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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黄色粘虫板监测玉米田双斑萤叶甲和
蚜虫种群动态与诱杀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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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和2019年7～9月在齐齐哈尔地区通过在玉米田间悬挂黄板(40 cm×25 cm)，设距地面1.0 m和玉

米雌穗上2种悬挂高度，每7 d更换，调查其对双斑萤叶甲、蚜虫诱杀作用及对主要天敌昆虫的诱集影响。结果表

明，黄板对双斑萤叶甲成虫具有显著的诱杀作用，高峰期周平均最多诱杀188头/板。平均单板诱虫量变化反映出

双斑萤叶甲7月初始发，8月中旬为盛发期，9月上旬为盛发末期。黄板对有翅蚜有一定的诱杀效果，平均单板诱集

有翅蚜量与田间单株玉米上无翅蚜种群密度呈显著线性相关。蚜虫种群密度高峰期，黄板诱杀区单株平均蚜量比

不挂黄板(对照区)显著减低44.8%～45.3%(2018)和21.0%～28.3%(2019)。黄板对瓢虫有一定的诱集作用，对草蛉、

食蚜蝇等天敌基本无显著诱集作用。在齐齐哈尔地区黄板既可以用于田间监测玉米田双斑萤叶甲和蚜虫的种群发

生动态，又具有诱杀和防治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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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and Efficacy of Yellow Sticky Card Trap on Inspection and
Capture of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and Aphids in Maiz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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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ly to September in 2018 and 2019, yellow plate (40 cm×25 cm) was hung in the field of maize in

Qiqihar area, and two hanging heights were set at 1.0m from the ground and on the female ear of maize.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hanging heights on the two species of leaf beetle, aphid and the trapping effect on the main natural ene⁃
mies were investigated every 7 day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yellow plat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ure of adult
dipterygium, and 188 heads / board were killed on average in the peak week. The average single board insect attrac⁃
tion showed that the leaf beetle of dipterygium started in early July, the peak period was in mid-August and the last
half in September, and yellow board had certain effect on the parasite. The average number of pterygoid aphids in⁃
duced by single board was significantly linear correlated with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wingless aphids on single
maize in the field. The average aphid per plant in the yellow board trapping area decreased 44.8%-45.3%(2018)
and 21.0%-28.3%(2019)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area during the peak density of aphids. Yellow
board has a certain trapping effect on ladybug, and has no significant trapping effect on natural enemies such as
sandflies and aphid flies. The yellow plate in Qiqihar area can be used to monitor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Diptera and aphids in the field, and also has the potential of inducing and cont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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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斑萤叶甲 Monolepta hieroglyphica(Motschul⁃
sky)，属鞘翅目，叶甲科属杂食性害虫，玉米田常见

害虫之一，很少引起经济损失危害。近 20年来，在

北方玉米区频现高密度种群，严重发生时百株虫量

达 2 000头以上 [1]，已上升为黑、吉、辽、蒙、冀、晋、



陕、新等北方玉米的重要害虫[2～8]。在晋、冀、鲁、豫

的夏玉米上也不断有高密度种群危害玉米报

道[9～10]，危害逐年加重。由于其成虫活动性强，稍有

外因干扰即逃逸，田间调查抽样困难，目前生产上缺

乏准确、易操作的田间种群动态和发生量调查方法，

严重影响适时实施大发生化学应急防控决策的制

定。因此，建立准确、简便易行的虫情监测方法是综

合治理双斑萤叶甲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之一。

蚜虫一直是我国玉米的重要害虫，除玉米蚜

Rhopalosiphum maidis外，危害玉米的蚜虫还有禾谷

缢管蚜R. padi、麦长管蚜 Sitobion miscanthi、麦二叉

蚜 Schizaphis graminum、棉蚜Aphis gossypii等[11，12]，其

发生危害程度受气候影响较大，干旱年份尤其是玉

米抽雄散粉前遇干旱高温，有利于蚜虫生长繁殖。

近年来，随全球气候变化，局地热浪、干旱等天气出

现频率显著增加，蚜虫危害玉米逐渐加重。2011年
宁夏、2012年河南南阳、安阳等发生严重危害 [13]。

2017年黑龙江省绥化、齐齐哈尔、泰来等地重发生。

蚜虫在玉米田的发生一般从心叶期田外有翅蚜

大量迁入玉米田开始，建立无翅蚜定居种群，如气候

适宜，种群快速大量繁殖，再产生有翅蚜在田内扩

散，暴发危害。因此，监测有翅蚜种群迁入和在田内

扩散动态，可为适时防控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在自然界中，昆虫基于觅食、求偶、选择栖境和

躲避敌害等需要，进化出对光照、温度、湿度和化学

物质等外界理化因子的趋向或背向行为即趋性。黄

色粘虫板(黄板)是利用昆虫趋色性而设计的一种诱

杀害虫的方法[14]。同时，粘着在黄板上的虫子种类、

数量易于统计计数，因此也是害虫种群发生动态监

测的重要方法之一 [15，16]。有研究报道，黄板可诱杀

蚜虫、粉虱等[17～19]，同时对鞘翅目、双翅目等昆虫具

有较强的引诱作用[20]。此外，黄板诱杀技术防治害

虫还具有环境友好的特点。为此，在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开展应用黄板诱杀玉米田双斑萤叶甲和蚜虫

的研究，探讨这一技术作为监测田间种群动态和诱

杀防控效果，以拓展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的综合防治

技术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本试验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农

业示范园区常规种植玉米田进行。土壤类型为碳酸

盐黑钙土，土壤肥力中等。2018年的玉米品种为

先玉335，2019年为嫩单19。5月7日玉米播种，5月
23日出苗，保苗密度为 63 000株/hm2。试验田连作

玉米，试验期间不施用杀虫剂。

1.2 试验方法

试验所用黄色粘虫版(黄板)的规格为 40 cm×
25 cm双面粘板。田间诱虫试验于每年7月初开始，

此时玉米处于大喇叭口期，黄板悬挂于距离地面

1.0 m高处(处理1)；7月23日后，即玉米抽雄后，将黄

板悬挂于玉米雌穗之上(处理2)。每周调查更换1次
黄板，连续调查 3个月。调查时使用保鲜膜将黄板

全部覆盖，带回实验室，分别记录黄板上的双斑萤叶

甲、蚜虫、天敌昆虫等种类和数量。试验小区面积

25 cm×25 m。每个小区悬挂20块黄板，排列成4行，

每行5块板，行内两块板间隔5 m，2种悬挂处理各3
次重复。小区间隔30 m，外围设置2行保护行。

1.3 调查项目与方法

田间蚜虫种群密度采用目测调查法，即在悬挂/
更换黄板的同时，采用5点取样法，定点观察记录每

点3株上的无翅蚜数量。以不挂黄板为对照区。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不同处理诱虫量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 t-测验；

不同处理单植株上无翅蚜数量差异性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法；平均数差异性比较采用LSD法(α<0.05)。
黄板诱集有翅蚜量与植株无翅蚜数量采用线性回归

分析。采用SPSS V16.0进行所有统计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1 双斑萤叶甲种群发生动态

在玉米田 7月上旬可诱到少数双斑萤叶甲成

虫，诱集量高峰期为 8月中旬，周平均最多诱到 188
头/板，之后快速下降。成虫发生期一直延续到 10
月初，即玉米收获(图1)。悬挂黄板的两个高度处理

诱集虫量间有显著差异，悬挂于玉米雌穗之上高度

处理的诱虫量显著高于距离地面 1 m高处理，且前

者有显著的高峰期在8月中旬，后者有1小高峰期在

9 月上旬 (2018 年 8 月 13 日：t=- 3.023，df=4，P=
0.039；9月10日：t=5.998，df=4，P=0.004；2019年8月
13日：t=-4.436，df=4，P=0.047) 。
2.2 黄板诱集的玉米田有翅蚜种群动态

田间诱集到的主要蚜虫种类为玉米蚜。7月下

旬可诱集到少量有翅蚜，诱集量高峰期在 8月中下

旬，周最多诱到115(2018年)、91(2019年)头/板，之后

快速下降。有翅蚜发生期一直延续到10月初，即玉

米收获。悬挂黄板的两个高度处理诱集蚜量间有显

著差异，悬挂于雌穗之上高度处理的诱蚜量显著高

于距离地面1 m高处理，且前者的高峰期在8月中下

旬，后者在9月中旬(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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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玉米田蚜虫种群动态与黄板诱杀效果

注：处理1为黄板下边距地1 m；处理2为黄板下边高于玉米雌穗；*表示当年同一日期两种悬挂高度黄板的平均诱虫量间差异显著。下图同。

Note: Tr.1-the low side of YSC was 1 m up the ground; Tr.2-the low side of YSC was corn ear high; * means the average of beetles trapped per YSC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s. The same below.

图1 周平均诱集双斑萤叶甲成虫数量时空动态

Fig.1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average of weekly trapped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per yellow sticky card trap(Y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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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周平均诱集有翅蚜数量时空动态

Fig.2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average of weekly trapped alates per yellow sticky card trap(Y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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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玉米植株上无翅蚜种群数量动态

Fig.3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ptera in maiz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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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前，田间玉米植株上无翅蚜量较少，到 8
月份种群密度迅速上升，8月下旬达到峰值，之后逐

渐回落，9月底基本查不到无翅蚜。不同处理间种

群密度变化动态趋势一致，但波动幅度尤其是峰值

间有显著差异(图3)。不挂黄板(对照区)单株平均无

翅蚜量增长迅速，2018年高峰期平均蚜量分别达到

203头/株，显著高于黄板诱集处理区的 111头/株和

112头/株(F2,6=8.626，P=0.017)，黄板诱集处理两个高

度处理间差异不显著。2019年不挂黄板(对照区)高
峰期平均蚜量 205头/株，高于黄板诱集处理区的



147 头/株和 162 头/株，差异不显著 (F2,6=0.901，P=
0.455)。

无翅蚜与有翅蚜(雌穗之上黄板诱蚜量)种群动

态变化趋势一致，但峰值在时间上比有翅蚜延后 1
周。按照无翅蚜延后1周种群密度与有翅蚜种群密

度间作相关分析，即黄板诱蚜量与单株无翅蚜量之

间呈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2018：y=1.999x+37.496，
P=0.010，R2=0.718；2019：y=2.470x+31.688，P=0.008，
R2=0.744)。

2.4 黄板对天敌的影响

黄板诱集到的天敌主要有瓢虫、草蛉、食蚜蝇

等，其中，以瓢虫数量最多，分别在8月中下旬和9月
中旬出现两个高峰期，高峰期平均周诱集虫量最多

15.9头/板(2018年)和20.1头/板(2019年)。草蛉和食

蚜蝇的诱集量相对较低，周诱集量均在 4头/板以

下。悬挂黄板不同高度处理对各类天敌的诱集量差

异不显著(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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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黄板诱集主要天敌的数量

Fig.4 Number of dominant natural enemies trapped per YSCT

3 讨 论

昆虫趋色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趋光性，颜色即物

体表面反射的光波，昆虫的视觉能够敏锐地感知。

可通过物体表面的光谱特性和产生的光刺激而计量

昆虫对颜色的感觉，趋光性与趋色性关联密切 [21]。

双斑萤叶甲成虫白昼活动性强于夜晚[22]。本研究发

现，黄板对双斑萤叶甲有显著的诱集效果。对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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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颜色深度、黄色饱和度等光谱特点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探讨。

双斑萤叶甲成虫活动性极强，受到惊动即飞迁

他处。目测观察法调查田间种群密度十分困难，除

工作量大外，至抽雄散粉期后玉米植株高大，无法做

到不惊动，因此准确性也差[23]。扫网法能较好地调

查大豆田双斑萤叶甲的种群密度，在玉米田，当植株

生长至抽雄前期，植株高大，扫网难以操作，即使是

在苗期，扫网也极易伤及植株。本研究表明，采用田

间挂黄色粘虫板能准确监测双斑萤叶甲田间种群发

生动态。在齐齐哈尔地区，玉米田双斑萤叶甲成虫

每年只有 1个峰值，始见于 7月初，盛发于 8月上中

旬，于 8月中达到种群密度峰点，8月下旬种群数量

急剧下降，9月份种群数量持续在低水平，直至10月
初逐渐消失。山西省晋中市和忻州市玉米田双斑萤

叶甲种群同样为单峰曲线，其峰值日分别在8月3日
和9日[24]。可见，双斑萤叶甲在北方玉米区1年只发

生1代，且世代发生极不整齐。种群发生高峰期在8
月份，因地理纬度和玉米种植、发育进度不同，各地

高峰日间略有差异。

田间悬挂黄板于不同高度诱虫量的差异，表明

双斑萤叶甲成虫的活动空间分布，即种群盛发期主

要活动在玉米植株的中上部，后期转至中下部。尽

管在 9月份中部活动虫量有所增加，此时虫口密度

较低，玉米已到灌浆成熟期，对产量影响较小。田间

监测或诱杀时，黄板应悬挂在雌穗之上的部位。采

用悬挂黄板监测玉米田双斑萤叶甲的种群动态和发

生量，简便、易操作、准确性高。本研究发现，单板周

诱虫量最高可达 188头，其作为诱杀防治方法的潜

力与优化技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两年田间诱集结果发现，在 7月底前田

间悬挂黄板没有诱到有翅蚜。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

早期有翅蚜密度极低。在东北玉米区，有翅蚜一般

在 6月中下旬玉米心叶期陆续迁入玉米田，随温度

升高及玉米生长发育至抽雄前期，营养丰富的幼嫩

雄穗等提供蚜虫繁殖的营养需求和环境条件，种群

密度迅速增长并产生大量有翅蚜在田内扩散。至9
月份，玉米植株成熟衰老，昼夜温差增大等，寄主和

环境条件均不利于蚜虫生长发育，有翅蚜开始迁出

玉米田外。本研究表明，有翅蚜和无翅蚜种群在 8
月均出现激增趋势，分别在8月20日和27日达到峰

值，即黄板准确的检测到蚜虫在玉米田的繁殖扩散

动态。黄板诱集的有翅蚜密度与时间延后1周的玉

米单株无翅蚜种群数量之间呈显著的线性相关关

系，表明田间悬挂黄板能监测田间有蚜虫种群动

态。两年结果均表明了8月下旬玉米田间蚜虫种群

密度达到高峰期。

黄板诱杀作为田间效防治技术，已有报道用于

防治棉田、果园、露地蔬菜、设施大棚蔬菜上的粉虱、

斑潜蝇、蚜虫等害虫[25]。本研究表明，黄板诱杀玉米

田有翅蚜可显著降低无翅蚜高峰期种群数量，种群

密度下降45.6%(2018年)和25.0%(2019年)。黄板不

仅能诱集蚜虫等害虫，黄板上常见有瓢虫、草蛉等天

敌昆虫及蜜蜂等授粉昆虫。本研究中黄板上可见有

瓢虫、草蛉、食蚜蝇等天敌昆虫，以瓢虫数量较多，且

有明显的高峰期，说明黄板对瓢虫有一定的诱集作

用；草蛉、食蚜蝇数量较低，表明是随机“落网”所致，

而非黄板有诱集作用。7月底～8月初是玉米田蚜

虫种群快速增长期，瓢虫等天敌向玉米田迁入，8月
中旬出现黄板诱到瓢虫量小高峰，丰富的猎物使瓢

虫种群迅速增长，由于卵、幼虫、蛹等非飞行活动期

不会被黄板粘着，黄板诱集量下降。在9月中旬，即

田间无翅蚜种群密度高峰期后20 d出现了第二个高

峰期，可见天敌跟随现象表现突出。

综合考量黄板对玉米田双斑萤叶甲、有翅蚜、瓢

虫等的诱集动态与诱杀效果及天敌的保护利用，应

用黄板监测和诱杀的适宜时间为7月下旬至8月底，

既能监测双斑萤叶甲、蚜虫这些害虫的种群动态和

诱杀防治，又能避免后期对瓢虫的大量诱杀以保护

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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