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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葡萄新害虫———绿长突叶蝉
主要生物学特性

周天跃ꎬ 王少山∗ꎬ 屈荷丽ꎬ 陈刘生ꎬ 王俊刚

新疆绿洲农业病虫害治理与植保资源利用自治区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 /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ꎬ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３

摘要: 【目的】绿长突叶蝉是中国新纪录种ꎬ是危害新疆葡萄生产的新害虫ꎬ为明确其生物学特性ꎬ进行了调查研究ꎮ 【方
法】田间定点调查ꎬ悬挂粘虫板、糖醋液诱集ꎬ结合室内饲养观察等方法ꎮ 【结果】室内饲养表明ꎬ若虫共 ５ 龄ꎬ各龄期的平均

发育历期分别为 ３.８８、６.３１、５.１６、５.２８、７.００ ｄꎻ雌、雄成虫平均寿命分别为 ９.５ 和 ６.４ ｄꎮ 田间观察表明ꎬ绿长突叶蝉以卵在寄

主葡萄上越冬ꎬ在新疆玛纳斯一年发生 ３ 代ꎬ越冬代卵于 ４ 月底开始孵化ꎬ５ 月下旬越冬代开始孵化为成虫ꎻ第 １ 代卵从 ６
月中旬开始孵化ꎬ７ 月中旬若虫开始羽化ꎻ第 ２ 代从 ８ 月初开始ꎬ一直持续到 １０ 月底ꎻ成虫主要在夜晚 ２１ 点至 ２３ 点及凌晨

６ 点至 ８ 点活动ꎮ 【结论】绿长突叶蝉一年发生 ３ 代ꎬ以卵越冬ꎻ若虫共 ５ 龄ꎬ具有较强的趋嫩性ꎻ成虫有较强的趋黄性ꎬ一定

的趋光性ꎬ趋蓝性较弱ꎬ对糖醋液无趋性ꎮ 试验结果可为葡萄安全生产ꎬ防治绿长突叶蝉提供理论依据ꎮ
关键词: 葡萄ꎻ 绿长突叶蝉ꎻ 生活习性ꎻ 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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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ｕｓꎮ 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８３)首次对其进行了记述ꎻ王少山

等(２０１０)报道了该虫在新疆玛纳斯园艺场酒葡萄

上发生危害ꎻ目前已扩散到乌鲁木齐以北至第八师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１): ５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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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团场ꎮ 绿长突叶蝉主要集中在葡萄果梗、叶
腋处刺吸危害ꎬ并产生大量蜜露污染果实和叶片ꎬ
引起霉污病ꎬ严重影响葡萄的光合作用和果品质

量ꎮ 由于该虫在新疆属于新害虫ꎬ国内未见相关报

道ꎬ国外也仅有 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８３)对其雄性生殖器分类

特征的描述ꎬ未见其寄主、危害及发生规律等方面

的研究报道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笔者对该虫的生物学

进行了研究ꎬ以期为其防治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绿长突叶蝉越冬虫态及越冬场所的调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ꎬ每年 ３—４ 月和 １０—１１ 月ꎬ在
葡萄园及其周围林带、杂草上扫网结合悬挂黄板监

测ꎬ剪取葡萄枝条带回实验室镜检ꎮ

１.２　 田间观察

定点调查: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ꎬ在玛纳斯

园艺场 ４ 队酒葡萄园调查ꎬ葡萄品种为赤霞珠ꎬ南
北向栽培ꎬ株行距 ０.８ ｍ×２.８ ｍꎬ共设 １０ 个点ꎬ每点

调查 ３ 株(全株)ꎬ以单篱架 ３ 道铁丝的高度(第一、
二、三道铁丝分别离地 ０.６、１.１、１.５ ｍ)为基准ꎬ把每

株划分为上、中、下 ３ 个部分记录ꎮ 每周三和周六

各调查 １ 次ꎬ记录绿长突叶蝉成虫和若虫数目ꎮ
粘虫板诱集:定点调查的同时ꎬ在玛纳斯园艺场

４ 队酒葡萄园悬挂粘虫板(购于山东绿洲科技公司ꎮ
粘虫板为双面粘胶剥离式粘虫板ꎬ规格均为 ２０ ｃｍ×
２５ ｃｍ)ꎬ共设 １０ 个点ꎬ也以单篱架 ３ 道铁丝线的高

度为基准ꎬ每点分为上、中、下分别悬挂黄、蓝粘虫

板各一张ꎮ 每周三和周六分别统计粘虫板上雌雄

虫数目并更换粘虫板ꎮ

１.３　 室内人工饲养与观察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ꎬ每年 ６ 月底从田间采集越冬代

羽化的成虫接于室内葡萄苗上饲养ꎮ 待其产卵、孵
化后ꎬ及时将初孵若虫单头接于备好的葡萄苗上ꎬ
罩网饲养ꎬ观察记录若虫发育过程中蜕皮、各龄历

期及各龄形态特征ꎮ 待羽化为成虫后继续观察成

虫交配、产卵等习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卵:长 ０.８１~０.９０ ｍｍꎬ宽 ０.２０ ~ ０.２８ ｍｍꎬ表面

光滑ꎬ香蕉状(图 １Ａ)ꎻ端部较钝厚ꎬ底部较尖细ꎻ初
产时较透明ꎬ渐变为乳白色ꎬ孵化端有 ２ 个红色的

眼点(图 １Ｂ)ꎮ
若虫:共 ５ 龄(图 １Ｃ)ꎮ １ 龄:初孵若虫腹部末

端嫩绿色ꎬ其他全体白色ꎬ透明ꎬ头壳宽 ０. ２８ ~
０.３０ ｍｍꎬ体长 ０.９５ ~ １.１２ ｍｍꎬ复眼黑色ꎬ触角刚毛

状ꎬ淡白色ꎻ数分钟后体色渐变为嫩绿色ꎬ最后变为

绿色ꎻ腹部、背部各具白色短刚毛ꎮ ２ 龄:全体淡绿

色ꎬ头壳宽 ０.３８ ~ ０.４０ ｍｍꎬ体长 １.５０ ~ １.５３ ｍｍꎬ复
眼黑色ꎬ前胸背板马鞍状ꎮ ３ 龄:复眼白色ꎬ头壳宽

０.５３~０.５７ ｍｍꎬ体长 ２.３８ ~ ２.４１ ｍｍꎬ触角淡绿色ꎻ
已具翅芽ꎬ伸达后胸末端ꎮ ４ 龄:复眼白色ꎬ头壳宽

０.８１~０.８７ ｍｍꎬ体长 ３.４１~ ３.４７ ｍｍꎻ翅芽延伸到腹

部第 ２ 节或第 ３ 节中部ꎮ ５ 龄:复眼黑色或红色ꎬ头
壳宽 １.０２~１.１１ ｍｍꎬ体长 ３.９８~４.１２ ｍｍꎬ整体深绿

色ꎻ翅芽延伸至腹部第 ５ 或第 ７ 节ꎮ 雌虫体长明显

大于雄虫ꎮ
雌成虫:体连翅长 ３.８~４.１ ｍｍꎬ体型较粗壮ꎻ体

黄绿色ꎬ唇基绿色ꎬ中足翠绿色ꎬ前足、后足仅胫节和

跗节翠绿色ꎻ跗节全黑褐色ꎻ体腹面淡绿色ꎮ 雄成

虫:体连翅长 ３.５~３.８ ｍｍꎬ体型较雌虫略瘦弱ꎮ

Ａ:卵ꎻＢ:孵化ꎻＣ:若虫ꎮ
Ａ: Ｅｇｇꎻ Ｂ: Ｈａｔｃｈꎻ Ｃ: Ｎｙｍｐｈ.
图 １　 绿长突叶蝉发育阶段
Ｆｉｇ.１　 Ｌｉｆ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Ｂ. ｐａｎｄａｒｕｓ

９５　 第 １ 期 周天跃等: 新疆葡萄新害虫———绿长突叶蝉主要生物学特性

 
 

 
 

 
 

 
 

 
 



２.２　 绿长突叶蝉生活史

根据田间调查结合室内饲养观察表明:绿长突

叶蝉一年发生 ３ 代(表 １)ꎬ以卵在葡萄枝蔓上越冬

(图 ２)ꎮ 翌春 ４ 月底越冬代卵开始孵化ꎬ５ 月初即

达到孵化高峰ꎬ越冬代发生相对整齐ꎬ５ 月下旬田间

即出现成虫ꎬ６ 月中旬达到羽化高峰ꎬ第 １ 代卵 ６ 月

中旬田间初见ꎬ第 １ 代若虫 ６ 月中旬始见ꎬ盛期在 ６
月下旬ꎬ可一直延续至 ８ 月下旬ꎬ第 １ 代成虫 ７ 月

上旬初见ꎬ７ 月下旬为羽化高峰ꎻ第 ２ 代卵 ８ 月初田

间始见ꎬ第 ２ 代若虫 ８ 月中旬初见ꎻ第 ２ 代成虫 ９ 月

始见ꎬ一直持续到 １０ 月底ꎮ 由于成虫寿命较长ꎬ产
卵期也相应延长ꎬ故第 １ 代和第 ２ 代世代重叠ꎮ

表 １　 绿长突叶蝉的年生活史(玛纳斯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 ｐａｎｄａｒｕｓ (Ｍａｎａｓｉ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世代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４ 月
Ａｐｒ.

Ｆ Ｓ Ｌ

５ 月
Ｍａｙ

Ｆ Ｓ Ｌ

６ 月
Ｊｕｎｅ

Ｆ Ｓ Ｌ

７ 月
Ｊｕｌｙ

Ｆ Ｓ Ｌ

８ 月
Ａｕｇ.

Ｆ Ｓ Ｌ

９ 月
Ｓｅｐ.

Ｆ Ｓ Ｌ

１０ 月
Ｏｃｔ.

Ｆ Ｓ Ｌ

１１ 月
Ｎｏｖ.

Ｆ Ｓ Ｌ

１２ 月—次年 ３ 月
Ｄｅｃ.－Ｎｅｘｔ Ｍａｒ.

Ｆ Ｓ Ｌ

越冬代 () () () () () () () () () () () () () ()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 △ △ △ △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第 １ 代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 △ △ △ △ △ △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第 ２ 代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 △ △ △ △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卵ꎻ△若虫ꎻ＋成虫ꎻ()越冬卵ꎻＦ、Ｓ 和 Ｌ 分别表示每月的上旬、中旬和下旬ꎮ
Ｅｇｇｓꎻ △Ｌａｒｖａｅꎻ ＋Ａｄｕｌｔｓꎻ ()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Ｅｇｇｓꎻ Ｆꎬ Ｓ ａｎｄ 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ｓｔ １０￣ｄａｙ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 ｍｏｎｔｈ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２　 葡萄越冬枝条上绿长突叶蝉的卵
Ｆｉｇ.２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ｅｇｇ ｏｆ Ｂ. ｐａｎｄａｒｕｓ ｏｎ ｇｒａｐｅ ｓｈｏｏｔ

２.３　 绿长突叶蝉发育历期

室内饲养绿长突叶蝉表明:若虫共有 ５ 龄ꎬ各
龄的平均历期分别为 ３.８８、６.３１、５.１６、５.２８、７.００ ｄꎬ
若虫平均历期约为 ２７.６３ ｄꎻ雌虫寿命约为 ９.５０ ｄꎬ
雄虫寿命约为 ６.４０ ｄꎬ雌虫寿命略长于雄虫ꎮ

２.４　 绿长突叶蝉习性和行为

成虫习性和行为:成虫羽化多在傍晚和清晨ꎬ
以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最多ꎮ 初羽化时ꎬ其前翅柔软呈

白色ꎬ此时成虫活动能力较弱ꎬ几乎静伏不动ꎮ 大

约 １ ｈ 后ꎬ翅即伸展ꎬ硬化ꎬ变为嫩绿色ꎮ 羽化后 ２ ｄ
左右ꎬ即可开始交配产卵(图 ３Ａ、Ｂ)ꎮ 其交配时一

般不动ꎬ交配时间 ２~３ ｈꎬ交配后 ２~３ ｄ 即可产卵ꎮ
产卵时雌虫于枝条上往返爬动ꎬ待寻找到合适部位

后ꎬ以头部朝下、腹部向上的姿态趴在枝条上ꎬ随后

腹部向枝条部弓起ꎬ将产卵器刺入枝条的韧皮部ꎬ
产 １ 粒卵ꎬ随后在附近稍微移动ꎬ继续产卵ꎬ每枝上

可产 １０~２５ 粒ꎮ 卵散产于葡萄幼嫩枝条中ꎬ枝条上

有明显的凸起ꎬ在显微镜下观察有不规则的产卵孔

(图 ３Ｃ)ꎮ
成虫对黄板具有较强的趋性ꎬ羽化高峰时每天

每板可诱集到数百头以上(图 ３Ｄ)ꎻ具有较强的趋

嫩性ꎬ有一定的趋光性和趋蓝性ꎬ对糖醋液无趋性ꎮ
成虫一般静伏于嫩枝或果实上刺吸取食ꎬ偶有腹部

的颤动ꎮ 在天气晴朗、温度较高时ꎬ成虫活动增强ꎬ
会在葡萄枝条上横向迅速爬行ꎻ有风及下雨天活动

降低ꎬ几乎不动ꎮ
通过 ２４ ｈ 定点定时黄板诱集观察发现ꎬ成虫主

要在夜晚 ２１:００—２３:００ 及凌晨 ６:００—８:００ 活动ꎮ
尤其以 ２２:００ 左右最为活跃ꎬ每板每小时内诱集均

量可达到 ３０ 头左右ꎮ
若虫习性和行为:初孵若虫先从卵的上端破

壳ꎬ露出头部ꎬ随后身体前后摇动ꎬ１ ~ ２ ｍｉｎ 后便可

摆脱卵壳ꎮ 若虫在枝条上往返转动ꎬ待找到合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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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ꎬ用口针刺入植物组织中吸取植物汁液ꎬ并静伏

不动ꎬ 偶 有 腹 部 末 端 的 颤 动ꎮ 若 虫 蜕 皮 多 在

１９:００—２２:００ꎮ 若虫具有很强的趋嫩性ꎬ第 １ 代若

虫主要对称环聚于整个幼嫩枝条上ꎬ每个枝条上分

布有数头到几十头不等ꎻ第 ２ 代若虫发生期ꎬ亦葡

萄穗渐生长成熟期ꎬ部分若虫从枝条上转移到葡萄

穗上刺吸危害ꎬ并分泌蜜露ꎮ 虫口数量较大时ꎬ在
晴朗的天气ꎬ葡萄园中处处可见发光的蜜露ꎮ 另外

在室内饲养中发现ꎬ２０ ｃｍ 左右高度的葡萄苗ꎬ在若

虫数目达到每株 ３０ 头左右时ꎬ３~５ ｄ 葡萄幼苗即可

干枯ꎬ落叶死亡ꎮ

Ａ:交尾ꎻＢ:产卵ꎻＣ:产卵孔ꎻＤ:黄板ꎮ
Ａ: Ｍａｔｉｎｇꎻ Ｂ: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ꎻ Ｃ: Ｏｖｉｐｏｒｕｓꎻ 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ａｒｄ.

图 ３　 绿长突叶蝉习性和行为
Ｆｉｇ.３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Ｂ. ｐａｎｄａｒｕｓ

３　 讨论
绿长突叶蝉于 ２００９ 年首次报道发生于玛纳斯县

园艺场 ３ 队、４ 队的酒葡萄园ꎬ当年园艺场近 ５６０ ｈｍ２

的葡萄园有虫率达到 １００％ꎬ单穗葡萄上虫口高达

１８ 头ꎬ而石河子与玛纳斯仅一桥之隔ꎬ却在离玛纳

斯最近的第八师 １５２ 团与 １４５ 团调查中未发现绿

长突叶蝉(王少山ꎬ２０１０)ꎻ但在 ２０１０ 年的普查中ꎬ
石河子市郊和 １５２ 团的葡萄园已发现该虫危害ꎻ
２０１１ 年又相继在第八师 １４５ 团、１４３ 团和 １４７ 团先

后发现其危害鲜食葡萄ꎻ２０１３ 年在昌吉市六工镇等

地普遍发生ꎬ部分葡萄园发生严重ꎬ其传播速度很

快ꎮ 调查表明ꎬ绿长突叶蝉以越冬卵在葡萄枝条上

越冬ꎬ不易被察觉ꎬ因此在葡萄插条繁殖时ꎬ可随插

条的运输进行远距离传播ꎮ 摸清绿长突叶蝉的分

布及寄主ꎬ对控制其扩散蔓延意义重要ꎮ

本试验仅对第 １ 代绿长突叶蝉的发育历期进

行了研究ꎮ 绿长突叶蝉仅以葡萄为食ꎬ在其越冬代

发生时期ꎬ葡萄苗刚萌芽ꎻ而第 ２ 代发生时ꎬ葡萄苗

基本上进入休眠时期ꎬ因此绿长突叶蝉的室内饲养

困难较大ꎬ故未进行越冬代和第 ２ 代若虫发生历期

的研究ꎮ 室内饲养时发现其具有趋向光源的现象ꎬ
２０１２ 年在农学院实验室的黑光灯下也诱集到了绿

长突叶蝉成虫ꎬ说明其成虫具有一定的趋光性ꎬ但
因田间施电条件所限ꎬ未能进行成虫的趋光性试

验ꎬ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ꎮ
叶蝉总科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ｏｉｄｅａ 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头

喙亚目 Ａｕｃｈｅｎ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ａꎬ是半翅目中最大的一个类

群ꎬ广泛分布于全球及我国各地ꎬ许多种类是农林

果及经济作物的重要害虫(林莉等ꎬ２００７ꎻ 李子忠

等ꎬ２００９ꎻ 沙月霞等ꎬ２０１１ꎻ 王惠卿等ꎬ２００４ꎻ 问亚军

１６　 第 １ 期 周天跃等: 新疆葡萄新害虫———绿长突叶蝉主要生物学特性

 
 

 
 

 
 

 
 

 
 



等ꎬ２００６ꎻ 闫家河等ꎬ２００８ꎻ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ꎬ１９９６)ꎮ 该总

科昆虫不仅直接刺吸植物汁液ꎬ掠夺寄主植物营

养ꎬ破坏作物的生长ꎬ而且传播植物病毒(葛泉卿和

温孚江ꎬ ２００６ꎻ 倪林等ꎬ ２００４ꎻ 许玉娟等ꎬ ２００５ꎻ
Ｎａｕｌｔ ＆ Ａｍｍａｒꎬ１９８９)ꎬ如二点叶蝉 Ｃｉｃａｄｕｌｉｎａ ｂｉ￣
ｐｕｎｃｔｅｌｌａ (Ｍａｔｓ)是玉米鼠耳病的主要介体昆虫(李
小珍等ꎬ ２００７)ꎬ 黑尾叶蝉 Ｎｅｐｈｏｔｅｔｔｉｘ ｂｉ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和电光叶蝉 Ｉｎａｚｕｍ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
ｓｋｙ)可以传播水稻的矮缩病等(蒋德春等ꎬ２０１２)ꎮ
１９８７ 年 外 来 的 拟 隐 脉 叶 蝉 Ｓｏｐｈｏｎｉａ ｒｕｆｏｆａｓｃｉａ
(Ｋｕｏｈ ＆ Ｋｕｏｈ)在美国夏威夷州首次被发现ꎬ很快

传遍各岛屿ꎬ对果树、蔬菜、观赏植物等危害严重ꎬ
其寄主植物多达 ８３ 科 ３００ 种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叶蝉在病毒感染的植株上吸食一次之后ꎬ可在

长时间内存在传毒能力ꎬ有的甚至刺吸一次能终身

传毒ꎬ有的还可通过卵传给下一代ꎮ 绿长突叶蝉是

否具有传毒的习性还有待研究ꎮ 目前ꎬ绿长突叶蝉

分布范围主要在乌鲁木齐以北地区ꎬ葡萄为其唯一

的寄主植物ꎬ因此应在葡萄产区加强控制ꎬ防止其

在新疆扩散蔓延乃至传播到其他地区ꎬ以保障葡萄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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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ｌｏｇｙꎬ ３４(１): ５０３－５２９.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 ＴꎬＹＡＮＧ Ｐꎬ ＨＵＢＥＲ Ｊ Ｔ ａｎｄ ＪＯＮＥＳ Ｖ Ｐꎬ ２００１.
Ｅｇ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ｏｆ Ｓｏｐｈｏｎｉａ ｒｕｆｏｆａｓｃｉａ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Ｃｉｃａｄｅｌ￣
ｌｉｄａｅ) ｉｎ Ｈａｗａｉ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２２(１): ９－１５.

ＫＮＩＧＨＴ Ｗ Ｊꎬ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ｌｅａｆｈｏｐｐｅｒ ｇｅｎｕｓ Ｂａｔｒａｃｏｍｏｒｐｈｕｓ
(Ｃｉｃａｄａｌｌｉｄａｅ: Ｉａｓｓｉｎａ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ｉｅｓꎬ ４７(２): １０９－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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