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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广东省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 J. E. Smith) 种群周年消长动态及发生特征，根据

2020 年和 2021 年广东省草地贪夜蛾性诱监测及田间调查数据，分析不同生态区草地贪夜蛾成虫及幼虫种群周年

发生动态。结果表明: ( 1) 草地贪夜蛾在广东省大部分冬种玉米区可以周年繁殖，仅在清远、韶关、河源等地

未发现幼虫为害; 不同地区之间草地贪夜蛾越冬虫源基数差异较大，粤西发生为害较重，珠三角及粤东地区发

生相对较轻; ( 2) 周年繁殖区草地贪夜蛾成虫和幼虫全年均可发生为害，而季节发生区一般于 3 － 4 月才零星始

见草地贪夜蛾成虫和幼虫，且诱蛾量、幼虫种群数量及为害程度均相对较低; ( 3) 广东省草地贪夜蛾种群消长

动态呈多峰型，发生高峰期主要集中于 5 － 10 月，期间出现多个大小不等的高峰，但峰期、蛾量和虫量在不同

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本研究明确了广东省不同生态区草地贪夜蛾种群的周年消长动态及发生特征，为广东省乃

至全国草地贪夜蛾的早期预警和精准防控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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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ll
armyworm，Spodoptera frugiperda ( Lepidoptera: Noctuidae) in Guangdong
Province
QI Guo-Jun1 * ，ZHONG Wen-Dong2 * ，CHEN Ting1，SHI Qing-Xing1，CHEN Jie1，HUANG De-
Chao2＊＊，ZHANG Zhen-Fei1＊＊ ( 1.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South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Ｒural Affairs，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High Technology for
Plant Protection，Guangzhou 510640，China; 2. Agricultural Pest Precaution and Management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ince，Guangzhou 5105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easonal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Guangdong Province，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dult and larva of S. frugiperda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regions of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data of sex induction
monitoring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between 2020 and 2021.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 1 )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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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breeding regions of S. frugiperda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most winter corn planting areas of
Guangdong Province，while no larva had been found in Qingyuan，Shaoguan and Heyuan in winter.
Furthermore，the overwintering cardinal number of S. frugiperda in different regions varied significantly.
Seriously winter corn damage of S. frugiperda was found in western Guangdong. While slightly infestation
areas of pest were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and Eastern Guangdong. ( 2) Fall armyworm adult and larva
can occur all year round in year-round breeding reg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while sporadically found
from March to April in the seasonal occurrence region. Compared to the year-round breeding region，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moth and larva and corn damage degree remained at a low level in the seasonal
occurrence region. ( 3 ) Fall armyworm adult and larva had multiple and different-sized density peaks
from May to October. The peak period and population density of moth and larva of S. frugiperda
fluctuated widely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clarified the annual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 frugiperda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regions of Guangdong
Province，which would present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arly warning，prediction and source control of S.
frugiperda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even China.
Key words: Spodoptera frugiperda; year-round breeding region; population dynamic;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

草 地 贪 夜 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 J. E.
Smith)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跨境迁

飞性害虫 ( FAO，2018 ) ，已在美洲、非洲、亚洲

及大洋洲等 100 多个国家快速扩张蔓延 ( Sparks，
1979; Goergen et al. ， 2016; Sharanabasappa
et al. ，2018; Ma et al. ，2019; Li et al. ，2019;

Qi et al. ，2021 ) ，并对全球农业及粮食生产构成

严 重 威 胁 ( Day et al. ，2017; Stokstad，2017;

Early et al. ，2018) 。2019 年 1 月，草地贪夜蛾首

次入侵我国云南省，凭借极强的远距离迁飞能力

在全国快速蔓延为害 ( 姜玉英等，2019; Li et al. ，

2019; Wang et al. ，2019; 陈辉等，2020 ) ，成为

我国玉米上重大突发性、暴食性害虫，被农业农

村部列入《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并构成对国

家粮食生产安全的长期性威胁 ( 吴孔明，2020) 。
草地贪夜蛾起源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无滞育现象，每年通过南北往返迁飞以躲避夏季

高温、冬 季 低 温 以 及 食 料 缺 乏 等 不 良 环 境
( Luginbill，1928; Sparks，1979 ) 。草地贪夜蛾在

我国大部分地区无法越冬存活 ( 陈辉等，2020 ) ，

仅在热带和温暖的亚热带地区周年繁殖 ( 吴孔明，

2020) ，周年繁殖区域主要分布在云南 ( 赵雪晴

等，2021) 、广东 ( 齐国君等，2020 ) 、海南 ( 卢

辉等，2021 ) 、四 川、广 西、福 建 ( 邱 良 妙 等，

2020) 、贵州 7 省 1 月份平均温度 10℃等温线以南

地区 ( 姜玉英等，2021; Yang et al. ，2021 ) 。草

地贪夜蛾最喜食玉米 ( 姜玉英等，2019 ) ，其周年

繁殖区范围也与冬玉米种植区域密切相关，云南、

广东、海南冬玉米种植面积较大，占全国冬玉米

种植面积 80% 以上，是草地贪夜蛾重要的周年繁

殖区 ( 姜玉英等，2021) 。云南及华南地区是东南

亚境 外 虫 源 西 线 和 东 线 迁 入 我 国 的 首 站 ( Li
et al. ，2019) ，境外虫源的持续迁入和本地越冬虫

源的不断繁殖，为草地贪夜蛾的持续北迁为害提

供了充足的虫源基数 ( 齐国君等，2019; 姜玉英

等，2021) 。
根据草地贪夜蛾分区治理对策，周年繁殖区

是迁飞过渡区和重点防控区的虫源地 ( 杨普云等，

2019) ，做好周年繁殖区的监测和有效治理对实现

草地 贪 夜 蛾 分 区 治 理 尤 为 重 要 ( 姜 玉 英 等，

2021) 。广东省是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的桥头堡和

北迁 虫 源 地 之 一 ( Li et al. ，2019; 罗 举 等，

2020) ，也是最适栖息地和周年繁殖区 ( 齐国君

等，2020) ，目前已有针对珠三角及粤北地区入侵

动态调查 ( 廖永林等，2019 ) 、蔗区种群为害普查
( 孙东磊等，2019 ) 、高空灯诱种群动态 ( 钟景伟

等，2022) 、性诱种群动态 ( 苏湘宁等，2020 ) 及

冬季发生特征 ( 齐国君等，2020 ) 等方面的研究，

然而草地贪夜蛾在广东省不同生态区的种群周年

动态及发生特征尚不明晰。
为了准确掌握广东省草地贪夜蛾种群周年动

态及发生特征，通过性诱监测草地贪夜蛾成虫种

群动态，通过田间调查监测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

数量及为害情况，以期明确广东省不同生态区草

地贪夜蛾的种群消长动态及发生特征，为该虫的

监测预警及精准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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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广东省 2020 年和 2021 年草地贪夜蛾虫情数

据，包括草地贪夜蛾逐日性诱蛾量、幼虫虫口密

度及玉米被害株率等，来源于广东省农业有害生

物预警防控中心。
1. 2 监测方法

参照农业行业标准 “草地贪夜蛾测报技术规

范” ( NY /T 3866 － 2021) ，设置性诱捕器逐日监测

草地贪夜蛾成虫的诱集数量，监测时间从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在玉米主要种植区利用五点取样法

调查草地贪夜蛾幼虫数量及植株受害情况，计算

百株虫量和植株受害率 ( % ) ，调查时间从首次见

虫开始，每 5 d 调查一次，至作物成熟期结束 ( 刘

杰等，2019) 。

1. 3 分析方法

1. 3. 1 草地贪夜蛾越冬种群动态

为进一步明确草地贪夜蛾在广东省的周年繁

殖区范围和冬季发生特征，在 2020 年冬季联合调

查基础上 ( 齐国君等，2020 ) ，根据 2020 年 1 －
2 月和 2021 年 1 － 2 月草地贪夜蛾虫情数据，以百

株虫量和为害率为指标，分析广东省冬玉米种植

区草地贪夜蛾越冬种群发生动态及为害情况，探

讨广东省草地贪夜蛾周年繁殖区的分布范围。
1. 3. 2 草地贪夜蛾成虫种群消长动态

根据广东省不同生态区草地贪夜蛾的逐日性

诱数据，选取化州、鹤山、白云、惠城 4 个地区

代表周年繁殖区，英德和梅县 2 个地区代表季节

发生区 ( 图 1) ，以诱集有蛾天数出现频率、旬平

均诱蛾量、年平均诱蛾量等指标，分析广东省不

同地区草地贪夜蛾成虫性诱种群周年消长动态及

高峰期。

图 1 广东省不同生态区草地贪夜蛾监测地点

Fig. 1 Monitoring location of Spodoptera frugiperde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regions of Guangdong Province

1. 3. 3 草地贪夜蛾幼虫种群消长动态

根据广东省不同生态区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调

查数据，选取高州、鹤山、白云、惠城 4 个地区

代表周年繁殖区，英德和梅县 2 个地区代表季节

发生区 ( 图 1) ，以百株幼虫虫量为指标，分析广

东省不同地区草地贪夜蛾的幼虫种群周年消长动

态及幼虫为害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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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草地贪夜蛾越冬种群动态

越冬调查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在广东省大

部分冬种玉米区可以周年繁殖，仅在清远、韶关、
河源等地未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 ( 图 2 ) 。不

同地区之间草地贪夜蛾的种群数量和为害情况差

异较大，湛江、茂名、阳江地区草地贪夜蛾幼虫

种群数量较高，2020 年、2021 年平均百株虫量为

21. 36 头、10. 52 头，平均植株受害率为 29. 69%、
12. 48% ; 而珠三角及粤东大部分地区草地贪夜蛾

的发 生 虫 量 和 植 株 受 害 率 显 著 较 低，2020 年、
2021 年平均百株虫量为 5. 04 头、1. 68 头，平均植

株受害率为 8. 11%、2. 22% ( 图 2 ) 。可见，草地

贪夜蛾在广东省大部分冬种玉米区可以周年繁殖，

粤西茂名、阳江地区以南至雷州半岛一带草地贪

夜蛾种群发生为害较重，越冬虫源基数较大，而

珠三角、粤东及其他地区发生相对较轻。

图 2 2020 年和 2021 年广东省冬玉米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为害

Fig. 2 Prevalence and damag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winter corn in Guangdong Province between 2020 and 2021

2. 2 草地贪夜蛾成虫种群消长动态

草地贪夜蛾成虫性诱监测结果表明，广东省

不同地区草地贪夜蛾种群动态及高峰期存在明显

差异 ( 图 3) 。周年繁殖区 1 至 12 月均可以诱集到

草地贪夜蛾成虫，化州、鹤山、白云、惠城 4 个

地区诱 集 有 蛾 天 数 出 现 的 频 率 分 别 为 75. 07%、
64. 52%、57. 53%、59. 18%，年平均诱蛾量累计

为 1 099、855、1 080 和 751 头，种群消长动态呈

现多峰型，1 － 2 月诱蛾量较低，3 月起虫量逐渐

增加，5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为诱集高峰期，峰期明

显，10 月之后诱蛾量减少，偶见小峰。季节发生

区的草地贪夜蛾发生时间明显较迟，一般于 3 月

中下旬才零星诱集到草地贪夜蛾成虫，英德和梅

县诱 集 有 蛾 天 数 出 现 的 频 率 分 别 为 46. 30%、
44. 79%，年平均诱蛾量 累 计 为 461 头、267 头，

均明显低于周年繁殖区，种群消长动态也呈现多

峰型，高峰期集中在 7 月中旬至 9 月上旬，诱蛾量

也明显偏低。此外，不同地区草地贪夜蛾年度间

597



环境昆虫学报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tomology 44 卷

种群动态也差异较大，2020 年周年繁殖区和季节

发生区草地贪夜蛾的年平均诱蛾量分别为 1 275 头

和 581 头，明显高于 2021 年的 617 头和 156 头，

不论是周年繁殖区还是季节发生区，2020 年性诱

种群发生量均普遍高于 2021 年 ( 图 3) 。
2. 3 草地贪夜蛾幼虫种群消长动态

草地贪夜蛾幼虫种群调查结果表明，广东省

不同地区草地贪夜蛾幼虫种群周年发生动态存在

明显差异 ( 图 4) 。周年繁殖区草地贪夜蛾幼虫全

年均可发生为害，高州、鹤山、白云、惠城的幼

虫种群动态呈多峰型，高峰期主要集中在 5 月至

10 月，期间出现多个大小不等的高峰。而季节发

生区的草地贪夜蛾田间幼虫发生为害明显较迟，

一般于 3 月底 4 月份见虫，5 月种群数量呈明显上

升趋势，6 至 7 月出现幼虫发生高峰，峰期明显，

英德 和 梅 县 的 高 峰 日 百 株 虫 量 可 达 13 头、
16. 5 头，10 月之后幼虫种群数量持续下降，偶见

小虫峰，在田间基本不造成为害。由此可见，周

年繁殖区内草地贪夜蛾幼虫全年均可发生为害，

而梅县和英德仅可在 4 － 10 月份发生危害，种群

发生数量和为害程度发生也明显低于周年繁殖区

( 图 4) 。

图 3 2020 年和 2021 年广东草地贪夜蛾逐旬性诱种群动态

Fig. 3 Population dynamic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by sex pheromone trap in every ten-day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etween 2020 and 2021

图 4 2020 年和 2021 年广东草地贪夜蛾幼虫种群动态

Fig. 4 Population dynamic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larvae in Guangdong Province between 2020 an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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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草地贪夜蛾没有滞育习性 ( Luginbill，1928;

Sparks，1979) ，远距离迁飞习性是其逃避夏季高

温、冬季低温以及食料缺乏等不良环境的有效策

略 ( Hogg et al. ，1982; Johnson，1987; Westbrook
et al. ，2016) 。在北美地区，草地贪夜蛾的安全越

冬范围位于佛罗里达州 28° N 以 南 地 区 ( Garcia
et al. ，2018) 及 德 克 萨 斯 州 南 部 地 区 ( Nagoshi
et al. ，2009) 。在中国，草地贪夜蛾仅可以在云

南、广东、海南、四川、广西、福建、贵州等热

带及亚热带地区周年繁殖 ( 齐国君等，2020; 姜

玉英等，2021; 卢辉等，2021; 赵雪晴等，2021;

Yang et al. ，2021) 。本研究根据 2020 年和 2021 年

广东省草地贪夜蛾虫情数据，明确了广东省草地

贪夜蛾的周年繁殖区与冬玉米集中种植区高度重

叠，粤西茂名、阳江地区以南至雷州半岛一带草

地贪夜蛾种群发生为害较重，越冬虫源基数较大，

此外，周年繁殖区还与冬季温度条件和冬玉米种

植情况密切相关，这与姜玉英等 ( 2019 ) 和邱良

妙等 ( 2020) 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广东省是草地贪夜蛾的最适栖息地和周年繁

殖区 ( Li et al. ，2019; 齐国君等，2020 ) ，但并

非所有的县 /市 /区都适宜草地贪夜蛾周年繁殖，

也存在清远、韶关、河源等季节发生区。云南不

同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25°N 以南的滇西、滇西

南、滇南和滇东南部区大部区域，以及西部怒江

和北部金沙江沿岸部分地区草地贪夜蛾可周年发

生，而滇中以北大部地区冬春季未见草地贪夜蛾

幼虫为害，为季节发生区 ( 赵雪晴等，2021 ) 。本

研究选择高州 /化州、鹤山、白云、惠城等地代表

周年繁殖区，英德和梅县代表季节发生区，明确

了周年繁殖区全年草地贪夜蛾成虫及幼虫均可发

生为害，发生高峰期主要集中于 5 － 10 月，期间

出现多个大小不等的高峰，这与广西春秋双峰型

的发生动态略有差别 ( 覃武等，2021 ) 。对于季节

发生区，草地贪夜蛾成虫诱集始见期和田间幼虫

为害期明显较迟，一般于 3 － 4 月才零星发现草地

贪夜蛾成虫及幼虫，6 － 8 月会出现多个发生高峰，

但种群发生数量和为害程度发生也明显低于周年

繁殖区。
周年繁殖区是我国草地贪夜蛾初次发生的重

要虫源地，也是境外草地贪夜蛾迁飞入侵我国的

第一站 ( 陆永跃等，2020 ) 。云南及华南地区冬玉

米种植面积大，是草地贪夜蛾重要的周年繁殖区

( 姜玉英等，2021) ，准确掌握该区域草地贪夜蛾

种群发生特征是做好监测和治理的基础 ( 陆永跃

等，2020) 。海南高空诱虫灯监测表明 4 － 10 月光

热及雨水充沛，灯诱种群数量相对较多 ( 唐继洪

等，2022 ) ，云南草地贪夜蛾发生高 峰 期 在 6 －
8 月，低谷期为冬季 12 月至翌年 2 月 ( 刘晓飞等，

2021) ，这与本研究的种群发生高峰期也基本吻

合。在周年繁殖区，虽然冬春季种群数量相对较

低，但冬玉米田仍存在一定数量的越冬虫源，特

别是粤西地区虫量超过 20 头 /百株，再加上境外

迁入虫源持续迁入 ( 陈辉等，2020 ) ，可为北迁扩

散提供充足的虫源基数 ( 杨普云等，2019) 。
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为害与其迁入虫源的时间

和规模、气候因子、环境因素、作物布局与生育

期、人 工 管 理 等 因 素 密 切 相 关 ( 钟 景 伟 等，

2022)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周年繁殖区 4 个地区和

季节发生区 2 个地区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周年消长

动态，结果表明不同区域草地贪夜蛾的种群消长

动态和高峰期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由于地

理环境、田间小气候、作物物候期及防治管理措

施等方面影响，不同生态区域的草地贪夜蛾发生

情况复杂多样。本研究仅利用广东省 6 个站点草

地贪夜蛾两年的虫情监测数据，尚不足以完全反

映草地贪夜蛾在广东全省的发生为害动态，有待

今后长期监测数据的积累和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阐明广东省不同生态区草地贪夜蛾的迁飞扩散的

时空动态规律，为全国草地贪夜蛾的精准监测和

源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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