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 １２２５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５ ０１ ２７
基金项目：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３０３０２７）；济南市农业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济南市高校院所自主创新项目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ｒｏｂｅｒｔｙｕｙｉ＠１６３．ｃｏｍ

不同栽培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诱集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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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山东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本文比较了室内和田间４种栽培模式：温室大棚、简易大棚＋小拱棚、小拱棚、露地条件下黄板、糖醋酒液和

清水３种方法对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诱集效果，并研究了黄板尺寸、高度、方向对引诱效果的影响。室内试验结果

表明，黄板的诱虫效果最好且持效期长，其次是糖醋酒液，清水最差。其中黄板水平放置的诱虫效果好于竖直放置。

田间试验结果和室内结果一致，黄板尺寸、高度和数量对引诱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３９０ｃｍ２的黄板诱集效果

优于其他尺寸，黄板平放于地面时的诱集效果好于离地面１０ｃｍ和２０ｃｍ的诱集效果。利用黄板诱杀后对下一代

幼虫发生无影响，因此黄板可用于田间监测，不推荐用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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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属双翅目，眼蕈蚊科
［１２］，其幼虫称为韭蛆，

主要寄主作物为韭菜、大蒜等百合科植物［３５］。近年

来随着设施蔬菜栽培的集约化发展，韭菜的连茬栽

培使得韭蛆为害逐年加重［６７］，成为影响韭菜生产的

重要因素。

目前韭菜迟眼蕈蚊的防治多采用化学防治，常

用农药如毒死蜱、辛硫磷等［８１０］。另外近年来随着

绿色蔬菜的推广，一些昆虫生长调节剂和植物源杀虫

剂也有采用，如灭蝇胺、灭幼脲、印楝素和苦参碱

等［１１１３］。但是韭菜迟眼蕈蚊在地下为害，防治困难，

且由于单一药剂的使用，防治效果逐渐变差，韭菜迟

眼蕈蚊的防治越来越困难。由于韭菜迟眼蕈蚊在田

间一年发生多代［１４］，农民多见虫喷药，成本高但防效

差，因此现在越来越重视高效、低成本的预测预报手

段，以提高防效。目前应用较多的有利用其趋光

性［１５１６］、趋化性［１７］和对黄色的敏感性［１８］而采用的日光

灯诱杀法、糖醋酒液诱杀法和黄板诱杀法。但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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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手段在实际的种群动态监测中缺乏针对具体栽培

模式的有效诱集方法，难以掌握防治的最佳时机。

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韭菜栽培模式多样，目前

较常见的为温室大棚、简易大棚＋小拱棚、小拱棚和

露地栽培４种模式。为了明确不同的监测方法在不

同栽培模式下的适用范围，本研究分别选用黄板、糖

醋酒液、清水３种监测方法在上述４种栽培模式下

对韭菜迟眼蕈蚊的种群发生动态进行监测，以期得

到不同栽培模式下最快速、有效、适宜的种群动态监

测方法，结合韭菜迟眼蕈蚊的为害特点和发生影响

因素，为制订合理的防治对策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的选择

本研究共选取４种不同栽培模式：温室大棚、简

易大棚＋小拱棚、小拱棚和露地。地块均位于济南

市历城区唐王镇济南市蔬菜工程中心试验田，可以

保证充足的水源。４种栽培模式地块条件如下：

温室大棚：北墙和棚高度分别为２．５ｍ和３．５ｍ，

韭菜地畦长１４ｍ、宽１．８ｍ，表面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并留有通风口，冬季时加覆一层草毡保温。

简易大棚＋小拱棚：大棚和小棚分别高２．５ｍ

和０．９ｍ，韭菜地畦长１４ｍ、宽１．８ｍ，周棚通用塑

料薄膜覆盖，冬季时在简易大棚内加设小拱棚并覆

盖一层草毡增加小拱棚内温度。

小拱棚：棚高１．６ｍ，韭菜地畦长１４ｍ、宽

１．８ｍ，冬季扣棚时间为每年的１１月下旬，表面覆盖

一层塑料薄膜和草毡进行保温；春季掀棚时间为每

年的４月中旬，之后进入韭菜露天养根生长期。

露地：韭菜地畦长１４ｍ、宽１．８ｍ，地势平坦，土

壤结构适宜、水肥管理良好。

供试韭菜品种为‘独根红’，韭菜定植时间为

２０１１年６月，种植密度为株距２０ｃｍ，行距２０ｃｍ，韭

蛆发生严重，常年发生，不施用任何药剂。

１．２　试验材料

糖醋酒液配方及比例为：糖（ｇ）∶醋（ｍＬ）∶酒（ｍＬ）∶水

（ｍＬ）＝２∶２∶１∶５
［１９］，其中糖为山东东方糖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玉棠牌绵白糖，白醋为德馨斋生产的白醋，总

酸含量（以乙酸计）≥３．５０ｇ／ｍＬ，红醋为德馨斋生

产的清香米醋，总酸含量（以乙酸计）≥３．５０ｇ／ｍＬ，

试验所用酒为莱阳市康德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无水

乙醇，其中乙醇含量不少于９９．７％。黄板为佳多科

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波长５７７ｎｍ，双面涂胶，清

水为普通自来水。

１．３　供试虫源

试虫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利用人工

饲料室内连续饲养多代，种群稳定的韭蛆，饲养条件为：温

度（２５±１）℃，Ｌ∥Ｄ＝１６ｈ∥８ｈ；相对湿度７０％±５％。

１．４　试验方法

１．４．１　实验室条件下不同物理诱集方法效果比较

试验在约８ｍ２的人工气候室内进行，条件为：

温度（２５±１）℃，Ｌ∥Ｄ＝１６ｈ∥８ｈ；相对湿度７５％

±５％。选取生长发育基本一致的老熟幼虫１５００

头左右，将幼虫连同饲料一起放在培养皿（犱＝９ｃｍ）

中，培养皿敞口放置，待进入成虫发生盛期进行试

验。在室内放置黄板（水平放置和竖直放置）、糖醋

酒液（其中醋分别选用红醋和白醋）和清水对照，黄

板悬挂高度与盛放试虫的培养皿高度一致，水平和

竖直相间各悬挂３块，黄板之间相隔８０ｃｍ；糖醋酒

液用塑料盆（犱＝２２ｃｍ）盛放，每盆８００ｍＬ，共放置

３盆，清水对照与糖醋酒液处理相同。放置３、６、９、

１２ｄ后检查每处理诱集的成虫数量，每次调查结束

后更换黄板、糖醋酒液和清水。

１．４．２　田间３种诱集方法诱虫效果的比较

分别在温室大棚、简易大棚＋小拱棚、小拱棚和

露地内选用水盆诱集法、糖醋酒液（糖∶白醋∶酒∶

水＝２∶２∶１∶５）诱集法和黄板诱集法。每种栽培模式

在同一地块随机抽取３畦韭菜作为３个小区进行重

复试验，每小区（畦）约２５ｍ２，分别放３个水盆、３个

糖醋液盆和３块黄板，盆埋到土里，液面和地面相

平。黄板悬挂方法：在地上插铁丝，把黄板固定在铁

丝上，平铺于地面。每小区（畦）放置３块黄板。

调查时间：温室大棚、小拱棚和简易大棚＋小拱

棚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止，每周调查１次并更换黄板、糖醋酒液和清水。露

地自春节后（２月２０日左右），每周调查１次。

１．４．３　黄板高度和尺寸对诱集效果的影响

试验共设置３个小区，每小区（畦）２５ｍ２，每小

区（畦）内设置３种黄板放置高度（即高于地面２０、

１０、０ｃｍ），４种不同黄板尺寸，分别为８７５ｃｍ２（即２５ｃｍ

×３５ｃｍ，标准尺寸黄板）、３９０ｃｍ２（１６．７ｃｍ×２３．３ｃｍ）、

９８ｃｍ２（８．３ｃｍ×１１．７ｃｍ）、２５ｃｍ２（４．２ｃｍ×５．８ｃｍ），每

隔一垄悬挂黄板，每板之间相距２ｍ，每小区（畦）内

均悬挂包括３种高度和４种尺寸的黄板，小区与小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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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间设有１ｍ的隔离带。

以上试验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３日开始至４月２４

日结束，每周调查１次并更换黄板。

１．４．４　黄板对韭菜迟眼蕈蚊的防治效果

按照每个小区（５０ｍ２）放置０、１、４、８、１６、３２块黄

板（标准尺寸黄板）的密度设置黄板，黄板贴于地面放

置，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３日开始，每周更换一次黄板，并

挖根调查韭菜根部幼虫数量。在小区内随机选取１０

墩韭菜挖根，并统计韭菜根部的幼虫数量。为了继续

调查黄板诱集成虫对后代幼虫的影响，在４月２４日

停止黄板诱集试验后，对幼虫继续调查至５月２９日。

１．５　数据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对各试

验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各处理间用Ｄｕｎｃａｎ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室条件下不同物理诱集方法的比较

实验室测定结果表明，４种诱集方法中黄板对韭

菜迟眼蕈蚊的诱集能力要好于糖醋酒液，清水的诱集

能力最差。对相同处理天数不同诱集方法之间进行

差异显著性分析，发现红醋配制的糖醋酒液第９天的

诱集能力显著高于白醋配制的糖醋酒液，其他日期差

异不显著；其余调查日期中，放置黄板后的９ｄ内，水

平放置和竖直放置无显著差异，诱集能力相当。第１２

天水平放置的黄板诱集能力明显优于竖直放置的，且

水平放置的黄板有最大诱虫量（７９．６７头）。

图１　不同方法对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诱集效果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

狅狀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犪犱狌犾狋狊

２．２　田间３种诱集方法诱虫效果的比较

全年不同栽培模式下利用不同的诱集方法对韭

菜迟眼蕈蚊成虫的发生动态监测结果显示，从诱虫

数量上看黄板诱虫效果最佳，其次是糖醋酒液，水盆

最差。自７月５日到１０月２３日，期间没有调查到成

虫，因此图中折线省略此时间段。在温室大棚黄板单

次调查的最大诱虫量为７００．６７头，水盆最大诱虫量

为６．１１头，糖醋酒液最大诱虫量为２６．２４头。从发

生时间来看，温室大棚栽培模式下黄板诱集在１月２４

日诱集到初始虫量，与大拱棚＋小拱棚栽培模式初始

诱虫日期一致，早于小拱棚和露地栽培模式。温室大

棚栽培模式下，黄板诱集在３月６日出现最大诱虫量

（７００．６７头），清水诱集最大诱虫量也出现在３月６日

（６．１１头），糖醋酒液的最大诱虫量出现在３月２７日，

为２６．２４头。简易大棚＋小拱棚栽培模式下，黄板诱

集出现两个明显诱虫量峰。４种栽培模式下，黄板诱

集持续时间分别为３２５、３１８、３１８和３０８ｄ。

２．３　黄板高度和尺寸对诱集效果的影响

３种高度和４种尺寸的黄板对韭菜迟眼蕈蚊的

诱集效果表明，前３周韭菜迟眼蕈蚊数量较少，各处

理间诱虫量无明显差异。４月３日和４月１０日两次

调查结果表明，３９０ｃｍ２的黄板诱集效果最佳，其中

在４月１０日的诱虫量高达７３４头。之后４月１７日

和４月２４日调查结果显示８７５ｃｍ２和３９０ｃｍ２的黄

板诱集效果相当，诱虫数量分别为２１３头和２２０．８３

头。４月１７日，单板诱集最大虫量为７９６．５８头。

从单板诱虫量来看，３９０ｃｍ２和８７５ｃｍ２的黄板诱集

效果要优于９８ｃｍ２和２５ｃｍ２的黄板诱集效果。随

着黄板面积的增大，诱虫效果逐渐增强，当３９０ｃｍ２

继续增大到８７５ｃｍ２后，诱虫效果并没有随着黄板

面积的增大而增强。可见诱虫量与黄板面积在一定

范围内呈现正相关，达到一定的值以后，诱虫量就不

再随着黄板面积的增大而增加。各尺寸黄板总诱虫

数分别为（７２０±４０．４１）、（９５９±２９．４４）、（１７８５±

１５３）、（１５５０±３２９）头，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

３９０ｃｍ２的黄板诱虫效果最好，明显优于其他３种尺

寸（犉＝７．３６９，犘＝０．０１１）。

将４种尺寸的黄板分别贴于地面、高于地面

１０ｃｍ、高于地面２０ｃｍ放置，结果显示：在贴于地面

放置的黄板诱集效果中，３９０ｃｍ２ 的黄板诱集效果

最好，４月１０日单板最大诱虫量为５１５头。高于地

面１０ｃｍ放置的黄板最大诱虫量出现在４月１７日，

为２４３．６７头。高于地面２０ｃｍ放置的黄板诱虫量

最大出现在４月１０日。８７５ｃｍ２的黄板，最大诱虫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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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８９头。对比３种放置高度黄板的诱集效果，贴

于地面放置的黄板诱集效果显著好于其他２个高度

（犉＝４４．３６，犘＝０），高于韭菜植株２０ｃｍ放置的黄

板诱集效果最差。

图２　田间不同栽培模式下３种诱集方法诱虫效果

犉犻犵．２　犉犻犲犾犱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狋犺狉犲犲犿犲狋犺狅犱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狆犪狋狋犲狉狀狊

图３　黄板高度和尺寸对韭菜迟眼蕈蚊成虫诱集能力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犜狉犪狆狆犻狀犵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狔犲犾犾狅狑狊狋犻犮犽狔狋狉犪狆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犲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狊犻狕犲狊狅狀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

２．４　黄板对韭菜迟眼蕈蚊的防治效果

采用不同数量黄板对韭菜迟眼蕈蚊成虫进行诱

集后挖根对下一代幼虫数量进行统计，从表１显示

的下一代幼虫数量来看，前代使用黄板诱杀以后，对

下一代虫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在停止黄板诱集后，

自４月１０日开始，不管悬挂几块黄板，幼虫数量均

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因此认为黄板只可用于监

测，不能用于防治韭菜迟眼蕈蚊。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不同栽培模式下不同诱集方法的诱虫效果

实验室条件下不同诱集方法的比较结果表明，黄

板的诱集效果最佳，结合田间试验进一步验证发现，

露地韭菜田可选用黄板监测韭菜迟眼蕈蚊成虫发生

动态，但是要注意在大风或雨天停止使用，并注意及

时更换。温室大棚中由于湿度大，黄板易被滴水，要

注意保护黄板，比如在黄板正上方大棚顶部悬挂挡

板、及时更换黄板等，避免因水滴影响黄板的黏度。

清水的诱集效果差，且在露地水分蒸发快，易干燥，因

此仅可在虫量发生严重时作为预测预报的辅助手段。

糖醋酒液可在温室、简易大棚适当使用，其中红醋配

制的糖醋酒液效果要优于白醋，高温条件下糖醋酒液

容易发酵腐败，使用时需要及时更换。孙延国等［１７］和

尚亚红等［２０］报道韭蛆对糖醋液有趋化性，与本试验结

果一致。但是马晓丹等［２１］的研究表明，糖醋酒液对韭

菜迟眼蕈蚊的诱杀效果较差，仅表现出微弱的趋性。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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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萍等［１９］的研究认为糖醋酒液对韭菜迟眼蕈蚊具有诱

杀效果，但不同配方糖醋酒液的诱杀效果不同，说明有

效物质的组成及比例是决定引诱效果的关键因素，研

究发现用乙酸和乙醇代替常规醋和酒，诱杀效果更佳。

表１　不同数量黄板诱杀成虫对下一代韭蛆幼虫数量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狇狌犪狀狋犻狋犻犲狊狅犳狔犲犾犾狅狑狊狋犻犮犽狔狋狉犪狆狊狅狀狀犲狓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

日期／月 日

Ｄａｔｅ

幼虫数量／头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ａｒｖａｅ

ＣＫ １块Ｏｎｅｔｒａｐ ４块Ｆｏｕｒｔｒａｐｓ ８块Ｅｉｇｈｔｔｒａｐｓ １６块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ｒａｐｓ ３２块Ｔｈｉｒｔｙｔｗｏｔｒａｐｓ

０３ 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３±０．３３）ａ ０

０３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 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４ ０３ （３５．００±８．５０）ａ　 （１７．３３±５．８１）ｂ （１２．００±２．３０）ｂ （１６．００±３．７９）ｂ （１０．００±３．０５）ｂ （１１．３３±０．３３）ｂ

０４ １０ （４４．３３±１５．７１）ａ （３８．００±８．０８）ａ （３５．００±８．５０）ａ （６４．００±１０．６０）ａ （５４．６７±１１．３５）ａ （６９．６７±１４．４５）ａ

０４ １７ （２０．６７±８．４１）ａ （１６．００±３．７９）ａ （１６．６７±２．９６）ａ （１３．００±２．６５）ａ （６．００±３．２１）ａ （１９．６７±３．８４）ａ

０４ ２４ （１．３３±１．３３）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４ ３０ （２．６７±２．１９）ａ （５．３３±１．４５）ａ （８．００±１．５３）ａ （６．３３±１．７６）ａ （７．３３±３．１８）ａ （６．３３±３．１９）ａ

０５ ０８ （４．００±０．５８）ａ （４．３０±２．０３）ａ （５．００±１．５３）ａ （４．３３±２．６０）ａ （９．３３±３．４８）ａ （８．００±１．５３）ａ

０５ １５ （３．３３±３．３３）ａ （３．００±１．１５）ａ （３．３３±２．４０）ａ （３．６７±１．７６）ａ （０．６７±０．６７）ａ （３．００±１．７３）ａ

０５ 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７±２．６７）ａ ０

　１）表中各数据均为平均值±标准误，同行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３．２　黄板高度和尺寸对诱集效果的影响

利用粘虫板诱杀成虫的常用方法是将粘虫板垂

直悬挂于与作物顶端等高或略高于作物顶端。韭菜

迟眼蕈蚊成虫羽化出土后多在土表或土缝中爬行，

或在韭菜根间隙及韭叶上停歇，偶尔飞翔，活动能力

差，在不受惊扰或特殊气候因素的影响下很少远飞

或高飞［７，２２］。因此粘虫板水平放置对其诱杀效果要

明显好于垂直悬挂，且悬挂高度升高会降低诱杀效

果。本研究中，贴于地面放置的黄板对韭菜迟眼蕈

蚊的诱集效果最佳。这与马晓丹等［２１］的研究结果

尽量放低黄板高度，诱杀效果更好一致。对于黄板

的尺寸，根据试验结果，综合所使用的黄板面积和

数量及诱虫效果，３９０ｃｍ２和８７５ｃｍ２尺寸的黄板

效果最佳。马晓丹等［２１］认为粘虫板是田间诱杀韭

菜迟眼蕈蚊成虫的好方法，并对黄色和蓝色粘虫板

的诱集效果进行了研究，认为黄板诱集效果优于蓝

板。本研究表明，使用黄板诱杀后对下一代幼虫的

发生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不建议使用黄板进行田间

防治韭菜迟眼蕈蚊，但可用于田间成虫发生动态

监测。

利用黄板诱集韭菜迟眼蕈蚊，可以直观、快速、

有效地监测韭菜迟眼蕈蚊种群的发生动态。其操作

简单可行，经济成本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小。韭菜

迟眼蕈蚊对黄色的趋性以及能飞等特性，均为黄板

诱杀提供了便利条件。掌握合适的黄板使用尺寸、

悬挂高度可以更加有效地降低使用成本，增加诱虫

数量，为预测预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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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迟眼蕈蚊田间药效试验［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０７（１８）：６５．

［１０］赵德，刘峰，慕卫，等．毒死蜱微囊悬浮剂的制备及微囊化条

件的优化［Ｊ］．农药学学报，２００６，８（１）：７７ ８２．

［１１］陈栋，张思聪，张龙．昆虫生长调节剂和生物农药防治韭蛆田

间药效试验［Ｊ］．植物保护，２００５，３１（１）：８２ ８４．

［１２］慕卫，丁中，何茂华，等．韭菜迟眼蕈蚊的生测方法及防治药

剂研究［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Ｓ１）：１２ １６．

［１３］袁永达，洪晓月，王冬生，等．上海地区韭菜迟眼蕈蚊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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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防治［Ｊ］．上海农业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３）：４３ ４６．

［１４］卢巧英，张文学，郭卫龙，等．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田间分布型及

抽样技术研究初报［Ｊ］．西北农业学报，２００６，１５（２）：７５ ７７．

［１５］齐金伟，黄绪甲．韭蛆综合防治技术［Ｊ］．北京农业，２００９（４）：２１．

［１６］郑建秋，师迎春，张芸，等．灯光诱杀防治韭菜迟眼蕈蚊（韭

蛆）［Ｊ］．中国蔬菜，２００５（１２）：６０．

［１７］孙延国，李金华，王俊红．韭蛆综合防治技术［Ｊ］．现代农业科

技，２０１１（２０）：１８７，１９０．

［１８］陈栋．韭菜迟眼覃蚊的可持续治理技术初步研究［Ｄ］．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０５．

［１９］王萍，秦玉川，潘鹏亮，等．糖醋酒液对韭菜迟眼蕈蚊的诱杀

效果及其挥发物活性成分分析［Ｊ］．植物保护学报，２０１１，３８

（６）：５１３ ５２０．

［２０］尚亚红，高林夏，杨晓燕．韭蛆的无公害防治技术［Ｊ］．中国果

菜，２００９（３）：４７．

［２１］马晓丹，李朝霞，薛明，等．韭菜迟眼蕈蚊成虫诱杀技术研究

［Ｊ］．中国植保导刊，２０１３，３３（１２）：３３ ３６．

［２２］赵省三，周庆奎，赵鹰，等．韭蛆的防治研究［Ｊ］．天津农学院学

报，２００１，８（２）：６ １１．

（责任编辑：王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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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戚佩坤．吉林省栽培植物真菌病害志［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６６：５７．

［３］　戴芳澜．中国真菌总汇［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７３６ ７３８．

［４］　李乾坤，孙顺娣，李敏权．马铃薯立枯丝核菌病的研究［Ｊ］．中国马

铃薯，１９８８，２（２）：７９ ８５．

［５］　蔡煌．防治马铃薯黑痣病［Ｊ］．植保技术与推广，１９９６（１）：４５．

［６］　谭宗九，郝淑芝．马铃薯丝核菌溃疡病及其防治［Ｊ］．中国马铃

薯，２００７，２１（２）：１０８ １０９．

［７］　田晓燕，蒙美莲，张笑宇，等．马铃薯黑痣病菌菌丝融合群的鉴

定［Ｊ］．中国马铃薯，２０１１，２５（５）：２８９ ３０１．

［８］　王宇．河北和内蒙古马铃薯黑痣病菌遗传多样性研究［Ｄ］．保

定：河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１０ ３２．

［９］　张笑宇．马铃薯抗黑痣病鉴定技术及其抗病机制研究［Ｄ］．呼和

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２０１２：１ １１０．

［１０］陈延熙，张敦华，段霞瑜，等．关于犚犺犻狕狅犮狋狅狀犻犪狊狅犾犪狀犻菌丝融

合分类和有性世代的研究［Ｊ］．植物病理学报，１９８５，１５（３）：

１３９ １４３．

［１１］方中达．植病研究方法［Ｍ］．第３版．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贾辉，吕和平，沈慧敏，等．不同杀菌剂对立枯丝核菌的室内毒

力测定［Ｊ］．甘肃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６）：９９ １０１．

［１３］ＷｅｉｎｈｏｌｄＡＲ，ＢｏｗｍａｎＴ，ＨａｌｌＤＨ．犚犺犻狕狅犮狋狅狀犻犪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ｙｓｅｅｄｔｕｂ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

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１９８２，６６：８１５ ８１８．

［１４］刘宝玉，蒙美莲，胡俊，等．５种杀菌剂对马铃薯黑痣病的病菌

毒力及田间防效［Ｊ］．中国马铃薯，２０１０，２４（５）：３０６ ３１０．

［１５］马永强，李继平，惠娜娜，等．２种药剂不同施药方式对马铃薯

黑痣病防效比较［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１（１）：１２０ １２２．

（责任编辑：王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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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２０１５年为《植物保护》审稿的专家名单

２０１５年以下专家参与了《植物保护》的审稿工作，为提高我刊质量做出了贡献，特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彩万志　蔡　红　曹坳程　曹克强　曹雅忠　陈福良　陈巨莲　陈　君　陈　林　陈志谊　程兆榜　崔海兰

丁　伟　董丰收　董立尧　范洁茹　范在丰　冯　洁　高聪芬　高　峰　高微微　郭建英　韩宝瑜　郝树广

何付丽　何康来　何月秋　侯茂林　胡　高　胡同乐　黄　冲　黄贵修　黄红娟　黄俊斌　黄启良　黄文坤

黄应昆　江幸福　姜子德　蒋红云　蒋细良　雷仲仁　李宝聚　李保华　李国庆　李红梅　李红叶　李洪连

李健强　李克斌　李克梅　李敏权　李世东　李世访　李香菊　李兴红　李云锋　梁革梅　梁　沛　林壁润

林善海　刘太国　刘万学　刘伟成　刘西莉　刘新刚　刘永锋　鲁　新　陆宴辉　吕昭智　罗来鑫　罗礼智

骆有庆　马春森　马占鸿　马忠华　缪作清　莫贱友　倪汉祥　农向群　潘丽娜　庞保平　彭德良　彭云良

秦玉川　任顺祥　芮昌辉　盛承发　施大钊　石　洁　石延霞　史建荣　宋福平　檀根甲　唐光辉　汪良驹

王保通　王殿轩　王恩东　王凤龙　王桂荣　王海鸿　王怀松　王金信　王文桥　王锡锋　王晓鸣　王源超

王振营　王振中　王中康　魏守辉　问锦曾　吴钜文　吴品珊　吴青君　吴学宏　肖　强　肖炎农　肖悦岩

徐敬友　徐世昌　徐学农　杨艳丽　杨志辉　杨忠岐　游春平　俞晓平　虞国跃　喻大昭　喻德跃　袁会珠

曾爱平　曾列先　张桂芬　张国珍　张宏宇　张　杰　张金文　张　兰　张礼生　张力群　张润志　张艳军

张永军　张友军　张泽华　赵长山　赵利敏　赵廷昌　郑经武　周　涛　周益林　朱春雨　朱水芳　朱小琼

朱振东　宗世祥　左示敏

《植物保护》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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