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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报灯下褐飞虱及其两种近似种的数量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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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在我国广西、湖南、江西及浙江等４省５地，对测报灯下褐飞虱及其两个近似种（伪褐飞虱和拟褐

飞虱）的数量动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灯下褐飞虱比例相对较高，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的比例分别为５８．４％和５０．５％；伪褐

飞虱稍少，分别为４１．５％和４６．８％；拟褐飞虱最少，分别为０．１％和２．７％。总体上，前期伪褐飞虱为优势种，后期褐飞虱为

优势种。但是，不同地区间褐飞虱及其近似种动态格局有明显差异，广西两地以褐飞虱为主，达６０．４％～９１．３％，但湖南临

湘、浙江富阳以伪褐飞虱为主，达５９．３％～８０．７％。广西两地褐飞虱４月灯下即有发生，６月就开始处于优势地位，６－７月和

１０月（或１０－１１月）出现两个高峰；而江西万安、湖南临湘、浙江富阳５－６月份灯下才开始出现褐飞虱，至９月份才超过

５０％，仅在９－１０月出现１个高峰。正确鉴别灯下褐飞虱种类对于改善稻飞虱预测预报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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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飞虱［犖犻犾犪狆犪狉狏犪狋犪犾狌犵犲狀狊（Ｓｔｌ）］是亚洲稻

区最严重的水稻害虫之一［１］，近年来在我国连续暴

发，造成严重损失［２３］。该虫具远距离迁飞习性，我

国除２１°Ｎ以南地区可终年繁殖、２１°Ｎ－２５°Ｎ地区

少量间歇越冬外，２５°Ｎ以北地区均不能越冬，每年

虫源由南方迁飞而来。一般每年３月下旬至５月，

褐飞虱随西南气流由中南半岛迁入两广南部发生区

（１９°Ｎ到北回归线），在该区繁殖２～３代，于６月间

早稻黄熟时产生大量长翅型随季风北迁，主降于南

岭发生区（北回归线至２６°Ｎ）和岭北发生区（２６°Ｎ－

２８°Ｎ），７月中下旬南岭区早稻黄熟收割，褐飞虱再

北迁至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１，４５］。

准确的虫情预测预报是害虫防治的关键。目前

褐飞虱通常采用测报灯虫情和田间虫情调查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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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来进行预测预报［１］。其中，测报灯下褐飞虱

的始见日、迁入量、迁入峰是褐飞虱测报的重要依

据。然而，笔者发现近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部分测报

灯下５月份即出现大量的褐飞虱，有时每晚单灯诱

虫量甚至高达数千头，这与该时期褐飞虱仅是零星

迁入长江流域的迁飞规律不符。鉴于褐飞虱属中除

褐飞虱外，还有伪褐飞虱（犖．犿狌犻狉犻Ｃｈｉｎａ）和拟褐

飞虱［犖．犫犪犽犲狉犻（Ｍｕｉｒｉ）］两个近似种，成虫都具趋

光性，且外形和褐飞虱极其相似，较难区别［６９］，灯

下资料大量的“褐飞虱”虫量中是否混有上述近似

种？以往有关研究较少，仅见于对两广地区有关研

究的报道。广西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８年灯下飞虱中，伪

褐飞虱和拟褐飞虱的比例一般低于２％，个别月份

最高为４．５％［１０］；而广东博罗铁场１９７５年５－６月

拟褐飞虱占上灯飞虱数的４６．１％～６５．１％［１１］。

明确灯下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发生规律对利用

灯下虫情资料进行褐飞虱的预测预报具有重要意

义。为此，笔者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选择代表不同

褐飞虱发生区的广西、湖南、江西及浙江等地收集部

分测报灯下的飞虱类标本，并对其中褐飞虱及其近

似种的发生动态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将结果总结如

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灯下虫样的收集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从广西龙州（２２．３６°Ｎ，１０６．８４°

Ｅ）、昭平（２４．１８°Ｎ，１１０．８０°Ｅ），湖南临湘（２９．４８°

Ｎ，１１３．４２°Ｅ），江西万安（２６．４７°Ｎ，１１４．７７°Ｅ），浙

江富阳（３０．０７°Ｎ，１１９．９５°Ｅ）等地定期收集测报灯

（２０Ｗ黑光灯）下的飞虱类标本，按上灯日期分装、

保存于盛有７５％酒精的５ｍＬ塑料离心管中，用于

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鉴定和计数。如单日上灯飞虱

量较大，则从中随机取部分标本保存，以装满５ｍＬ

离心管为准。上述取样点代表了不同的褐飞虱发生

区，其中广西龙州和昭平代表褐飞虱零星越冬区，江

西万安属于岭北发生区，湖南临湘、浙江富阳代表长

江流域发生区。

１．２　鉴定方法

在ＬｅｉｃａＳ８Ｐｒｏ型解剖镜下，根据褐飞虱属的

特征［６］和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雌雄外生殖器的特

征［６９］，鉴定区分每日飞虱样本中为褐飞虱、伪褐飞

虱、拟褐飞虱的个体，并计数。如果单日褐飞虱属昆

虫样本量较少（低于５０头），则全部鉴定；如果样本

量较大，则一般从该日样本中随机取５０头褐飞虱属

昆虫进行鉴定。

１．３　数据分析

按月统计各地鉴定样本中褐飞虱属３种飞虱的

数量和比例，依据该比例和各地测报站同期灯下资

料中“褐飞虱”的数量计算３种褐飞虱属飞虱的上灯

数量，并分析褐飞虱及其同属近似种的发生动态与

规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灯下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发生比例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５地褐飞虱属３种飞虱总样

本数分别为１１２１３头和１０３０９头（表１）。总体上，

褐飞虱最多，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分别占５８．４％和

５０．５％；伪褐飞虱稍少，分别为４１．５％和４６．８％；拟

褐飞虱最少，分别占０．１％和２．７％。年度间略有波

动。

从各地褐飞虱及其近似种所占比例来看（表

１），不同地区间差异明显。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广西

两地褐飞虱年上灯比例均相对较高，达６０．４％～

９１．３％，系优势种；江西万安次之，为５５．７％和

５０．１％；湖南临湘分别为３６．７％和１９．１％，浙江富

阳分别为４０．６％和１８．６％，两地均相对较低，为非

优势种。伪褐飞虱则反之，广西两地的比例最低，江

西万安次之，湖南临湘、浙江富阳最高（优势种）。拟

褐飞 虱 除 在 ２００９ 年 广 西 昭 平 有 较 大 比 例 外

（６．３％），其他地点及年度所占比例 最高仅为

１．６％。

进一步比较不同季节３种飞虱所占比例发现

（图１），总体上前期以伪褐飞虱为优势种，后期则以

褐飞虱为优势种。不同地区间明显不同。广西两地

褐飞虱４－５月即有少量（０．６％～２２．０％）发生，６

月就开始处于优势地位（６６．３％～７７．４％），１０月

（或１０－１１月）达绝对优势，１１月份可达１００％。江

西万安、湖南临湘、浙江富阳却不同，５－７月褐飞虱

比例不超过２５％（后两地５月份尚没有褐飞虱上

灯），８月份增加到３３．１％～４０．４％，至９月份才超

过５０％（３地分别为６８．７％、７５．９％、５８．３％），１０月

份进一步增加，最高为９６．９％，尚有少量伪褐飞虱。

２．２　灯下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发生数量

不同地区３种飞虱的数量动态亦明显不同（图

２）。褐飞虱在广西两个点均有两个上灯高峰，分别

在６－７月、１０月（或１０－１１月），前一个峰单月虫

量为８１００～２５０００头，后一个峰单月虫量可高达５

万～６万头；江西万安、湖南临湘、浙江富阳６－７月

６１３ 中国水稻科学（犆犺犻狀犑犚犻犮犲犛犮犻）　第２４卷第３期（２０１０年５月）



表１　鉴定的灯下褐飞虱、伪褐飞虱及拟褐飞虱的数量及比例

犜犪犫犾犲１．犖狌犿犫犲狉犪狀犱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犖．犾狌犵犲狀狊，犖．犿狌犻狉犻犪狀犱犖．犫犪犽犲狉犻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犱．

取样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鉴定的褐飞虱类总量

Ｎｏ．ｏｆ

犖犻犾犪狆犪狉狏犪狋犪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３种飞虱所占比例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褐飞虱

犖．犾狌犵犲狀狊

伪褐飞虱

犖．犿狌犻狉犻

拟褐飞虱

犖．犫犪犽犲狉犻

广西龙州Ｌｏ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００８ １００２ ９１．３ ８．７ 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６４９ ７４．５ ２４．３ １．１

广西昭平Ｚｈａｏｐ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００８ ３４６６ ７１．９ ２８．１ 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２４５ ６０．４ ３３．２ ６．３

江西万安 Ｗａｎ′ａｎ，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００８ ２８１４ ５５．７ ４４．１ ０．２

２００９ １３９４ ５０．１ ４８．７ １．２

湖南临湘Ｌｉｎｘｉａｎｇ，Ｈｕｎａｎ ２００８ ５５３ ３６．７ ６２．６ ０．７

２００９ ８９６ １９．１ ７９．４ １．６

浙江富阳Ｆｕｙａｎｇ，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８ ３３７８ ４０．６ ５９．３ ０．１

２００９ ２１２５ １８．６ ８０．７ ０．７

各地合计Ｔｏｔａｌ ２００８ １１２１３ ５８．４ ４１．５ ０．１

２００９ １０３０９ ５０．５ ４６．８ ２．７

的褐飞虱上灯数量较少，其高峰出现于９－１０月份。

江西万安最高可达１３８７３头（１０月），湖南临湘最高

仅３２１２头（９月），浙江富阳最高为１５３６头（１０

月），后两地上灯量明显较少。

伪褐飞虱的峰值主要在５－６月，广西昭平５月

平均上灯量均超过１００００头，远高于同期褐飞虱的

上灯数量。江西万安５月份亦超过６０００头；湖南

临湘、浙江富阳数量相对较少，６月最多，诱虫量分

别达２０５９头和６８１９头。

拟褐飞虱总体数量不多，除广西昭平５月份超

图１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５个采样点测报灯下每月诱集到的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比例

Ｆｉｇ．１．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犖犻犾犪狆犪狉狏犪狋犪犾狌犵犲狀狊ａｎｄｉｔｓｔｗｏｓｉｂｌ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ｒａｐｐｅｄｂｙｂｌａｃｋｌｉｇｈｔｌａｍｐｉｎｆ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ｔｈｓｄｕｒ

ｉｎｇ２００８ａｎｄ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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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５个采样点测报灯下每月诱集到的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平均数量

Ｆｉｇ．２．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ｏｆ犖犻犾犪狆犪狉狏犪狋犪犾狌犵犲狀狊ａｎｄｉｔｓｔｗｏｓｉｂｌ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ｒａｐｐｅｄｂｙｂｌａｃｋｌｉｇｈｔｌａｍｐｉｎｆ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ｔｈｓ

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ａｎｄ２００９．

过１０００头外，其他点相对较低，江西万安单月上灯

量最高（６月）仅为１６１头，湖南临湘、浙江富阳单月

上灯量最高才２１头。

３　讨论

伪褐飞虱、拟褐飞虱是稻区常见的飞虱种类，这

两类飞虱主要以禾本科杂草为食［１０，１２］，不为害水

稻。本研究发现测报灯下伪褐飞虱等褐飞虱近似种

上灯量大，比例较高，尤其是前期占褐飞虱属昆虫的

绝对比例，若不能准确区分，对褐飞虱灯下虫情的分

析势必造成较大误导。据了解，当前能准确区分灯

下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人员比例不高，误把伪褐飞

虱等近似种作褐飞虱进行统计的现象较为常见。这

不利于利用灯下资料进行褐飞虱的预测预报。解决

该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重视灯下近似种与褐飞虱

的区别，加强对基层测报人员相关专用技能的培训，

提高褐飞虱灯下虫情资料的准确性；同时，研究阐明

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发生规律，建立合适的换算方

法，掌握真实褐飞虱的发生情况。二是加强和重视

田间褐飞虱虫情的调查，以此作为褐飞虱预测预报

的关键依据，确保该虫测报信息的准确性。当然，由

于本研究中的数据是使用黑光灯监测得到，与以往

普遍使用的白炽灯不同，虽有研究表明黑光灯和白

炽灯监测褐飞虱得到的种群消长曲线基本吻合，仅

诱虫量明显增多［１３１４］，但因为忽略了褐飞虱这两种

近似种的存在，使得没有数据表明不同测报灯对３

种飞虱的诱集能力差异。这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研究。

本研究发现不同发生区域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

上灯动态不同，尤其前期差异较大。属褐飞虱零星

越冬区的广西龙州、昭平，灯下４月份即有褐飞虱发

生；属岭北发生区的江西万安则５月份开始诱集到

褐飞虱，但年度间变化大，如２００８年５月无褐飞虱

上灯，而２００９年５月则有（５月１２日单日达１３８

头）；属长江流域发生区的湖南临湘、浙江富阳，直到

６月份才有褐飞虱上灯。而且，初期上灯褐飞虱占

褐飞虱属总量的比例较低，褐飞虱上灯首月广西两

地（４月）为３．３％～１３．５％，江西万安（５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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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湖南临湘与浙江富阳（６月）仅１．６％～

１．８％。这提示在分析褐飞虱灯下虫情时，应针对不

同地区褐飞虱及其近似种的虫情特点予以鉴别分

析。究其原因，是否是由于南方稻区和长江流域稻

区的相关生态条件差异较大，造成伪褐飞虱杂草寄

主种类及数量的不同，亦有待下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比例还是数量，伪褐飞虱均

较高，这与以往的报道明显不同。据张永强［１０］报道

的数据计算，１９７８年广西全州灯下褐飞虱、伪褐飞

虱和拟褐飞虱占褐飞虱属昆虫总量的比例平均分别

为９５．２％、３．６％和１．２％；１９８８年广西南宁则分别

为９０．３％、７．０％和２．７％，其中伪褐飞虱的比例明

显低于本研究结果。近年来，随着水稻耕作制度的

变化，双季稻改单季稻、抛荒田增多，游草等杂草寄

主分布范围和数量均有所增加，可能是伪褐飞虱比

重显著增大的重要原因。在水稻苗上的饲喂实验表

明，伪褐飞虱初孵化若虫不能完成发育，新羽化成虫

不能产卵（笔者待发表资料），因此，该虫对水稻生产

没有直接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中，拟褐飞虱的发生量和

比例均比较低，这与前人报道不同。广东博罗１９７５

年５月中旬－６月初的拟褐飞虱占全部上灯飞虱的

比例达到４６．１％～６５．１％［１１］，其原因尚需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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