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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茶园小绿叶蝉类群数量的大周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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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和掌握茶园小绿叶蝉大发生的规律和更好地进行综合防治, 1988- 2003年先后在滇南西双版纳大渡岗茶厂

和思茅新星茶厂选定固定观测区,进行定点、定人、定时及统一方法的系统监测。对思茅新星茶厂观测区连续 13年 ( 1991

- 2003年 )的系统观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其地区性大周期变动呈现出明显的 / U型变动0。 1991- 2001年两虫口高峰间

虫口量变动时间为 10- 11年, 此变动规律的出现, 为茶园小绿叶蝉大发生的预测预报和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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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changes of lesser green leafhopper in tea garden of souther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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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orde r to find out the ou tbreak ru le of lesser g reen leafhopper, we investiga ted long- term changes o f its popu lation in tea

ga rden of southe rn Yunnan. The result showed tha t the popu la tion peek interval was 10- 11 yea rs, wh ich looked like le tterU in the

shape. The reve la tion o f lesser green leafhopper. s popu lation dynam ics he lps to its forecast and contro.l

K ey words: tea g arden; lesser g reen lea fhopper; ou tbreak inte rva l

茶园小绿叶蝉是云南茶园的主要害虫,滇南茶园小绿叶蝉类群以假眼小绿叶蝉 (Empoasca vitis Gthe)

为主, 世代多而重叠, 无明显的越冬, 虫口量大, 危害重
[ 1]
。提高防治的预见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是控制

该虫害的关键,特别是探索与掌握该虫地区性的大发生变动规律, 并建立预警预报系统,以便做到早预报、

早准备、早防治、少损失、保生产、增效益
[ 2 - 4 ]
。

笔者于 1988- 1990年在云南西双版纳大渡岗茶场 8队 (位于北纬 22b17c,东经 100b10c,海拔 1365m,

热带北缘向南亚热带过渡地段 ) , 1991- 2003年在云南思茅龙生茶叶集团公司所属的新星茶场 (北纬 22b

22c,东经 100b91c,海拔 1340m,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 ), 先后建立固定观测区,进行定点、定时、定人及统一

方法的系统监测,为探索、掌握茶园小绿叶蝉的地区大发生规律和建立预警预报系统奠定基础。

1材料与方法

滇南茶园通常 11月下旬进入停采、封园期,翌年 1月下旬或 2月上旬进入开采期, 故每年虫情观测期

选定为 2月至 11月。

在固定监测区内的同一海拔高度和坡向, 选定有代表性的有性系和无性系 (云抗 10茶树品种 )的 2

块茶地,各为 40m @ 40m范围内选定观测点,按 5点取样法, 定点、定人、定时 (按 5、10、15、20、25、28或 30

日,每月 6次,早上 10时前 )和统一方法监测和取样。虫口量测定按 5点观测清查, 每一点清查 100片芽

下第二叶片的正、背面的若、成虫量,每次共查 500片叶片上的虫量, 然后计算出虫量 (每百叶头数 )。卵

量清查采用样点取样,每点摘下带 1芽 3叶的新梢 20枝, 5点共 100枝新梢, 装入袋内带回室内剥离皮层

后,统计出卵量 (每百梢粒数 )。然后再计算出月均量和年均量。高峰期最大虫、卵量, 以第一高峰期 ( 4-

6月 )和第二高峰期 ( 9- 11月 )虫、卵量的最高量 (表 2)和总量 (表 1)来计算。而虫、卵量的清查与取样,

亚热带农业研究 第 1卷 第 1期
Sub trop ica lAg ricu lture Research 2005年 2月



是在施用常规农药的条件下进行的。

2结果与分析

2. 1滇南茶园小绿叶蝉类群数量的年度内变动

根据滇南茶园小绿叶蝉类群多年的虫、卵量的观测与统计, 其年度内数量的变动呈现 /双峰型0。第

一高峰的盛虫期一般在 5- 6月出现, 有时会提前到 4月, 第二高峰一般在 10月前后出现。两峰间的低谷

期稳定在 7- 8月出现 (图 1); 第一高峰期虫、卵量远多于第二高峰期 (表 1),是该虫的重危害期。

  

图 1 思茅新星茶场有性系和无性系 1994年小绿叶蝉类群虫、卵量变动情况

F ig. 1 Dynam ics of leafhopper popu la tion in X inx ing sexua l and asexua l tea gardens in Sim ao ( 1994)

表 1 西双版纳大渡岗茶场和思茅新星、干海子茶场高峰期虫口量比较 1)

Table 1 Com pa rison o f lesser green leafhopper popu lation in Dadugang, X inx ing and G anha izi tea gardens

茶园 年份
  第一高峰期   第二高峰期

若虫 成虫 合计 若虫 成虫 合计

大渡岗茶厂茶园 1989 1037 92 1129 72 18 90

1990 487 78 565 48 35 83

新星无性系茶园 1991 1465 95 1560 59 9 68

1992 800 28 828 170 13 183

1993 250 19 269 191 8 199

干海子有性系茶园 1991 820 164 984 191 14 205

1992 650 142 792 15 38 53

1993 105 154 259 20 8 28

 1)虫口量以每百叶头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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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滇南茶园小绿叶蝉类群数量的大周期变动

根据 1991- 2003年思茅新星茶场有性系和无性系茶园小绿叶蝉类群数量的系统监测与汇总分析 (表

2) ,该虫类群数量变动明显呈现出 / U型变动 0 (图 2)。大发生期的两个虫口高峰分别在 1991、1992年及

2000、2001年初期,其虫口量变动时间为 10- 11年。从 2001年中期开始,处于虫口高峰的虫、卵量明显回

落, 2002- 2003年继续回落,开始转入下一轮大发生的周期性变动。
表 2 思茅新星茶厂 1991- 2001年茶园小绿叶蝉类群的虫、卵量变动

Table 2 Dynam ics of leafhopper popu lation ( adult+ nym ph and egg) in X inx ing tea garden

年份
高峰期最大虫量 高峰期最大卵量 年均虫量 年均卵量

有性系品种 无性系品种 有性系品种 无性系品种 有性系品种 无性系品种 有性系品种 无性系品种

1991 210 198 110 204 32 34 12 26

1992 148 215 119 204 30 39 18 37

1993 47 56 72 49 12 15 7 10

1994 28 36 48 85 6 8 4 10

1995 32 42 28 31 5 6 4 4

1996 14 22 7 52 5 6 1 8

1997 16 16 17 10 4 3 2 2

1998 13 14 36 44 3 4 8 9

1999 99 54 64 85 9 8 13 9

2000 151 97 147 162 21 14 19 16

2001 117 27 39 34 9 4 5 4

2002 43 32 48 38 11 11 10 9

2003 96 85 58 50 14 8 10 8

  图 2 思茅新星有性系和无性系茶园小绿叶蝉类群数量的大周期变动情况

F ig. 2 Dynam ics of the lesse r g reen leafhopper. s outbreak period icity in X inx ing sexua l and sex less tea ga rden

2. 3茶园小绿叶蝉类群周期性变动的生产应用

根据系统观测数量的汇总分析及参阅有关滇南地区其它农作物和林业害虫大发生的文献资料, 曾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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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思茅茶园小绿叶蝉新一轮的大发生将在 2000年前后出现。果然在 2000年 5月初至 6月中旬, 多数茶

场小绿叶蝉虫、卵量猛增, 部份茶场出现明显虫害。由于 1998年初,就该虫的大发生的预测进行了通报和

动员, 拉了 /预备警报 0,早通知、早动员、早准备、早采取措施, 2000年 5月初又进行紧急动员, 拉了 /紧急

警报0, 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从而未造成大面积的发生和危害。所以, 对茶园主要害虫大发生规律性变
动的探索与掌握,为害虫防治提供科学依据,十分有利于害虫防治的预见性和有效性的科学处理, 避免害

虫大面积的发生与为害。

2. 4茶园观测系统建设

根据龙生茶叶公司东、南、西、北、中的茶园分布, 从 1991年开始按不同海拔高度 ( 980 - 1810 m ) ,不

同坡向、不同管理方式和不同茶树品种,共设立了 20个监测点。组建和培训了植保和观测员队伍。在系

统观测的基础上,积累和建立了该虫的数量变动及气象等方面的资料与数据库, 为滇南茶园主要害虫的综

合治理及专项虫情测报中心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3讨论

滇南茶园小绿叶蝉类群大发生的 / U型变动0和该虫在两个高峰间虫口量变动时间为 10- 11年,仅

是该虫数量大周期变动中的一个阶段性小结, 为了能准确地掌握该虫大发生的规律性变动,尚需长时间的

监测, 而规律性的掌握,所涉及的问题又较复杂,还需要从多方面继续进行探索, 这是一项贯彻、落实 /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 0长周期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坚持工作, 努力实践, 掌握规律,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性、

有效性和预见性。

由于该虫在年度内的 /双峰型0的出现及第一高峰期内虫、卵量特多的规律性变动,有效控制和压下

第一高峰期的虫口量至关重要,不仅能左右防治的整体效果,而且决定茶叶的产量与质量。在茶园小绿叶

蝉的防治措施和防治历的制定与行动中, 应把 /压下第一高峰,控制第二高峰 0作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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