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蚜虫是植物病毒的主要传播介体，属同翅目，

蚜总科，以口器刺破植物组织，吸取汁液使植物受

害，常使受害部褪色，变黄，器官萎蔫变形，直至

植株枯死。同时蚜传毒导致病毒病的危害，其危害

程度远大于蚜虫本身对植物体的危害 [1-4]。通过调

查研究，摸清该地区马铃薯田蚜虫类型及迁飞消长

规律，为进行科学防治，切断病毒再侵染途径提供

了科学数据，从而提高种薯质量，为规划与建设脱

毒马铃薯种薯基地，加快和推进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马铃薯宁薯 8 号田，黄皿诱蚜器， 25 cm ×
45 cm 线颜色板，洗涤灵，98％的乙醇，昆虫收集

瓶。
1.2 试验地概况

泾源县为宁夏六盘山阴湿冷凉区，海拔 1800～
1 900 m，年降雨量 650 mm 以上，主要集中在 7、
8、9 月份，年平均气温 5.9℃，年日照时数 2 300 h，

气候阴湿冷凉，土壤为黑垆土，肥力高，适宜于脱

毒薯生长。
1.3 试验地点

试验点设在泾源县香水园子村，海拔 1 974 m，

设阳坡、平台、阴坡 3 个重复。
1.4 试验方法

无翅蚜采用敲击记数法：在田间沿风向选择

30 个值进行监测，设远、近、中三个风口，每个

风口各选 10 株，选定植株用竹杆标记，每次都测

定这些植株，计算加权平均单株蚜量。具体方法是

用一块浅颜色板（25 cm × 45 cm）放在植株一侧，

用于收集蚜虫，用手将植株轻抖动，使其上的蚜虫

落在板上，记录其数量，阳坡、阴坡、平台均按上

述方法进行。
有翅蚜采用黄皿诱蚜器记录观察法：在阳坡、

平台、阴坡各放置两个诱蚜盘，两盘相距 5 m，具

体操作过程是将诱蚜盘内倒入新鲜干净的水，水面

高出黄线 2 cm，为防止蚜虫逃脱，向水里加入几

滴洗涤灵，打破水的表面张力，有翅蚜出现后 2 d
调查一次，记录数量并取样保存，以观测消长规律

和种类鉴定，结合气象因素对所获资料整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蚜虫种类及迁飞消长规律

无翅蚜根据泾源县马铃薯生长季节确定监测观

察时间，本地区脱毒马铃薯 4 月中旬播种，5 月底

至 6 月初出苗，试验从 6 月初开始，9 月中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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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2006～2008 年对宁夏六盘山高寒阴湿区泾源县脱毒马铃薯田蚜虫种类的调查研究，基本摸清有翅蚜

虫的类型及迁飞消长规律和危害情况。结果表明：采用马铃薯田黄皿诱蚜器中诱到的该地区蚜虫类型共有 23 种，马铃

薯出苗 5～10 d 后就有蚜虫开始活动，前期蚜量上升速度快。蚜虫从 5 月底开始危害活动，到 6 月 18 日左右出现了第一

次高峰期，整个生育期间出现三个明显峰值，每个峰值受降雨等因素的影响而逐渐降低。马铃薯蚜虫发生危害受作物的

生育期、气候、环境等因素影响，其中气温和降雨是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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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6 年 7~9 月有翅蚜在不同温度下的蚜量

50

40

30

20

10

0

数
量

（
头
·

盘
-1 ）

温度（0C）

8.3 10 14 18 22 26 30 34

数
量

（
头
·

株
-1 ）

20
15
10
5
0

束，其田间主要消长动态见图 1。该地区马铃薯蚜

虫在田间始见期为 5 月底，马铃薯出苗 5~10 d 后

就有蚜虫开始活动，前期蚜量上升速度快，蚜量

高，其中阳坡地发生量和发生期均高于、早于平

台地，平台早于、高于阴坡。从 5 月底开始危害

活动，到 6 月18 日左右出现了第一次高峰期，7
月中旬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整个生育期间出现

了三个明显峰值，每个峰期受降雨等因素的影响

逐渐降低，进入 9 月份因雨日雨量增多，田间无

翅蚜量极低。

无翅蚜出现 10～15 d 后有翅蚜开始在田间活

动。由图 2 可知，6 月底至 7 月初为有翅蚜迁飞的

一个高峰期，7 月下旬为有翅蚜的又一个高峰期，

受降雨因素的影响，此峰比前一峰稍低。进入 8
月份该地区进入雨季，雨日频繁，雨量较大，峰

值不明显，蚜量迅速回落。图 2 可以看出，阳坡

地峰期早，峰值高，阴山地峰期迟，峰值低。

2.2 有翅蚜类型和优势种群比例情况

通过两年的调查表明，泾源县马铃薯田黄皿

诱蚜盘中诱到的马铃薯蚜虫共有 23 种。每次调查

均取样保存，然后镜检鉴定。已鉴定的有桃蚜、
麦二叉蚜、麦长管蚜、甘蓝蚜、菜缢管蚜、玉米

蚜、苜蓿蚜、豆蚜、苹果黄蚜、麦无网长管蚜、
冰草麦蚜、亚麻蚜，还有 11 种有待鉴定，但因其

数量极小，故认为这些种群对马铃薯没有危害。

从种群比例来看，桃蚜、麦二叉蚜、玉米蚜、甘蓝

蚜占种群数的 80％以上，因此可认为这 4 种有翅

蚜为当地马铃薯田蚜虫的优势种群。
2.3 影响蚜虫发生的因素

2.3.1 气 温

将 7～9 月份相同温度下有翅蚜虫数量加权平

均，估算温度对其活动的影响，结果如图 3 所示。
随着气温的增高，有翅蚜迁飞数量增加，增加到一

定程度迁飞数量开始下降。据观察和测定有翅蚜比

较适宜的温度范围为 14～26℃，最适温度 20～23℃，

最高为 30℃。温暖干旱天气对蚜虫发生有利，气

温为 14～26℃，每盘的蚜量稳定在 30～40 头之内，

进入 9 月份气温降至 9℃以下，蚜量急剧下降，当

气温降至 4～6℃时，迁飞活动几乎停滞。

2.3.2 降 水

降水是影响蚜虫数量的主导因素，其影响较气

温的影响幅度更大，速度更快。因为降水不仅造成

低温、高湿等不利蚜虫生存环境条件，强度较大的

降雨还对其具有冲刷的作用，使其种群数量锐减。
泾源县为高寒阴湿区，降雨主要在 7～9 月份，其降

雨量占全年降雨的 70％以上。2007 年7 月初和 7
月下旬出现降雨后，蚜量明显减少， 8 月份雨日

16 天，月降雨量为 176.9 mm，9 月上旬雨日 8 天，

雨量 44 mm，因持续的降雨天气，至使蚜量低，峰

值不明显，造成蚜虫迁飞数量急剧回落。
2.3.3 农田环境

作物布局对蚜虫发生的种类和数量影响也较

大，该地区种植的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马铃

薯、蔬菜、苜蓿等。蚜虫危害 6～7 月份主要为桃

蚜、麦二叉蚜、苜蓿蚜，7 月中旬小麦收获后主要

以玉米蚜、甘蓝蚜为主，总体上蚜虫类型和数量与

寄主的种类和面积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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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有翅蚜田间消长规律

图 1 无翅蚜田间消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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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在宁夏六盘山阴湿区马铃薯黄皿诱蚜盘中诱

到的蚜虫共有 23 个类型，其中桃蚜、麦二叉蚜、
玉米蚜、甘蓝蚜为优势种群。马铃薯生长前期蚜

量上升速度快，5 月底开始危害活动，到 6 月蚜量

升高，其中阳坡地高于、早于平台地。调查中发

现，马铃薯蚜虫危害第一次高峰期出现在 6 月 18
日左右，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 7 月中旬，整个生

育期间出现三个明显峰值。因此，马铃薯蚜虫在

该地的防治适期为 6 月中下旬，应在无翅蚜第一

个高峰期前全面喷药防治，降低虫源基数，并控

制病毒病传播蔓延，提高种薯质量，以推动全区

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

马铃薯蚜虫发生危害受作物的生育期、气候、
环境等因素影响，其中气温和降雨是主要影响因

素。温暖干旱天气有利于蚜虫的发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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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是广西玉林市农科所 2006
年从甘肃兰州陇神航天育种研究所引进的马铃薯新

品种，在玉林市两年的试种表明，其适应性、产量、
市场前景较好。“黑美人”彩色马铃薯的引进带动玉

林市整个马铃薯产业的新发展，从根本上改变马铃

薯现有品种的结构与格局，对稳定粮食生产和产业

结构调整意义重大。
随着玉林市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马铃

薯晚疫病逐渐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黑美人”
彩色马铃薯原在西北（甘肃）种植，引进南方种植，

在气候、土壤特点和耕作制度上都有一定的区别，

玉林市地处广西的桂东南地区，冬种马铃薯的温度、
湿度相对比西北地区要高，这样的气候导致“黑美

人”彩色马铃薯对晚疫病的抵抗力有所下降[1]。由病

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引起的马铃薯晚疫病是

马铃薯生产中的一种毁灭性病害[2]，全市普遍发生，

发病率达 10%～60%，减产率达 20%～70%，近年有

日趋高发的趋势。这不仅造成了马铃薯田间产量和

品质的下降，而且危害到商品薯的储存、运输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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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使用银法利、安克锰锌、双福和化霜 4 种杀菌剂对“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晚疫病进行防治，结果表

明，使用银法利 1 000 倍和安克锰锌 500 倍可有效防治“黑美人”彩色马铃薯晚疫病，防效均达 80%以上，在生产上值

得推广使用，并建议和其他杀菌剂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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