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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茼蒿对蚕豆苜蓿蚜的田间控制作用

张海波１ꎬ２ꎬ 周福才１∗ꎬ 顾爱祥３ꎬ 张　 芳４ꎬ 邬亚红１ꎬ 韩杜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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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生育期和不同种植方式的茼蒿对蚕豆蚜虫的诱集作用ꎬ为利用茼蒿控制蚕豆蚜虫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在蚕豆田四周种植不同生育期(幼苗期、现蕾期、开花期)和不同行数(１ 行、２ 行)的茼蒿ꎬ观察不同处理的蚕豆田有

蚜株率和蚜害等级ꎬ各处理设在互不干扰的小区内进行ꎮ 【结果】蚕豆四周种植不同生育期茼蒿后ꎬ蚕豆上有蚜株率和蚜害

等级比例存在显著差异ꎬ且与茼蒿的生育期有明显的相关性ꎬ各处理有蚜株率从低到高分别为茼蒿开花期(２８.３３％)<现蕾

期(４１.６７％)<幼苗期(５５.００％)ꎬ并均显著低于对照(６３.３３％)ꎻ种植不同生育期茼蒿后ꎬ各处理蚕豆蚜害等级也不同ꎬ５ 级蚜

害在种植开花期茼蒿处理后仅为 ５.００％ꎬ现蕾期为 ２３.３３％ꎬ幼苗期为 ３３.３３％ꎬ对照蚕豆上蚜害最高ꎬ达 ４０.００％ꎮ 分别种植

１ 行(３３.３３％)和 ２ 行(２３.３３％)茼蒿后ꎬ最高有蚜株率均显著低于对照(６６.６７％)ꎬ低蚜害等级比例明显增高ꎬ高蚜害比例明

显下降ꎬ且种植 ２ 行的效果更佳ꎮ 【结论】开花期的茼蒿对蚕豆蚜虫诱集作用最强ꎬ种植 ２ 行开花期茼蒿可以有效降低蚕豆

蚜虫为害ꎮ 在蚕豆生产上ꎬ种植茼蒿可以作为蚕豆蚜虫生态防控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关键词: 蚕豆ꎻ 茼蒿ꎻ 蚜虫ꎻ 生态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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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ａｐｈｉ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ｉｃｉａ ｆａｂａꎻ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ꎻ ａｐｈｉｄｓ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蚕豆 Ｖｉｃｉａ ｆａｂａ Ｌ.是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ꎬ可
作为食品加工原料、生产优质饲料ꎮ 因营养丰富ꎬ
成为一种大众食物ꎬ青蚕豆更是深受人们喜爱ꎮ 另

外ꎬ由于蚕豆根系上着生根瘤菌ꎬ具有很好的固氮

能力(韩梅等ꎬ２０１６)ꎬ在轮作换茬制度和调节农业

生态平衡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但是ꎬ近年来蚕豆蚜虫

危害日益严重ꎬ苜蓿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是蚕豆

蚜虫的优势种群ꎬ占 ９０％以上(黄伟等ꎬ２００７)ꎬ特别

是干旱少雨年份ꎬ常引起蚕豆蚜虫大暴发ꎬ“龙头

株”不仅出现早而且比较普遍ꎮ
蚜虫不仅吸食植株液汁、分泌蜜露诱发煤污病

(孟继枝等ꎬ２０１８)ꎬ而且会传播病毒病ꎬ使叶片皱

缩、褪色ꎬ植株变矮ꎬ直接影响蚕豆的品质和产量ꎬ
甚至导致植株死亡ꎬ全田失收ꎮ 目前ꎬ对蚕豆蚜虫

的防治主要依靠化学农药ꎬ但由于蚕豆蚜虫有极强

的耐药性ꎬ生产中往往多次用药后仍不能有效控

制ꎮ 化学农药的不合理使用还会导致环境污染ꎬ农
药残留的问题也日益突出ꎮ

随着人们对蔬菜安全品质要求的提高ꎬ蔬菜害

虫非化学控制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由于昆

虫对不同的植物存在明显的嗜好性差异ꎬ因此ꎬ在
田间种植偏好性更强的植物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

(陆宴辉等ꎬ２００８)ꎬ减少主栽作物上虫害的种群数

量ꎬ同时诱集植物上高密度的害虫ꎬ有助于天敌的

增殖ꎬ而这些天敌又可以迁移到主栽作物上控制害

虫ꎮ 因此ꎬ利用诱集植物进行害虫防治不仅可减少

农药施用量、避免环境污染、对天敌安全ꎬ而且还可

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ꎬ在农业生产中

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许向利等ꎬ２００５)ꎮ 如蔬

菜地种植苘麻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ｉ Ｍｅｄｉｃｕｓ 诱集烟粉

虱 Ｂｅｓｉｍ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Ｇｅｎａｄｉｕｓ) (周福才等ꎬ２０１４)ꎻ在
棉田四周种植玉米诱集带ꎬ诱集棉铃虫 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Ｈüｂｎｅｒ(刘建平等ꎬ１９９７)ꎻ在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田间作三叶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Ｌ.ꎬ引诱小

菜蛾 Ｐｌｕｔｅｌ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 (Ｌ.) 产卵(梁齐等ꎬ２０１５)ꎻ
田边种植香根草 Ｖｅｔｉｖｅｒｉａ ｚｉｚ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Ｌ.) Ｎａｓｈ 引诱

水稻禾螟(陈先茂等ꎬ２００８)和二化螟 Ｃｈｉｌｏ ｓｕｐｐｅｒ￣
ｓｓａｌｉｓ (Ｗａｌｋｅｒ)产卵(郑许松等ꎬ２０１７)ꎮ 有研究表

明ꎬ茼蒿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 Ｌ.对蔬菜蚜虫有

较好的诱集作用(张海波等ꎬ２０１７)ꎬ本文在蚕豆田

四周种植茼蒿ꎬ探讨茼蒿种植对蚕豆蚜虫的控制作

用ꎬ以期为蚕豆蚜虫的生态防控提供新的方法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蚕豆:品种绿宝蚕豆ꎬ寿光市瑞豪种业有限公

司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催芽后种植ꎮ
茼蒿:品种小叶茼蒿ꎬ合肥市合丰种业有限公

司生产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在大棚内分期穴盘育苗ꎬ
确保定植前有幼苗期、现蕾期、开花期 ３ 个不同生

育期ꎬ３ 月 １０ 日定植到蚕豆田ꎬ株距 ２０ ｃｍꎮ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试验条件　 试验在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

护学院试验地中进行ꎮ 蚕豆种植每穴 ３ 粒种子ꎬ穴
距 ３０ ｃｍꎬ行距 ３０ ｃｍꎮ 试验每个小区长 １０ ｍꎬ宽 ３
ｍꎮ 小区间设 ５ ｍ 未种植区域作为隔离带ꎬ确保互

不干扰ꎮ 田间各小区统一常规管理ꎬ除试验处理

外ꎬ其他条件均一致ꎮ
１.２.２　 茼蒿生育期对蚜虫诱集的影响 　 试验设茼

蒿苗期、现蕾期、开花期 ３ 个处理ꎬ不种茼蒿作对

照ꎮ 在蚕豆田四周种植 １ 行茼蒿ꎬ株距 ２０ ｃｍꎮ 试

验重复 ３ 次ꎮ
１.２.３　 不同种植方式对蚜虫诱集的影响 　 在蚕豆

田四周种植开花期茼蒿ꎮ 试验设种植茼蒿 １ 和 ２
行 ２ 个处理ꎬ株距 ２０ ｃｍꎮ 不种茼蒿为对照ꎮ 试验

重复 ３ 次ꎮ
１.２.４　 蚕豆蚜虫田间调查　 田间调查于 ４ 月 １７ 日

开始ꎬ每 ３ ｄ 调查一次ꎬ连续调查一个月ꎮ 每小区采

取对角线 ５ 点取样法ꎬ每点调查 １０ 株ꎬ调查蚕豆有

蚜株率及蚜虫虫量ꎬ计算各等级的比例ꎮ
１.３　 数据处理

有蚜虫株率的计算公式:有蚜株率 / ％ ＝有蚜虫

株数 /调查总株数×１００ꎮ
蚜害等级的划分参考罗菊花等(２０１１)小麦蚜

虫分级标准ꎮ 具体标准见表 １ꎮ
试验数据采用 ＤＰＳ 软件处理ꎬ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

差法进行多重比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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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蚜害等级的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Ａ.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蚜害等级
Ｇｒａｄｅ

蚜虫量及症状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ａｎｄ ｈａｒｍ ｓｙｍｐｔｏｍ

０ 全株无蚜虫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ｐｈｉｄ.
１ 全株有少量蚜虫(１０ 头以下)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ｆｅｗ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０ ａｐｈｉｄｓ) .
２ 全株有一定量蚜虫(１０~５０ 头)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ｈｉｄｓ (１０－５０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３ 全株有中等量蚜虫(５０~１００ 头)ꎬ植株茎秆顶端蚜虫聚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ｈａｄ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ｈｉｄｓ (５０－１００ ａｐｈｉｄ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ｈｉｄｓ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４ 全株有大量蚜虫(１００~３００ 头)ꎬ植株上部茎秆较多蚜虫ꎬ叶片出现煤污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ｈｉｄｓ (１００－３００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ｐｏ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５ 全株有极多蚜虫(３００ 头以上)ꎬ植株中上部茎秆密布蚜虫ꎬ叶片大量煤污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０ ａｐｈｉｄｓ) .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ｈｉｄ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ｌａｃｋ ｓｐｏｔ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生育期茼蒿对蚕豆蚜虫的影响

种植茼蒿对蚕豆蚜虫明显控制作用ꎬ蚕豆种植

茼蒿后ꎬ蚕豆有蚜株率均低于对照(图 １)ꎮ 种植茼

蒿对蚕豆蚜虫的控制作用与茼蒿的生育期有关ꎬ其
中种植开花期茼蒿后蚕豆有蚜株率明显低于对照ꎬ
在整个调查期内有蚜株率处于较低水平ꎬ种植苗期

茼蒿的有蚜株率较高ꎬ但仍低于对照ꎮ 随着蚜虫的

不断迁入并繁殖ꎬ有蚜株率不断上升ꎬ５ 月 １７ 日蚕

豆上有蚜株率达到最大ꎬ分别为对照(６３.３３％)>幼苗

期(５５.００％)>现蕾期(４１.６７％)>开花期(２８.３３％)ꎮ
对蚕豆蚜虫的蚜害等级调查发现ꎬ种植不同生

育期茼蒿的蚕豆上各蚜害等级所占比例不同(表
２)ꎮ 种植茼蒿后ꎬ低等级蚜害所占比例大ꎬ高等级

比例较小ꎬ这种趋势在种植开花期茼蒿处理的蚕豆

上最为明显ꎮ 如全株无蚜虫(０ 级)各处理所占比

例为开花期(７１.６７％) >现蕾期(５８.３３％) >幼苗期

(４５.００％)>对照(３６.６７％)ꎻ全株有极多蚜虫(５ 级)
各处理所占比例为开花期 ( ５. ００％) < 现蕾 期

(２３.３３％)<幼苗期(３３.３３％)<对照(４０.００％)ꎮ

图 １　 种植不同生育期茼蒿对蚕豆有蚜株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Ｃ.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ａｄ ｂｅａｎ ｏｎ ａｐｈｉｄ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表 ２　 种植不同生育期茼蒿对蚕豆各蚜害等级比例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ｂｒｏａｄ ｂｅ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ｅｄ Ｃ.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

蚜害等级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蚜害等级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 ％

对照 ＣＫ 幼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现蕾期 Ｂｕｄ ｓｔａｇｅ 开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０ ３６.６７±５.６５ｃ ４５.００±３.３３ｃ ５８.３３±２.６４ｂ ７１.６７±４.２５ａ
１ １.６７±１.６７ｂ ３.３３±２.０４ａｂ ５.００±２.０４ａｂ ８.３３±０.００ａ
２ ３.３３±２.０４ａ ３.３３±２.０４ａ ５.００±３.３３ａ ５.００±２.０４ａ
３ ５.６６±１.６７ａ ５.００±２.０４ａ ３.３３±２.０４ａ ５.００±２.０４ａ
４ １３.３３±２.０４ａ １０.００±３.１２ａｂ ５.００±２.０４ｂ ３.３３±２.０４ｂ
５ ４０.００±６.１２ａ ３３.３３±３.７３ａｂ ２３.３３±３.１２ｂ ５.００±３.３３ｃ

　 　 同行数据(平均值±标准误)后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ｅａｎｓ±Ｓ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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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种植方式茼蒿对蚕豆蚜虫的影响

种植茼蒿对蚕豆蚜虫有明显控制作用ꎬ控制作

用与种植茼蒿的方式有关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蚕豆

２ 种方式种植茼蒿后ꎬ蚕豆有蚜株率均低于对照ꎬ并
且种植 ２ 行茼蒿的蚕豆有蚜株率明显低于对照ꎬ在
整个调查期内有蚜株率处于较低水平ꎬ种植 １ 行茼

蒿有蚜株率也明显低于对照ꎬ但效果略差于种植 ２
行ꎮ 调查后期有蚜株率不断上升ꎬ５ 月 １７ 日有蚜株

率分别为对照(６６.６７％) >种植 １ 行(３３.３３％) >种

植 ２ 行(２３.３３％)ꎮ
对蚕豆蚜害等级调查发现(表 ３)ꎬ２ 种方式种

植茼蒿后各蚜害等级所占比例不同ꎮ 种植茼蒿后ꎬ
低等级蚜害所占比例大ꎬ高等级比例较小ꎬ且种植 ２
行效果最为明显ꎮ 如全株无蚜虫(０ 级)各处理所

占比例为种植 ２ 行(７６.６７％)>种植 １ 行(６６.６７％)>
对照(３３.３３％)ꎻ全株有极多蚜虫(５ 级)各处理所占

比例为种植 ２ 行(３.３３％)<种植 １ 行(５.００％)<对照

(４０.００％)ꎮ

图 ２　 不同方式种植茼蒿对蚕豆有蚜株率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Ｃ.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ａｄ ｂｅａｎ ｏｎ ａｐｈｉｄ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表 ３　 茼蒿不同种植方式对蚕豆各蚜害等级比例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ｂｒｏａｄ ｂｅ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ｅｄ Ｃ.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

蚜害等级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蚜害等级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 ％

对照 ＣＫ 种植 １ 行 Ｏｎｅ ｒｏｗ 种植 ２ 行 Ｔｗｏ ｒｏｗｓ

０ ３３.３３±３.７３ｂ ６６.６７±２.６４ａ ７６.６７±４.８６ａ
１ １.６７±１.６７ｂ １３.３３±２.０４ａ ８.３３±２.６４ａ
２ ３.３３±２.０４ａ ６.６６±１.６７ａ ５.００±２.０４ａ
３ ６.６６±１.６７ａ ３.３３±２.０４ａ ３.３３±２.０４ａ
４ １３.３３±２.０４ａ ５.００±２.０４ｂ ３.３３±２.０４ｂ
５ ４０.００±４.８６ａ ５.００±３.３３ｂ ３.３３±２.０４ｂ

　 　 同行数据(平均值±标准误)后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ｅａｎｓ±Ｓ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

３　 结论与讨论
随着绿色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ꎬ传统的害虫防

治观念正面临巨大挑战ꎬ“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害

虫调控”思想逐渐被植保工作者所接受(林克剑等ꎬ
２００６)ꎮ 通过调整区域性的作物布局ꎬ种植诱集作

物诱杀害虫成为常用的害虫生态调控措施ꎬＨｏｏｋ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和 Ｈｉｌｊ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利用不同作物间

作ꎬ种植非寄主植物ꎬ有效降低作物上烟粉虱的数

量及其所传的病毒病ꎮ
茼蒿别名春菊、蓬蒿ꎬ为菊科菊属中的一二年

生草本植物(李耀光等ꎬ２０１６)ꎮ 其具有特殊的气

味ꎬ部分地区将其作为观赏植物或中草药ꎬ全国大

部分地区均有栽培(翁雪香等ꎬ２００３)ꎮ 茼蒿生长期

短、生命力强、生长旺盛ꎮ 蚜虫对茼蒿有较强的嗜

好性ꎬ通过种植茼蒿可以较好地控制黄瓜蚜虫ꎬ减
少危害(张海波等ꎬ２０１７)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 ３ 月下

旬—４ 月上旬蚜虫开始迁飞扩散至露地时ꎬ在蚕豆

四周种植茼蒿可以有效降低蚕豆有蚜株率及蚜害

等级ꎬ其中种植开花期茼蒿对蚕豆蚜虫的控制效果

最佳ꎬ并且种植的茼蒿诱集带行数越多ꎬ效果越明

显ꎮ 观察还发现ꎬ种植的茼蒿上诱集了大量蚜虫ꎬ
特别是进入开花期的茼蒿ꎬ对蚜虫的诱集效果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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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ꎮ 观察蚜虫对茼蒿的取食部位发现ꎬ茼蒿中上

部近花茎叶蚜虫虫量较大ꎮ
昆虫对寄主植物的选择定向ꎬ首先是对远距离

植物的定向ꎬ当到达植物后进行取食或产卵部位的

选择ꎬ最终选定植物后对取食或产卵等活动进行调

节控制(周福才等ꎬ２００８)ꎬ在这些行为过程中ꎬ 昆

虫的视觉、嗅觉、触觉和味觉器官等发挥关键作用

(赵旭辉ꎬ２０１４)ꎬ所以ꎬ在寄主选择中ꎬ寄主植物的

颜色和气味是影响昆虫寄主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

(衡森等ꎬ２０１７)ꎮ 小叶茼蒿叶片呈黄绿色ꎬ花为黄

色ꎬ由于蚜虫具有趋黄性(唐平华ꎬ２０１３)ꎬ小叶茼蒿

在视觉上成为蚜虫的首选寄主ꎮ 茼蒿中含有大量

的对蚜虫信息素有增效作用的绿叶气味ꎬ并检测出

苯甲醛ꎬ可以增强性信息素对雄性蚜虫的吸引(王
英慧等ꎬ２０１０)ꎮ 小叶茼蒿中还含有 β￣石竹烯ꎬ可以

抑制蚜虫制告警素 Ｅ￣β￣法尼烯的释放ꎬ对蚜虫起镇

定作用(付国需ꎬ２０１０)ꎮ 因此小叶茼蒿在嗅觉上对

蚜虫有特殊的吸引作用ꎮ
利用茼蒿控制蔬菜蚜虫的研究获得了初步成

果ꎬ种植茼蒿减轻了蔬菜蚜虫的危害ꎬ降低了化学

农药的使用量ꎬ为蔬菜作物的绿色生产和蚜虫的生

态调控开辟了新的途径ꎮ 今后将进一步研究通过

诱集植物茼蒿防治其他蔬菜上的蚜虫效果ꎬ同时还

需对茼蒿诱集蚜虫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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