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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五点取样法调查了豇豆荚螟 Ｍａｒｕcａ ｖｉｔｒ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在武汉地区春豇豆开花结荚期的为害情况， 并

分析了幼虫分布的虫龄结构。 结果表明， 豇豆荚螟在豇豆开花结荚期对花的危害率显著高于豆荚； 百花虫量和百

荚虫量最高分别为 ６５ 头和 １５ 头， 分别位于盛花末期和盛荚中后期。 花器中 １ 龄幼虫比例显著高于 ３ ～ ５ 龄幼虫，
而荚中 ４ 龄和 ５ 龄幼虫比例显著高于 １ ～ ３ 龄幼虫。 豇豆花不同部位的虫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如花药中的 １ 龄幼

虫比例显著高于 ３ ～ ５ 龄幼虫； 花萼中 １ ～ ３ 龄幼虫比例显著高于 ４ 龄和 ５ 龄幼虫； 而子房中各龄期幼虫分布比例

不存在显著差异。 花萼中各龄期幼虫的比例均显著高于花药和子房。 本研究明确了豇豆荚螟幼虫在豇豆开花结荚

期的为害情况及虫龄结构， 对于制定该虫的科学防控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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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期 王　 攀等： 豇豆荚螟在豇豆开花结荚期的为害及虫龄结构

豇 豆 荚 螟 Ｍａｒｕcａ ｖｉｔｒ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 异 名

Ｍａｒｕcａ ｔｅｓｔｕｌａｌｉｓ Ｇｅｙｅｒ）， 俗称豆野螟、 豇豆钻心

虫、 豆卷叶螟和豇豆螟， 属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草

螟科 Ｃｒａｍｂｉｄａｅ 豆荚野螟属 Ｍａｒｕcａ 昆虫， 是豇豆

等豆类蔬菜上的重要钻蛀性害虫， 在我国的分布

范围极其广泛， 主要分布在华中和华南地区 （柯
礼道等， １９８５； Ｓｈａｒｍａ， １９９８； 王攀等， ２０１１ ）。
豇豆荚螟集中在豆类作物的开花结荚期为害， 主

要以幼虫蛀食豆类蔬菜的花器、 果实和籽粒， 亦

可吐丝卷叶并蚕食叶片， 或蛀害嫩茎和花瓣， 造

成落花落荚， 以及豆荚腐烂， 严重影响豆类作物

的产量、 食用性和商品性 （ 柯礼道等， １９８５；
Ｓｈａｒｍａ， １９９８； 王攀等， ２０１１； 徐爱仙等， ２０１８）。
随着农业种植模式的调整及气候变暖， 豇豆荚螟

的发生为害日趋严重， 且发生范围广， 危害面积

大， 已成为豆类蔬菜上的主要害虫。 近年来， 武

汉地区豇豆栽培面积日益扩大， 复种指数不断增

大， 豇豆荚螟的为害也越来越严重， 一般年份豇豆

豆荚受害率可达 ２０％ ～ ３０％， 严重时可达 ５５％ ～
８８％ ， 若不加强防治， 则基本无收成 （徐爱仙等，
２０１８）。

长期以来， 豇豆荚螟的防控依赖于化学防治

（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７８； Ｓｈａｒｍａ， １９９８； Ｅｋｅｓｉ， １９９９；
望勇等， ２０１４； 黄日亮等， ２０１８）， 但登记药剂的

匮乏、 用药量及用药技术的不当等因素导致化学

防控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不仅如此， 该虫钻蛀并

转株为害的习性却带来了抗药性增加、 农药残留

上升等诸多负面问题 （柯礼道等， １９８５； Ｈａｓｓａｎ，
２００７； Ｓｒｅｅｌａｋｓｈｍｉ， ２０１４）。 作为世代发生周期短且

世代重叠严重的寡食性害虫， 对豇豆荚螟种群的

准确调查是开展该虫预测预报的关键， 而明确其

种群发生动态规律直接影响豇豆荚螟的监测预警

及田间综合防治效果 （徐爱仙等， ２０１８）。 因此，
系统调查豇豆荚螟幼虫在豇豆开花结荚期的为害

及虫龄结构情况， 可为制定该虫的科学防控策略

提供基础资料， 对于进一步保障豆类蔬菜的无公

害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点

试验 在 武 汉 市 农 业 科 学 院 蔬 菜 研 究 所

（１１４. ４７°Ｅ， ３０. ７１°Ｎ） 的豇豆试验田进行。 豇豆

试验田面积 ２ ｈａ， 用于调查观察的面积为 ０. ３３ ｈａ。
豇豆品种为 “领秀 ０１ 号” （福建天地农业有限公

司）， 播种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５ 日， 整个试验期间

未施用杀虫剂防治豇豆荚螟。
１. ２　 调查内容和方法

试验调查时间为豇豆的开花结荚期 （豇豆开

始抽蔓至豇豆收获下架）， 每 ３ ｄ 调查 １ 次 （计为

１ 次重复）， 在上午 ７ ∶ ００ － ９ ∶ ００ 进行， 遇特殊天

气时， 调查时间进行适当调整。 调查时采用 ５ 点

取样法， 每点随机采集花 （花蕾） 和豆荚 （成熟

豆荚） 各 ２０ 个， 进行如下观察与调查： （１） 观察

豇豆荚螟对花和荚的为害情况并进行拍照。 （２）
统计花和荚的受害情况， 计算花 （荚） 被害率及

百花 （荚） 虫量。 （３） 对被害花 （荚） 数、 被害

花 （荚） 上幼虫的数量、 龄期以及为害部位进行

记录， 统计寄主不同器官 （花或荚） 及花器官不

同部位 （花药、 花萼和子房） 的幼虫数量及龄期。

花（荚） 被害率（％ ） ＝ 含虫花（荚） 数
被调查的总花（荚） 数

× １００

某龄幼虫比例（％ ） ＝ 某龄幼虫数
被调查到的幼虫总数

× １００

花器中各部位分布的幼虫比例（％ ） ＝ 花器中各部位分布的幼虫数
被调查到的总虫数

× １００

１. ２　 数据统计

采用 ＰＡＳ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２. ０ （ＩＢＭ⁃ＳＰＳＳ， Ａｒｍｏｎｋ，
ＮＹ， ＵＳＡ） 进行数据统计， 在花 （荚） 或花器官

上不同部位的幼虫数量比例采用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多重

比较 （Ｐ ＜ ０. ０５） 或独立样本 ｔ 检验 （Ｐ ＜ ０. ０５）
进行分析。 百分比数据在统计分析前进行反正弦平

方根转换。 使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６. ０２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ｃ. ，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ＣＡ， ＵＳＡ） 软件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豇豆荚螟幼虫在豇豆开花结荚期对花荚的为

害情况

　 　 豇豆荚螟成虫喜产卵于豇豆花 （蕾） 上， 卵

孵化后， 幼虫从花瓣缝隙或蛀孔钻蛀进入花内取

食 （图 １⁃Ａ）， 常造成落花。 幼虫一般在花内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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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３ 龄左右后， 开始吐丝转株危害， 将相邻的花

缀结在一起， 再转移至新的花 （图 １⁃Ｂ） 或豆荚

（图 １⁃Ｃ、 图 １⁃Ｄ） 为害。 在整个开花结荚期的

１９ 次调查结果显示， 豇豆荚螟在开花结荚期对花

的危害率显著高于荚 （图 ２， ｔ ＝ ９. ３３３， ｄｆ ＝ ３６，

Ｐ ＜ ０. ００１ ）。 花的被害率最高为 ６１％ ， 最低为

７％ ， 平均被害率为 ３５. ５８％ ± ３. ２６％ ； 荚的被害

率最 高 为 １４％ ， 最 低 为 １％ ， 平 均 被 害 率 为

３. ２１％ ±０. ８９％ 。

图 １　 豇豆开花结荚期豇豆荚螟幼虫的典型为害状

Ｆｉｇ. １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ｏ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ｄ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ｕcａ ｖｉｔｒａｔａ ｌａｒｖａ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ｄ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ｗｐｅａ
注： Ａ， 初孵幼虫为害花器后的蛀孔； Ｂ， 幼虫在花器转移为害时将花器缀结在一起； Ｃ， 幼虫从花器向豆荚转移为害；
Ｄ， 幼虫钻蛀进入豆荚为害。 Ｎｏｔｅ： Ａ， Ｂｏｒｅｒ ｈｏｌｅｓ ｏｎ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ｅｗｌｙ ｈａｔｃｈｅ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Ｂ， Ｌａｒｖａｅ 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ｓ ｔｈｅｙ ｄｉｖｅｒｔｉｎｇ ｈａｒｍ； Ｃ， Ｌａｒｖａ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ｌ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ｏｄ； 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ｂ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ｄ．

２. ２　 豇豆荚螟幼虫在豇豆开花结荚期的发生动态

豇豆进入始花期后， 调查到豇豆荚螟持续为

害整个开花结荚期， 且呈逐步上升趋势 （图 ３）。
其中， 豇豆荚螟在花上的分布为害明显多于荚上

（图 ２， ｔ ＝ ９. ３３３， ｄｆ ＝ ３６， Ｐ ＜ ０. ００１）， 始花期的

最低百花虫量为 １１ 头， 与最高百荚虫量相当。 盛

荚中后期的百荚虫量最高为 １５ 头； 而盛花末期的

百花虫量最高为 ６５ 头。 百花虫量出现两个高峰

期， 分别为盛花前期和盛花末期， 而百荚虫量的

高峰出现在盛荚中后期。
２. ３　 豇豆荚螟幼虫在豇豆开花结荚期危害的虫龄

结构

　 　 豇豆花和荚中幼虫的虫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图 ４）。 １ ～ ５ 龄幼虫在花和荚中的分布比例均存

在显著差异 （１ 龄： ｔ ＝ ４. ９９６， ｄｆ ＝ ２７， Ｐ ＜ ０. ００１；
２ 龄： ｔ ＝ ３. ３５３， ｄｆ ＝ ２７， Ｐ ＝ ０. ００２； ３ 龄： ｔ ＝ １. ４９５，
ｄｆ ＝ ２７， Ｐ ＝ ０. １４７； ４ 龄： ｔ ＝ － ７. ９７１， ｄｆ ＝ ２７， Ｐ ＜
０. ００１； ５ 龄： ｔ ＝ －６. ９４１， ｄｆ ＝ ２７， Ｐ ＜ ０. ００１）。 花中

１ 龄幼虫比例 ３５. ５４％ ± ６. ５２％ 显著高于 ３ ～ ５ 龄

（Ｆ ＝ １４. ６７４， ｄｆ ＝ ４， ９４， Ｐ ＜ ０. ００１）； 而荚中以

４ 龄和 ５ 龄幼虫为主， 分别为 ４４. ２４％ ± ６. １０％ 和

３６. ５９％ ± ５. ５６％ ， 显著高于 １ ～ ３ 龄幼虫 （Ｆ ＝
１３. ７２４， ｄｆ ＝ ４， ９４， Ｐ ＜ ０. ００１）。

豇豆花不同部位中的各龄期幼虫分布存在显

著差异 （图 ５）， 花药中各龄期幼虫分布存在显著

差异， 花药中 １ 龄幼虫比例 １０. ５２％ ± ３. ２４％ 显著

高于３ ～５ 龄幼虫 （Ｆ ＝７. ７７８， ｄｆ ＝４， ９４， Ｐ ＜０. ００１），
花萼中 １ ～３ 龄幼虫比例 （１ 龄： ２４. １９％ ±２.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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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豇豆开花结荚期豇豆荚螟幼虫对豇豆花和荚的危害率

Ｆｉｇ.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ｄ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ｕcａ ｖｉｔｒａｔａ
ｌａｒｖａ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ｄ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ｗｐ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注：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表示不同部位间差异

显著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ｄ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２ 龄： ２０. ００％ ± ２. ９１％ ； ３ 龄： １９. ３４％ ± ２. ３５％ ）
显著高于 ４ 龄和 ５ 龄幼虫 （ ４ 龄： １２. １３％ ±
１. ８５％ ； ５ 龄： ３. ９９％ ± ０. ８５％ ） （ Ｆ ＝ １１. ８６５，
ｄｆ ＝ ４， ９４， Ｐ ＜ ０. ００１）， 子房中各龄期幼虫分布比

例不存在显著差异 （Ｆ ＝ １. ４７３， ｄｆ ＝ ４， ９４， Ｐ ＝
０. ２１７）。 花萼中各龄期幼虫的比例均显著高于花

药和子房 （１ 龄： Ｆ ＝ ２１. ３０６， ｄｆ ＝ ２， ５６， Ｐ ＜
０. ００１； ２ 龄： Ｆ ＝ ２８. ４３４， ｄｆ ＝ ２， ５６， Ｐ ＜ ０. ００１；
３ 龄： Ｆ ＝ ５７. ７４５， ｄｆ ＝ ２， ５６， Ｐ ＜ ０. ００１； ４ 龄： Ｆ ＝
３６. １９２， ｄｆ ＝ ２， ５６， Ｐ ＜ ０. ００１； ５ 龄： Ｆ ＝ １０. ６７２，
ｄｆ ＝ ２， ５６， Ｐ ＜ ０. ００１）。

３　 结论与讨论

以豇豆为主的豆类蔬菜是豇豆荚螟的主要寄

主植物， 开花结荚期是豇豆荚螟幼虫为害的主要

时期。 关于豇豆荚螟幼虫为害寄主后的虫龄结构

分布尚无相关报道。 本研究调查了豇豆荚螟在豇

豆开花结荚期的为害情况， 并详细调查了花和荚

上分布的幼虫的龄期结构， 幼虫在这一时期对豇

豆的危害以花为主， 荚次之， 其他部位的虫量很

图 ３　 豇豆开花结荚期豇豆荚螟幼虫在花和荚上的发生动态

Ｆｉｇ. 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ｕcａ ｖｉｔｒａｔａ ｌａｒｖａ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ｄ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ｗｐ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少， 这与先前报道的结论一致 （柯礼道等， １９８５；
Ｓｈａｒｍａ， １９９８； 徐爱仙等， ２０１８）； 幼虫对花的为

害率显著高于荚， 花上的幼虫以低龄 （１ ～ ３ 龄）
为主， 而荚上的幼虫以高龄 （４ ～ ５ 龄） 为主。 造

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豇豆

荚螟的产卵习性及初孵幼虫的扩散习性， 豇豆荚

螟成虫对寄主器官具有显著的产卵选择性， 喜产

卵于豇豆的花器官 （柯礼道等， １９８５）， 盛花期时

豇豆花蕾上的平均卵量显著高于其他部位 （汪海

洋， ２０１５； 田忠等， ２０１７）； 幼虫孵化后钻蛀进花

内取食为害， 可在花中完成幼虫期， 也可再向其

他的花或荚进行转移为害， 但并不一定非蛀荚不

可 （柯礼道等， １９８５； 王攀等， ２０１１； 徐爱仙等，
２０１８）。 二是豇豆荚螟高龄和低龄幼虫不同的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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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豇豆开花结荚期豇豆荚螟幼虫在花和荚上的虫龄结构

Ｆｉｇ. ４　 Ｉｎｓｔａ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ｕcａ ｖｉｔｒａｔａ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ｄ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ｗｐ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注：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 ±标准误， 柱上标有不同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分别表示不同龄期幼虫在花和荚中的分布差异显著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表示同龄期幼虫在不同部位的分布差异显著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ｎ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ｎ ｐｏ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ａｒｓ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ｅｒ （ｐｏｄ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图 ５　 豇豆开花结荚期豇豆荚螟幼虫在花器不同部位上的虫龄结构

Ｆｉｇ. ５　 Ｉｎｓｔａ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ｕcａ ｖｉｔｒａｔａ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ｄ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ｗｐ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注：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 ±标准误， 柱上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龄期幼虫在花的不同部位中的分布差异显著， 柱上标有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龄期幼虫在花的同一部位中的分布差异显著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ｓｔａｒ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ａｒｓ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６２８



３ 期 王　 攀等： 豇豆荚螟在豇豆开花结荚期的为害及虫龄结构

习性， 研究表明幼虫最喜食花中的子房部分， 其

次是合生的雄蕊花丝和龙骨瓣， 在荚内则喜食幼

嫩的种子及嫩荚内壁肉， 而初孵幼虫无法啃食钻

蛀豆荚的表皮， 一般吃掉卵壳后就近钻蛀入花内

取食为害 （忙定泽等， ２０１２）， 本研究调查发现，
花萼中各龄期幼虫的比例均显著高于花药和子房，
大部分花内的高龄幼虫均静息蜷缩在花萼内。 实

际上， 豇豆荚螟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 花中的龙

骨瓣和花丝并未全食完就转移到其他花或荚中

（忙定泽等， ２０１２）， 这可能与幼虫为害后排出的

粪便易造成花器腐烂有关。
调查中还发现， 豇豆花中的虫量一般在 １ ～

３ 头， 随着虫龄的增加， 花中的虫量相应减少； 被

害豆荚上通常有多个蛀孔， 但同一被害荚上的幼

虫数量一般在 １ ～ ２ 头， 高龄幼虫聚集为害的现象

很少。 这 可 能 是 幼 虫 转 移 为 害 （ 忙 定 泽 等，
２０１２）， 也可能与豇豆荚螟具有自相残杀习性有关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６７； 柯礼道等， １９８５； 王攀等， ２０１１）。
目前， 豇豆荚螟的防控主要依赖于化学防治

（ 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７８； 柯 礼 道 等， １９８５； Ｅｋｅｓｉ，
１９９９； 望勇等， ２０１４； 黄日亮等， ２０１８）， 且采用

的是 “ 治 花 不 治 荚 ” 的 防 治 策 略 （ 王 琳 等，
２００３）。 事实上， 已有研究证明在初花期的花蕾部

位或落花落蕾上进行施药可有效控制豇豆荚螟，
且防效优于其他方法 （Ｋａｍａ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徐爱

仙等； ２０１８）， 并将豇豆的开花盛期作为防治适期

（王琳等， ２００３）。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 豇豆现

蕾期即可调查到豇豆荚螟为害， 且在不采取防治

措施的豇豆田块， 该虫的发生量呈急剧上升趋势。
因此， 建议生产中将豇豆现蕾期至始花期初孵幼

虫刚发生时作为豇豆荚螟的防治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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