚜进行防治，以期

在最佳时机内进行避蚜防病，使有翅蚜防治更加

科学。

试验虽已确定察哈尔右翼中旗马铃薯田有翅蚜

优势种为桃粉大尾蚜（H. pruni）、桃蚜（M. persicae）
和玉米蚜（R. maidis），但马铃薯田周边的山地、

果园、村庄、菜田以及蔷薇科、菊科、葫芦科、

豆科等植物复杂多样，对试验结果仍存在影响。

彭慧元等 [18]在对贵州省威宁县麻乍乡嘎利管理区

马铃薯田蚜虫消长动态的调查中发现，当地蚜虫

优势种为桃蚜（M. persicae）、玉米蚜（R. maidis）及

甘蓝蚜（B. brassicae）；卜庆国等 [20]对呼和浩特市

马铃薯田蚜虫种群动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马铃

薯田有翅蚜优势种为桃蚜（M. persicae）和棉蚜

（A. gossypii）；李向永等[21]对云南省高原地区马铃薯

田的蚜虫迁飞动态研究表明，桃蚜（M. persicae）、

棉蚜（A. gossypii）和甘蓝蚜（B. brassicae）为优势

种。因研究地区不同，所报道的优势种存在一定

差异是必然的。

本次试验虽已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

中旗马铃薯田有翅蚜迁飞动态规律，但未能结合

降雨量及温度对有翅蚜迁飞动态进行分析，同时

未能排除周边环境及作物对有翅蚜迁飞造成的影

响。后续将结合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

等措施开展有翅蚜科学防治；对不同种有翅蚜实

现针对性防治，以减少蚜虫引发的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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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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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峰期（D/M）Second peak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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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粉大尾蚜

H. pruni

20/06
9.2
30/07
9.1

桃蚜

M. persicae

30/06
8.2
30/07
10.3

玉米蚜

R. maidis

20/07
8.2
09/0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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