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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根据 1 9 8 8一 1 9 9 3 年对 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和思茅地区茶园中的茶小绿叶蝉的生

物生态学特性研究结果
,

遵照 IP M 的要求设计了
:

¹ 以采代治
,

º 试用新防治历
,

» 按防治指

标防治
,

¼生物防治
, 4个分项防治措施

,

并进行了分项小区试验和综合利用这些防治措施的

综合防治试验
。

试验结果表明
:

设计的 4 项单一防治措施和综合防治措施
,

在对茶叶产量和质

量无影响
,

而 又能控制茶园小绿叶蝉为害的情况下
,

经济和 人力投入都比传统的化学防治方

法少
,

而且降低了茶叶中农药残留量
。

关键词 茶小绿叶蝉
,

综合防治
,

技术

根据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I PM )的指导思想
,

从 19 8 8 年开始
,

作者先后在西双版纳大

渡岗茶场和思茅地区茶园
,

开展了茶园小绿叶蝉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

在茶小绿叶蝉生物生态学特性研究基础上
,

进行了有效防治途径与方法的研究
。

目标

是把茶园小绿叶蝉的虫量降低到经济阑值之下
,

控制住其对茶叶的为害
;突破传统的以化

学农药为主的防治方法
,

减少化学农药用量
,

降低经济和劳力投入
,

改善茶园生态环境质

量和 自身的调控效能
,

减少农药对茶叶的污染
,

从而提高茶叶的品质和产量
。

1 研究方法与样地

L l 自然种群研究

西双版纳大渡岗茶场地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北缘
,

北纬 220 17 ‘ ,

东经

100
0

10 ‘ ,

是热带北缘 向南亚热带的过渡地段
,

属哀牢山支脉向南延伸形成的热带高原顶

部
。

年均温 18
‘

C
,

极端最高温 34
‘

C
,

极端最低温 。℃ ;
年降雨量 16 0 0 m m

,

相对湿度 79 %
。

现有茶园 10 6 6
.

7 h m Z 。

思茅 市 茶 叶 科技 发 展 公 司位 于 北 纬 220 20 ‘一 220 22‘ ,

东 经 10 0 0 9 1‘

一 10 1。 ,

海拔

134o m
。

气候 为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
,

具有低纬
、

多雨
、

湿 润
、

静风的特点
。

茶 园面积

4Ohm Z ,

8 0 %为无性系良种茶园
。

19 8 9 年
,

在大渡 岗设置 小绿叶蝉 自然种群变动观测点
。

建立 2 个茶 园养虫罩 网

( l o om Z )
,

在严格禁止施用农药的条件下
,

按候
、

月
、

年变化
, 5 天观测统计 1次若虫和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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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头 /百叶)
,

每 10 天观测 1 次卵量 (粒 /百芽) (吕文明等
,

1 9 8 4 ;
叶冬梅

,

1 9 8 8 )
。

L Z 防治方法研究

根据茶小绿 叶蝉 自然种群动态研究结果
,

设计不同的防治措施
:

¹ 以采代治
,

º 新防

治历
,

» 按防治指标防治
,

¼生物防治
。

设置不同防治措施的试验观测地
,

分项小区试验与

对照地各 1
.

sh m Z ,

每 5 天观测统计 1 次若虫和成虫量
,

并记录各种防治方法农药施用次

数和每月茶鲜叶产量
。

1
.

2
.

1 以采代治
:

根据茶小绿叶蝉的产卵特性和种群消长变化的规律
,

在茶小绿 叶蝉产

卵的高峰时期
,

及时采摘
,

灭卵除虫
,

有效地压住高峰
,

控制第 1 、

2 次高峰
。

1
.

2
.

2 试用新防治历
:

根据茶小绿叶蝉种群消长变化规律
,

制定新防治日历
,

即在高峰前

期和持续期重点喷施农药
;
高峰末期

、

干季及盛雨期减少或停止用药
;
封园管理期适当用

药
。

取代传统的
“

采 1 次茶
,

喷 1次药
”

的旧防治 日历
,

有效减少化学农药用量
,

降低经济投

入
,

而达到控制茶小绿叶蝉的目的
。

1
.

2
.

3 按防治指标防治
:

根据系统观测
,

掌握虫情变化
,

严格按照防治指标—每百叶

25 头
,

超过防治指标
,

即于当次采茶后喷药
,

不超指标决不喷药
。

1
.

2
.

4 生物防治
:
助迁本地天敌蜘蛛优势种和常见种兰翠蛛 Se le re lla vi tta

,

尖盖蛛 N e r--

ie ne m ac al la
,

猫蛛 O 汉沙oP es s p
.

等放养定殖
,

配合冬季对茶园地面进行用稻草和其它植物

覆盖
,

为天敌的保护和越冬提供良好场所
,

逐步扩大天敌蜘蛛种群量
。

改变茶园昆虫及生

物群落结构
,

不断提高茶园自我控制小绿叶蝉虫 口密度的能力
。

L 3 综合防治试验

根据 IP M 的要求
,

将分项小区防治试验中的有效措施予以综合运用
。

根据新的防治

历
,

推行以采代治
,

黑光灯诱杀
,

冬季进行覆盖
,

助迁天敌蜘蛛
,

在虫 口高峰和次高峰前期
,

按照防治指标进行化学防治
。

大 区综合防治试验与对照样地分别为 38
.

9 和 75
.

lh m “ 。

试验与对照地内各设 5 个观

测点 (面积 so m x som )
,

每 5 天
,

用 5 点取样法进行百叶虫量观测
,

并记录各样地 的防治

费用情况和鲜叶产量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茶小绿叶蝉自然种群变动特征

在 1年中
,

茶小绿叶蝉虫 口密度存在 1 个高峰和 2 个次高峰 (按 30 头 / 百叶为高峰始

期和终期的标志密度 )
。

第 1次高峰发生在 2 月底至 4 月初
;
第 2次高峰发生在 n 月中至

n 月底
;
高峰发生在 4 月中至 6 月中

。

以高峰的虫量最大
,

持续时间最长
,

对茶叶的为害

最严重
,

具有热带北缘至南亚热带过渡地段的地区性特点 (见图 1 )
。

这一种群变动特点对

综合治理茶园小绿叶蝉至关重要
,

是制定有效防治措施的依据
。

茶园小绿叶蝉高峰期的虫口数远大于第 1、 2 次高峰期
。

因此夏茶受害比春
、

秋茶严

重
,

有效地控制高峰期虫口密度和基数甚为重要
,

不仅左右防治的整体效果
,

而且决定着

茶叶的产量和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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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茶小绿叶蝉自然种群变动

各分项防治措施研究

以采代治防治试验

茶园小绿叶蝉卵寄生位置研究
,

采用 5 点取样法
,

采 1 00 个茶芽
,

剥出卵粒
,

统计寄生

位置和数量
,

在 2
、

3 叶间产卵数为 44 粒
,

1 叶以上产卵数为 7 粒
,

3 叶以下产卵数为 8 粒
。

可 见茶小绿叶蝉卵寄生位置主要在茶芽的 2
、

3 叶间
。

根据其卵寄生位置和卵量变化
,

在茶

小绿叶蝉产卵高峰期
,

做到勤采摘
,

采走大量的茶小绿叶蝉虫卵
,

以达到减少虫 口密度的

目的
。

以采代治试验结果分析见表 1
。

农药使用次数 t 一 9
.

4 2 8 1 > t 。
.

。5
一 2

.

0 42
,

农药使用次

数有显著差异
,

而茶小绿叶蝉虫 口密度和茶鲜叶产量无差异 (见表 2 )
。

以采代治试验农药

使用次数 比传统防治方法减少 1
.

62 次
。

可见以采代治
,

是该虫综合防治的有效措施之一
。

表 1

虫 口密度 (头 / 百叶 )

以采代治试验结果分析

施药次数 鲜叶产量 (k g)
刊之 曰

—— —
一

— —
一一

——
- 一

—
一

-

一一 — —
一

试 验 对 照 试 验 对 照 试 验 对 照

合 计 1 76
.

7 0 16 7
.

6 0 4 1
.

0 0 1 9 7 4
.

0 0 1 7 6 2
.

0 0

「 均 8
.

4 1 7
.

9 8 0
.

3 3 1
.

9 5 9 4
.

0 0 8 3
.

9 1

0
.

24 0 5 9
.

4 2 8 1 0 7 4 4 9

表 2 采用新防治历试验结果分析

虫 口密度 (头/ 百叶) 施药次数 鲜叶产量 ( k g )

, ,之 曰

— —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一

试 验 对 照 试 验 对 照 试 验 对 照

合 计 3 4 0
.

1 0 3 8 6
.

8 0 2 4
.

0 0 4 1
.

0 0 2 1 9 2
.

0 0 2 1 7 7
.

0 0

平 均 1 6
.

2 0 1 8
.

4 2 1
.

2 0 2
.

0 5 1 2 1
.

7 6 1 2 0
.

9 2

0
.

3 5 8 5 3
.

2 3 8 7 0
.

03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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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新防治历防治

农药使用次数 t一 3
.

2 3 8 7 > t o
.

。5
一 2

.

0 42
,

农药使用次数有明显差异
,

而茶小绿叶蝉虫

口密度和茶鲜叶产量无差异 (见表 2 )
,

采用新防治历试验比传统防治方法减少农药使用

次数 0
.

85 次
。

2
.

2
.

3 按防治指标防治

农药使用次数 t一 2
.

3 8 9 2 > t o
.

。5
一 2

.

0 42
,

农药使用次数有明显差异
,

而茶小绿 叶蝉虫

口 密度和茶鲜叶产量无明显差异 (见表 3 )
,

按防治指标防治试验比传统防治方法每月减

少农药使用次数 0
.

81 次
。

表 3 按防治指标防治试验结果分析

虫 口密度 (头 / 百叶) 施药次数 鲜叶产量(k g )

项 目

———
试 验 对 照 试 验 对 照 试 验 对 照

合 计 3 30
.

10 3 7 7
.

4 0 2 3
.

0 0 4 1
.

0 0 22 2 3
.

0 0 2 1 7 7
.

0 0

平 均 15
.

7 2 1 7
.

9 7 1
.

3 5 2
.

1 6 1 2 3
.

5 0 1 2 0
.

9 4

t 值 0
.

7 0 4 4 2
.

3 8 92 0
.

1 2 0 0

2
.

2
.

4 生物防治

农药使用次数 t一 n
.

6 18 3 > to
.

。。
一 2

.

0 4 2
,

农药使用次数有明显差异
,

而茶小绿叶蝉

虫 口密度和茶鲜叶产量无差异 (见表 4 )
,

生物防治试验 比传统防治方法每月减少农药使

用次数 2
.

16 次
。

表 4 生物防治试验结果分析

虫 口密度(头 / 百叶 ) 施药次数 鲜叶产量 (k g )

声男 目

试 验 对 照 试 验 对 照 试 验 对 照

合 计 1 6 7 9 0 1 5 7
.

50 2 17 7
.

0 0

平 均 8
.

0 0 7
.

5 1

2 2 2 3
.

0 0

1 2 3
.

5 0 12 0
.

9 4

0
.

3 0 9 3 1 1
.

6 18 3 0
.

1 2 0 0

2
.

2
.

5 综合防治

根据 1 9 8 9 一 1 9 90 年在大渡岗茶场茶园进行不同防治方法的试验结果
,

依据 IP M 的

要求
,

设计了综合防治方案
,

结果分析见表 5
。

农药经济投入 t 一 6
.

6 7 7 1 > to
.

。。
一 2. 30 6

,

差

异 极其显著
,

而茶小绿 叶蝉虫 口密度和茶鲜叶产量无显著差异 (见表 5) 的情况下
,

综合

表 5 综合防治试验结果分析

虫 口密度 (头 / 百叶)

项 目
鲜叶产量(k g ) 农药经济投人

综合防治区

合 计

平 均

t
值

2 6
.

7 0

对照 区

3 9
.

1 0

6
.

2 5

综合防治 区

2 6 2 3
.

6 0

5 2 4
.

7 2

对照区

24 6 5
.

9 0

4 9 3
.

1 8

综合防治区

1 1 8
.

5 0

2 3
.

7 0

对照区

3 0 4 2 1

6 0
.

8 4

0
.

4 2 7 8 0
.

9 7 7 4 6
.

6 7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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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的经济投入 比常规的防治方法每 h m
Z

减少 5 57
.

1 元
。

研究结果表明
:

根据茶小绿叶蝉的自然种群变动特征和云南南部茶园的实际情况制

定的茶小绿叶蝉综合防治方案
,

通过田间试验表明
,

综合防治能够在经济投入减少的情况

下
,

取得同等的收入
,

而农药使用量又有所减少
。

可见综合防治能够在不影响经济效益的

情况下
,

获得较好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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