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2 -

Vegetables 2022.6图文识虫

瓜蓟马的识别与防治

瓜蓟马（T h r i p s  p a l m i  K a r n y，1925）
又称为棕榈蓟马、节瓜蓟马，属于缨翅目

（Thysanoptera），蓟马科（Thripidae），小
型昆虫，体长仅1 m m左右，主要为害茄子、瓜
类、豆类和十字花科蔬菜，该虫不但通过吸吮

植物汁液对农作物造成直接危害，还能传播多

种病毒，近些年来危害呈上升趋势，且田间抗

药性增强，成为温室蔬菜上危害最为严重的害

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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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蓟马起源于东南亚地区，于1925年，在印
度苏门答腊岛上的烟草上首次被发现。由于过去

对蔬菜的蓟马近似种有所混淆，没有区分报道瓜

蓟马，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菲律宾、泰国
相继报道发现瓜蓟马，而且在大洋洲、美洲和非

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害，目前欧洲许多国

家已经将瓜蓟马列为检疫对象。我国南方的瓜蓟

马早有分布，但同样由于过去误定，不能够准确

反映其分布情况。瓜蓟马最早于1970年在我国
台湾报道，目前在我国南方的海南、广东、广

西、四川、云南等地均有发现，在北京于2001
年首次发现[1]。目前瓜蓟马迅速向北方扩散，在

东北和内蒙古也有分布 [2]，但它并不能在北方地

区野外越冬。

瓜蓟马的寄主广泛，主要为害葫芦科（黄瓜、

苦瓜、冬瓜等）和茄科植物（茄子、甜椒、辣椒、

菜椒等），其中黄瓜和茄子是它的嗜好寄主；同

时在秋葵、大豆、棉花、烟草、菠菜、枸杞等

作物上也发现了瓜蓟马；而在其他类作物寄主中

数量不多，以中间栖息、过渡为主。该虫繁殖能

力强，并存在寄主转移现象，每年春季4月在黄
瓜苗的嫩叶上出现，随着田间瓜类的轮种，辗转

为害夏、秋作物，随着秋植瓜类的收获，气温逐

渐下降，虫量也随之减少，转移至土中，冬季又

转移到大棚（或温室）茄子、辣椒等茄科植物上

继续危害，冬季寄主上的蓟马便成为翌年春季为

害茄子、黄瓜等作物上的主要虫源[3]。

瓜蓟马的成虫一般活动在叶片和花中，产卵

在叶的表皮中，孵出的若虫在叶片上通过刺穿寄

主组织的表皮层并吸出细胞内容物来进食，从而

导致叶片表面变色。取食后使叶片、花色和果实

表面变色和结疤，嫩叶有斑点，花器受害后掉

落，导致不结果，幼瓜表皮皱缩、畸形等 [4]。农

作物叶片受害后，首先在叶脉处显现症状，逐渐

延伸至叶片，致使被害叶片皱缩，叶片背面形成

失绿斑块，后呈棕黄色枯斑，叶脉变黑褐色（封

三图1、图2）；幼果受害后，果皮硬化，严重影
响产量和质量。

瓜蓟马可以随风或通过植物进行长途扩散。

瓜蓟马还可以传播病毒，如番茄斑萎病毒，严重

影响了蔬菜的产量和质量。

对苦瓜上瓜蓟马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表明

前期呈奈曼分布，后期呈负二项分布。瓜蓟马的

生殖方式主要以孤雌生殖为主，同时也存在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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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两种生殖方式下雌虫的产卵量没有显著差

异。在不同寄主上瓜蓟马的繁殖力明显不同。温

度对瓜蓟马的生长发育及产卵量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25 ℃下成虫的日平均产卵量达到最大。瓜蓟
马在大棚茄子内对不同颜色（粘卡）具有不同的趋

性，其中对蓝色粘性卡的偏好最大（P＜0.01），对
不同颜色的偏好顺序为：蓝色、蓝绿色、黄色、

深蓝色、绿色、橙色、红色和黑色[5]。

瓜蓟马体型较小，分为卵、若虫（ 1～ 2
龄）、预蛹（3龄若虫）、伪蛹和成虫。

 
	卵

长约0.2 mm，长椭圆形，淡黄色，产卵于幼
嫩组织内（封三图3）。

	若虫（1～2龄）

长0.4～0.8 mm，初孵幼虫极微细，1龄若虫
体白色，复眼红色，2龄若虫体色渐转黄，在叶
片上活动，老熟后向下爬行或直接脱落在土中，

入土变成预蛹（封三图2）。

	预蛹（3龄若虫）

长0.6～0.8 mm，体淡黄白色，无单眼，长出
翅芽，长度到达3、4腹节，触角向前伸展，蜕皮
1次成为伪蛹（封三图4）。

	伪蛹

长0.6～1.0 mm，体黄色，单眼3个，翅芽较
长，伸达腹部3/5，触角沿身体向后伸展，不取食
（封三图5）。

	成虫

雌虫体长1.0～1.1 mm，雄虫0.8～0.9 mm。
体表黄色。触角7节，第1、2节橙黄色，第3节
及第4节基部黄色，第4节的端部及后面几节灰黑
色。红色单眼3个，三角形排列，单眼间鬃位于
单眼连线的外缘。前胸后缘有缘鬃6根，中央两
根较长。后胸盾片网状纹中有一明显的钟形感觉

器。前翅上脉鬃10根，其中端鬃3根，下脉鬃11

根。第2腹节侧缘鬃各3根；第8腹节后缘栉毛完
整[6]（封三图1、图6）。

注：目前蔬菜上以瓜蓟马、西花蓟马、花蓟

马和烟蓟马危害最为严重。西花蓟马和花蓟马的

触角8节，花蓟马体色更偏黑；瓜蓟马和烟蓟马

的触角7节，烟蓟马体色暗黄至淡棕色。瓜蓟马

与本属其他常见种的区分可参见王春慧等[7]。

瓜蓟马在广东1年发生20多代，在广西1年发
生17～18代。世代重叠，终年繁殖。3～10月为
害瓜类和茄子，冬季取食马铃薯、水茄等。在广

西节瓜上有4月中旬、5月中旬及6月中下旬3次
瓜蓟马危害发生高峰期，以6月中下旬危害最严
重；在广东5月下旬—6月中旬、7月中旬—8月上
旬和9月为发生高峰期，以秋季危害最严重。瓜
蓟马的发育适温为15～32 ℃，在2 ℃时仍能生
存，在山东胶东地区保护地蔬菜可常年危害，露

地蔬菜7—9月份为发生盛期。
成虫活跃、善飞、怕光，有趋嫩绿的习性，

多在节瓜嫩梢或幼瓜的毛丛中取食，少数在叶背

危害。阴雨天、傍晚可在叶面上活动。雌虫主要

孤雌生殖，偶有两性生殖。成虫寿命9—10月可
长达53 d，雌虫产卵期长达30 d；在8—9月份日
平均温度为20～31 ℃时，产卵期为12～14 d。卵
散产于叶肉组织内，每头雌虫可产卵30～70粒。
初孵幼虫群集叶片背面叶脉间危害，2龄若虫爬
行迅速，扩散危害，3龄末期停止取食，落入表
土“化蛹”。

	农业防治

（1）降低瓜蓟马的发生基数。保持大棚内
清洁干净，在定植前清除或烧毁受害作物蔓、

秆等，防止瓜蓟马就地越冬。（2）培育无虫苗
是防控瓜蓟马的关键措施，在育苗前先处理育苗

棚室，清除虫源；育苗中加强监测，发现瓜蓟马

及时处理；同时，宜选择叶片光滑的抗性品种。

（3）利用夏季高温进行闷棚处理，方法是将棚
内所有残株、杂草连根拔除，晾晒在棚内，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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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室密闭7～10 d，晴天天数不得少于3 d，然后
用10 g/m3硫磺粉进行熏蒸。

	物理防治

（1）利用瓜蓟马的趋性。瓜蓟马对蓝色和
黄色有很强的趋向性，在瓜蓟马发生期，667 m2

悬挂蓝板或黄板（25 cm×30 cm）30片，悬挂
高度与植株生长点基本一致，但要根据作物品种

适当调整；同时，在蓝板或黄板上涂抹聚集信息

素，可有效提高诱集数量。（2）覆盖黑色地膜
减少出土成虫向作物上转移，或者在植株上方使

用喷灌设备，可冲刷植株表面的成虫和若虫，抑

制其数量。

	生物防治

（1）多种小花蝽对蓟马具有较好的控制作
用，可以通过保护自然种群或人工释放的方法防

治瓜蓟马。（2）中华微刺盲蝽以0.75头/m2的释

放密度下，释放20 d后能较好地减少瓜蓟马的数
量[8]。（3）按照生产商的推荐量释放巴氏新小绥
螨和黄瓜新小绥螨。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目前使用最多，也是效果最明显

的防治方法，宜注意农药残留和抗药性等问题。

可以选用6%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1 000～2 000
倍液整株喷雾[9]。为减缓抗性产生，推荐轮换使

用1.8%阿维菌素乳油和1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
悬浮剂[10]。有机种植园区可选用1.5%除虫菊素水
乳剂200倍液、99%矿物油乳油200倍液。施药时
尽量选择早晚用药，重点喷施花、嫩梢、叶片背

面及地面，喷药需均匀、细致，间隔7～10 d，连
续防治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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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在脱落酸代谢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脱落酸（ABA）是一种重要的植物激素，在调节植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和植物对胁迫的响应中都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ABA的氧化代谢包含7′-、8′-和9′-羟基化途径，其中8′-羟基化途径是ABA的主要氧

化代谢途径。在8′-羟基化途径中，具有部分ABA活性的红花菜豆酸（PA）在还原酶的作用下，生成失活

产物二氢红花菜豆酸（DPA）。2022年5月17日，武汉大学冯钰锜教授团队在《Plant Communications》上在

线发表了题为“Neophaseic acid catabolism in 9′-hydroxylation pathway of abscisic acid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的研究论文，解析了模式植物拟南芥中脱落酸9′-羟基化代谢途径中新红花菜豆酸（neoPA）的代谢产物和

代谢酶，并发现了拟南芥体内脱落酸水平新的调控方式。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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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瓜蓟马卵

图5 瓜蓟马伪蛹 图6 瓜莉马成虫

图2 瓜蓟马1、2龄若虫及其危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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