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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农业·

△ ［基金项目］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湘农业联 ［２０１２］２７８号）；湖南省科技厅项目（２０１０ＮＫ３０１１，２０１１ＦＪ４２９８，
２０１４ＳＫ２００５，２０１６ＳＫ３００２）

 ［通信作者］　曾建国，教授，研究方向：中药资源与综合利用；Ｔｅｌ：（０３７１）８４６７３８２４，Ｅｍａｉｌ：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ｈｕｎａｕｅｄｕｃｎ；
曾爱平，教授，研究方向：昆虫生态与害虫治理；Ｅｍａｉｌ：ａｐｚｅｎｇ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ｃｏｍ
＃　冯睿与司嘉怡为并列第一作者

博落回田间主要害虫及天敌调查
△

冯睿１，２＃，司嘉怡１，２＃，杨柳君１，２，马玲１，２，王磊３，曾建国４，曾爱平１，２

（１湖南农业大学 昆虫研究所，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２植物病虫害生物学与防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３湖南美可达生物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１；

４湖南农业大学 国家中药材生产（湖南）技术中心，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要］　目的：调查博落回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田间主要害虫与天敌种类，为博落回栽培过程中的害虫防治提供
理论依据。方法：定时定点系统调查２种不同种植条件下博落回田间节肢动物种类和数量。结果：二年生博落回田
间节肢动物种类和数量比较丰富，包括４１种节肢动物，其中，１４种植食性害虫、１０种天敌昆虫和１８种蜘蛛。一年
生博落回田间节肢动物种类和数量均较少，共１８种，包括植食性害虫９种，天敌昆虫３种，蜘蛛６种。两种种植条
件下共有的优势害虫为朱砂叶螨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桃蚜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Ｓｕｌｚｅｒ）、斜纹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优势天敌为草间小黑蛛Ｈｙｌｙｐｈａｎｔｅｓ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鳞纹肖蛸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ｓｑｕａｍａｔａＫａｒｓｃｈ、八斑鞘腹蛛
Ｃｏｌｅｏｓｏｍａ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ＢｏｅｓｅｔＳｔｒ）。结论：博落回生长前期（５月前）应重点注意蚜虫的发生和防治，中后期（５至
１０月）应注意斜纹夜蛾和朱砂叶螨的发生和防治。同时，应加强对优势天敌的保护利用。

［关键词］　博落回；节肢动物；害虫；天敌；防治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ｅｓｔ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ｉｅｓｉｎ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ｓ
ＦＥＮＧＲｕｉ１，２＃，ＳＩＪｉａｙｉ１，２＃，ＹＡ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１，２，ＭＡＬｉｎｇ１，２，ＷＡＮＧＬｅｉ３，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４，ＺＥＮＧＡｉｐｉｎｇ１，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１２８，Ｃｈｉｎａ；
２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ｓ，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１２８，Ｃｈｉｎａ；

３Ｍｉｃｏｌｔ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Ｃ，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Ｈｅｒｂｓ（Ｈｕｎ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Ｈｕ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１２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ｍａｉｎｐｅｓｔ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ｏｍ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ｓ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ｕｒｉｎｇＭｃｏｒｄａｔａ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ｉｎ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ｃｏｒ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Ｍｃｏｒｄａｔａ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ｔｉｓｒｉｃｈ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４１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ｗｉｔｈ１４ｈｅｒ
ｂｉｖｏｒｏｕｓｐｅｓｔｓ，１０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ｉｅｓａｎｄ１８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ｓｐｉｄ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ｃｏｒｄａｔａ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ｑｕａｎ
ｔ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ｅｓ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８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ｗｉｔｈ９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ｏｕｓｐｅｓｔｓ，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ｉｅｓａｎｄ６ｓｐｅ
ｃｉｅｓｏｆｓｐｉｄｅｒｓ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Ｓｕｌｚｅｒ），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ｌｉｔｕｒ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ａｎｄ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ａｒｅｂｏｔ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ｅｓｔｓｉｎ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ｃｏｒ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Ｈｙｌｙｐｈａｎｔｅｓ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ｓｑｕａｍａｔａＫａｒｓｃｈ，ａｎｄＣｏｌｅｏ
ｓｏｍａ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ＢｏｅｓｅｔＳｔｒ）ｗｅ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ｐｅｒｓｉｃａｅ
（Ｓｕｌｚ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ｂｅｆｏｒｅＭａｙ）ｏｆＭｃｏｒｄａｔａ；Ｓｌｉｔｕｒ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ａｎｄ
Ｔ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ｒ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Ｍａｙｔｉｌ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ｐｅｓｔ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ｉ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７．１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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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落回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又名三钱三，山梧桐、
号筒杆等，属罂粟科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广泛分

布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各地，尤以云贵川多见。其

性辛、苦、温，有大毒，民间多用于治疗恶疮溃疡、

风湿痹症、跌打损伤等的体表疾患。民间使用博落

回茎叶杀灭蝇蛆。研究表明，博落回及其提取物具

有杀虫、杀菌作用［１］。博落回提取物也是兽用饲料

添加剂美佑壮（Ｓａｎｇｒｏｖｉｔ）的主要成分之一［２］，目

前，博落回得到推广种植。

在博落回栽培过程中，田间常有虫害发生，影

响博落回的产量和品质。目前，有关博落回田间主

要害虫和天敌等研究少见报道。本文拟通过田间调

查，系统地研究长沙地区博落回田间主要害虫种类，

为博落回栽培过程中的虫害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调查地点

调查地点设在国家中药材生产（湖南）技术中

心，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农业大学校内教学基地，

占地约２６ｈｍ２，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１２试验设计

处理一：调查对象为两年生博落回，该区博落

回由２０１５年种植的博落回越冬蔸萌发而成，整个生
长期内不进行除草，且不施用任何杀虫剂。调查时

间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５日至７月１０日以及２０１６年４月
２５至９月２５。

处理二：调查对象为当年种植的一年生博落回，

该区博落回进行除草等农田管理活动，并且于６月
初和７月初使用杀虫剂。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５
至１０月２０。

１３调查方法

采用５点取样法，每处理调查５块地，每块地
调查５个点，每点调查１株，每５ｄ调查１次，定点
定株全期调查。

调查、记录博落回植株上昆虫、蜘蛛和螨类等

节肢动物种类和数量。对于田间无法鉴定的种类，

拍照后使用７５％酒精杀死保存在试管中，编号并带
回实验室进行鉴定。

１４数据处理方法

相对丰盛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Ｐｉ＝Ｎｉ／Ｎ，其

中Ｎｉ为第ｉ物种的个体数，Ｎ为总个体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节肢动物种类

２１１二年生博落回种植区节肢动物种类　二年生
博落回种植区有节肢动物 ４１种，隶属于 １０目 ３１
科。其中植食性害虫１４种，天敌昆虫１０种，蜘蛛
１８种。见表１。

表１　二年生博落回种植区域节肢动物种类
类别 学名 目 科 相对丰盛度

植食性害虫 桃蚜 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Ｓｕｌｚｅｒ） 半翅目 蚜科 ００１９０

小菜蛾Ｐｌｕｔｅｌｌａ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鳞翅目 菜蛾科 ０００１３

烟粉虱Ｂｅｍｉｓｉａｔａｂａｃｉ（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半翅目 粉虱科 ００６９９

大青叶蝉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半翅目 叶蝉科 ０００２７

端大蓟马Ｍｅｇａｌｕｒｏｔｈｒｉｐｓｄｉｓｔａｌｉｓ（Ｋａｒｎｙ） 缨翅目 蓟马科 ０００２７

黑守瓜Ａｕ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ｌｅｗｉｓｉｉ 鞘翅目 叶甲科 ０００１７

斑须蝽Ｄｏｌｙｃｏｒｉｓｂａｃｃａｒｕｍ（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半翅目 蝽科 ００１０７

杜鹃冠网蝽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ｔｉｓｐｙｒｉｏｄｅｓ（Ｓｃｏｔｔ） 半翅目 网蝽科 ０００１０

黄曲条跳甲Ｐｈｙｌｌｏｔｒｅｔａｓｔｒｉｏｌａｔ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鞘翅目 叶甲科 ００００６

斜纹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ｌｉｔｕｒ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鳞翅目 夜蛾科 ００５５１

茶尺蠖ＥｃｔｒｏｐｉｓｏｂｌｉｑｕｅｈｙｐｕｌｉｎａＷｅｈｒｌｉ 鳞翅目 尺蛾科 ０００１９

矢尖蚧Ｕｎａｓｐｉｓｙａｎｏｎｅｎｓｉｓ（Ｋｕｗａｎａ） 半翅目 盾蚧科 ０００２７

朱砂叶螨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 真螨目 叶螨科 ０６０３７

八点广翅蜡蝉Ｒｉｃａｎｉａｓｐｅｃｕｌｕｍ（Ｗａｌｋｅｒ） 半翅目 广翅蜡蝉科 ０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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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类别 学名 目 科 相对丰盛度

天敌昆虫 烟蚜茧蜂ＡｐｈｉｄｉｕｓｇｉｆｕｅｎｓｉｓＡｓｈｍａｅｄ 膜翅目 蚜茧蜂科 ０００２３

异色瓢虫Ｈａｒｍｏｎｉａａｘｙｒｉｄｉｓ（Ｐａｌｌａｓ） 鞘翅目 瓢虫科 ００１８４

四斑月瓢虫Ｃｈｉｌｏｍｅｎｅｓｑｕａｄｒｉｐｌａｇｉａｔａ（Ｓｗａｒｔｚ） 鞘翅目 瓢虫科 ００００４

黑带食蚜蝇ＥｐｉｓｙｒｐｈｕｓｂａｌｔｅａｔｕｓＤｅＧｅｅｒ 双翅目 食蚜蝇科 ００００４

中华草蛉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ｓｉｎｉｃａＴｊｅｄｅｒ 脉翅目 草蛉科 ００２６９

大草蛉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ａｌｌｅｎｓ（Ｒａｍｂｕｒ） 脉翅目 草蛉科 ００１１７

食虫虻 双翅目 食虫虻科 ００００８

黄蜻Ｐａｎｔａｌ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蜻蜓目 蜻科 ００００２

日本方头甲Ｃｙｂ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ｕｓＥｎｄｒｏｄｙＹｏｎｎｇａ 鞘翅目 方头甲科 ０００７５

黑肩绿盲蝽ＣｙｒｔｏｒｈｉｎｕｓｌｉｖｉｄｉｐｅｎｎｉｓＲｅｕｔｅｒ 半翅目 盲蝽科 ００００６

蜘蛛 锥腹肖蛸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ｍａｘｉｌｌｏｓａＴｈｏｒｅｌｌ 蜘蛛目 肖蛸科 ００００２

黄金肥蛛ＬａｒｉｎｉａａｒｇｉｏｐｉｆｏｒｍｉｓＢｏｅ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Ｓｔｒａｎｄ 蜘蛛目 园蛛科 ００００４

直伸肖蛸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ｅｘｔｅｎｓ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蜘蛛目 肖蛸科 ０００６４

圆尾肖蛸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ｖｅｒｍｉｆｏｒｍｉｓＥｍｅｒｔｏｎ 蜘蛛目 肖蛸科 ００００２

散斑布朗蛛Ｂｒｏｍｍｅｌｌａｐｕｎｃｔｏｓｐａｒｓａ 蜘蛛目 卷叶蛛科 ００００４

三突伊氏蛛Ｅｂｒｅｃｈｔｅｌｌａ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Ｆａｈｒｉｃｉｕｓ） 蜘蛛目 蟹蛛科 ０００６１

帕氏尖蛛Ａｃｕｌｅｐｅｉｒａｐａｃｋａｒｄｉ（Ｔｈｏｒｅｌｌ） 蜘蛛目 园蛛科 ００００２

草间小黑蛛Ｈｙｌｙｐｈａｎｔｅｓ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Ｓｕｎｄｅｖａｌｌ） 蜘蛛目 皿蛛科 ００２０３

茶色新园蛛Ｎｅｏｓｃｏｎａｔｈｅｉｓｉ（Ｗａｌｃｋｅｎａｅｒ） 蜘蛛目 园蛛科 ０００５６

八斑鞘腹蛛Ｃｏｌｅｏｓｏｍａ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 蜘蛛目 球腹蛛科 ００１８４

鳞纹肖蛸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ｓｑｕａｍａｔａＫａｒｓｃｈ 蜘蛛目 肖蛸科 ００９５８

广褛网蛛ＰｓｅｃｈｒｕｓｓｅｎｏｃｕｌａｔａＹｉｎｅｔａｌ 蜘蛛目 褛网蛛科 ００００２

黑斑卷叶蛛ＤｉｃｔｙｎａｆｏｌｌｉｃｏｌａＢｏｅ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Ｓｔｒａｎｄ 蜘蛛目 卷叶蛛科 ００００２

交迭园蛛Ａｒａｎｅｕｓａｌｔｅｒｎｉｄｅｎｓ 蜘蛛目 园蛛科 ００００２

机敏漏斗蛛ＡｇｅｌｅｎａｄｉｆｆｉｃｉｌｉｓＦｏｘ 蜘蛛目 漏斗网蛛科 ００００２

隆背菲蛛Ｐｈｉｌｏｐｏｎｅｌｌａ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ｓ（Ｂｏｅ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Ｓｔａｎｄ） 蜘蛛目 菲蛛科 ００００２

鞑靼园蛛Ｓｃｙｔｏｄｅ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ａ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蜘蛛目 园蛛科 ００００２

胸斑花皮蛛ＡｒａｎｅｕｓａｌｔｅｒｎｉｄｅｎｓＳｃｈｅｎｋｅｌ 蜘蛛目 花皮蛛科 ００００２

注：因为食虫虻未成功捕获，故不能准确定种。

　　二年生种植区中，植食性害虫以朱砂叶螨 Ｔｅｔ
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斜纹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ｌｉｔｕｒａ（Ｆａｂ
ｒｉｃｉｕｓ）危害最为严重，相对丰盛度分别为 ０６０３７、
００６９９、００５５１。其次是八点广翅蜡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
ｓｐｅｃｕｌｕｍ（Ｗａｌｋｅｒ）、大青叶蝉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ｉｎ
ｎａｅｕｓ）、矢尖蚧 Ｕｎａｓｐｉｓｙａｎｏｎｅｎｓｉｓ（Ｋｕｗａｎａ）、桃蚜
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Ｓｕｌｚｅｒ）。天敌昆虫中，中华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ｓｉｎｉｃａＴｊｅｄｅｒ、大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ａｌｌｅｎｓ
（Ｒａｍｂｕｒ）和异色瓢虫Ｈａｒｍｏｎｉａａｘｙｒｉｄｉｓ（Ｐａｌｌａｓ）是优
势种，相对丰盛度分别为００２６９、００１１７和００１８４。
其次日本方头甲 Ｃｙｂ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ｕｓＥｎｄｒｏｄｙ
Ｙｏｎｎｇａ和烟蚜茧蜂ＡｐｈｉｄｉｕｓｇｉｆｕｅｎｓｉｓＡｓｈｍａｅｄ也占据
一定比例。鳞纹肖蛸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ｓｑｕａｍａｔａＫａｒｓｃｈ、
草间小黑蛛 Ｈｙｌｙｐｈａｎｔｅｓ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Ｓｕｎｄｅｖａｌｌ）和八
斑鞘腹蛛Ｃｏｌｅｏｓｏｍａ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是优势天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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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度分别为００９５８、００２０３、００１８４。此外较
为常见的还有三突伊氏蛛 Ｅｂｒｅｃｈｔｅｌｌａ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Ｆａｈｒｉｃｉｕｓ）、直伸肖蛸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ｅｘｔｅｎｓａ（Ｌｉｎｎａｅ
ｕｓ）和茶色新圆蛛Ｎｅｏｓｃｏｎａｔｈｅｉｓｉ（Ｗａｌｃｋｅｎａｅｒ）［３７］。

２１２１年生博落回种植区域节肢动物种类　一年生
博落回种植区采集到的节肢动物较少，共１８种，隶
属于７目１６科。包括植食性害虫９种，天敌昆虫３
种，蜘蛛６种。见表２。

表２　一年生博落回种植区域节肢动物种类
类别 学名 目 科 相对丰盛度

植食性害虫 桃蚜 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Ｓｕｌｚｅｒ） 半翅目 蚜科 ００３３６

大青叶蝉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半翅目 叶蝉科 ０００５０

烟粉虱Ｂｅｍｉｓｉａｔａｂａｃｉ（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半翅目 粉虱科 ００１６８

黑守瓜Ａｕ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ｌｅｗｉｓｉｉ 鞘翅目 叶甲科 ０００５０

斑须蝽Ｄｏｌｙｃｏｒｉｓｂａｃｃａｒｕｍ（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半翅目 蝽科 ００１３４

杜鹃冠网蝽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ｔｉｓｐｙｒｉｏｄｅｓ（Ｓｃｏｔｔ） 半翅目 网蝽科 ０００８４

绿盲蝽Ａｐｏｌｙｇｕｓｌｕｃｏｒμｍ（ＭｅｙｅｒＤüｒ） 半翅目 盲蝽科 ０００３４

朱砂叶螨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 真螨目 叶螨科 ０５４１９

斜纹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ｌｉｔｕｒ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鳞翅目 夜蛾科 ００５３７

天敌昆虫 中华草蛉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ｓｉｎｉｃａＴｊｅｄｅｒ 脉翅目 草蛉科 ００１３４

大草蛉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ａｌｌｅｎｓ（Ｒａｍｂｕｒ） 脉翅目 草蛉科 ０１３２６

烟蚜茧蜂ＡｐｈｉｄｉｕｓｇｉｆｕｅｎｓｉｓＡｓｈｍａｅｄ 膜翅目 蚜茧蜂科 ０００１７

蜘蛛 直伸肖蛸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ｅｘｔｅｎｓ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蜘蛛目 肖蛸科 ０００３４

茶色新园蛛Ｎｅｏｓｃｏｎａｔｈｅｉｓｉ（Ｗａｌｃｋｅｎａｅｒ） 蜘蛛目 园蛛科 ００１５１

三突伊氏蛛Ｅｂｒｅｃｈｔｅｌｌａ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Ｆａｈｒｉｃｉｕｓ） 蜘蛛目 蟹蛛科 ０００６７

草间小黑蛛Ｈｙｌｙｐｈａｎｔｅｓ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Ｓｕｎｄｅｖａｌｌ） 蜘蛛目 皿蛛科 ００１６８

八斑鞘腹蛛Ｃｏｌｅｏｓｏｍａ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 蜘蛛目 球腹蛛科 ００２８５

鳞纹肖蛸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ｓｑｕａｍａｔａＫａｒｓｃｈ 蜘蛛目 肖蛸科 ０１００７

　　一年生种植区植食性害虫中仍以朱砂叶螨 Ｔｅｔ
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危害最为严重，相
对丰盛度为 ０５４１９。桃蚜 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Ｓｕｌｚｅｒ）、
斜纹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ｌｉｔｕｒ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烟粉虱Ｂｅｍｉ
ｓｉａｔａｂａｃｉ（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也较为多见。同时斑须蝽 Ｄｏｌｙ
ｃｏｒｉｓｂａｃｃａｒｕｍ（Ｌｉｎｎａｅｕｓ）也是 １年生区的优势种之
一，相对丰盛度有０００３４。优势天敌为大草蛉Ｃｈｒｙ
ｓｏｐａｐａｌｌｅｎｓ（Ｒａｍｂｕｒ）、鳞纹肖蛸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ｓｑｕａ
ｍａｔａＫａｒｓｃｈ、八斑鞘腹蛛 Ｃｏｌｅｏｓｏｍａ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
草间小黑蛛 Ｈｙｌｙｐｈａｎｔｅｓ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Ｓｕｎｄｅｖａｌｌ）和茶
色新园蛛Ｎｅｏｓｃｏｎａｔｈｅｉｓｉ（Ｗａｌｃｋｅｎａｅｒ）。

３　结论与讨论

博落回田间节肢动物种类较为丰富，其中２年
生博落回种植区域采集到节肢动物４１种，包括植食

性害虫１４种，天敌昆虫１０种，蜘蛛１８种。一年生
博落回种植区采集到节肢动物１８种，包括植食性害
虫９种，天敌昆虫３种，蜘蛛６种。调查结果显示，
桃蚜、斜纹夜蛾、朱砂叶螨是优势害虫，蜘蛛是天

敌中的优势种群。其中，草间小黑蛛、鳞纹肖蛸和

八斑鞘腹蛛在两种种植条件下均为优势天敌。在二

年生博落回种植区鳞纹肖蛸数量较多，而在一年生

博落回种植区茶色新园蛛则是优势种。

调查发现二年生博落回种植区虫害发生程度相

对较轻，一年生博落回种植区虫害发生程度相对较

重。二年生博落回种植区未进行除草，也未使用杀

虫剂，且周围种有其他作物，生态环境相对复杂，

动、植物种类相对丰富。一年生博落回种植区域进

行了除草、化学除虫等农田管理措施，生态环境较

为单一。且除草施药等农田管理措施在对害虫进行

·７２４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第１９卷　第１０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Ｏｃｔ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１０

防治的同时，也对害虫天敌造成了不利影响。研究

表明，群落结构相对简单的农田系统，不利于天敌

等节肢动物的生存和发展，作物更容易受害虫的危

害［８９］，且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对天敌等节肢动物也有

一定的影响［１０］。同时，在以往的调查中发现，博落

回连遍种植区，甘蓝夜蛾常间歇大暴发，本次调查

未发现甘蓝夜蛾，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在博落回推广栽培过程中，应重点对朱砂叶螨、

蚜虫、斜纹夜蛾和烟粉虱进行防治。同时，应加强

对草间小黑蛛、鳞纹肖蛸、八斑鞘腹蛛、茶色新园

蛛等天敌的保护和利用。在进行化学防治时，需要

合理选用杀虫剂，尽量选择对天敌尤其对蜘蛛目天

敌杀伤较小、靶标害虫抗性水平较低的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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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４（２３）：１５７１５８．
［３］　ＰａｒｋｅｒＳＰ．Ｓｙｎｏｐｓｉ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Ｖｏｌｕｍｅ２．［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８２．
［４］　李鸿兴．昆虫分类检索［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１９８７．
［５］　黄其林．农业昆虫鉴定［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８４．
［６］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农业昆虫［Ｍ］．北京：中国

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６．
［７］　佚名．中国蜘蛛原色图鉴［Ｍ］．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９０．
［８］　史树森，孟凡平，沈迪山，等．农田生态系中作物构成与

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关系的初步研究［Ｊ］．吉林农业大
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６（４）：４１９４２１．

［９］　ＺｅｈｎｄｅｒＧ，ＧｕｒｒＧＭ，ＫüｈｎｅＳ，ｅｔａｌ．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ｐｅｓ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ｒｏｐｓ［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ｔｏｍ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７，５２（４）：５７８０．

［１０］苏丽，戈峰，刘向辉．化学杀虫剂对不同类型棉田害虫、
天敌种群的影响 ［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１２）：
２６３１２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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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ＭａｎｏｈａｒａｎＲａｊｅｓｈＧＳＫ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ｍａｔｉｃｅｍ

ｂｒ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ｏｔｏｘ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ｌｉｑｕｉｄｓｈａｋ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Ｒｏｙｌｅ［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ｒｏ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１４，６０（１）：６６７４．

［６］　江艳华．半夏规范化种植关键技术及组培快繁体系建立
的研究［Ｄ］．北京：北京协和医学院，２０１３．

［７］　罗成科，彭正松，陈卫民．三叶半夏悬浮培养下的体细胞
胚胎发生及植株再生［Ｊ］．西北植物学报，２００６，１２６（４）：
８４２８４６．

［８］　宋锡帅，彭琼，柳亦松，等．博落回花药离体培养及植株
再生研究［Ｊ］．湖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７）：２８３１．

［９］　张建瑛，许传玲，沈海龙，等．不同产地花楸树愈伤组织诱导
和体胚发生比较分析［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４（１３）：１０２１０５．

［１０］卓奕秀，柳亦松，谢红旗，等．博落回遗传转化体系的初
步建立［Ｊ］．生命科学研究，２０１６，２０（３）：２２４２２９．

［１１］吴雪梅，汤浩茹．草莓叶片培养研究进展［Ｊ］．北方园艺，
２００４，２１（６）：８１０．

［１２］邓馨，胡文玉．草莓叶片再生芽及遗传转化系统的建
立［Ｊ］．植物学通报，２０００，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８．

［１３］ＰａｓｓｅｙＡＪ，ＢａｒｒｅｔｔＫＪ，ＪａｍｅｓＤＪ．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ｓｈｏｏｔｒｅ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ｅｖｅ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ｘａｎａｎａｓｓａＤｕｃｈ．）ｕｓｉｎｇａｒａｎｇｅ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ｔｔｙｐｅｓ［Ｊ］．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Ｒｅｐ，２００３，２１（５）：３９７４０１．

［１４］ＰａｓｓｅｙＡＪ，ＢａｒｒｅｔｔＫＪ，ＪａｍｅｓＤＪ．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ｓｈｏｏｔｒｅ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ｅｖｅ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ｘａｎａｎａｓｓａＤｕｃｈ．）ｕｓｉｎｇａｒａｎｇｅ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ｔｔｙｐｅｓ［Ｊ］．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Ｒｅｐ，２００３，２１（５）：３９７４０１．

［１５］孙少霞，戈伟，王述彬，等．甜（辣）椒花药培养胚状体诱
导与植株再生［Ｊ］．江苏农业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６）：
１３３０１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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