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保护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４２（６）： １０１４ － １０１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８０２ ／ ｊ． ｃｎｋｉ． ｚｗｂｈｘｂ． 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２３

基金项目： 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项目（２０１３０３０２６），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ＢＡＤ１９Ｂ０４⁃０９）
∗通讯作者（Ａｕｔｈ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ｚｙ６１＠ １６３． ｃｏｍ， ｒｏｂｅｒｔｙｕｙｉ＠ １６３． ｃｏｍ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１

夏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防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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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有效防治夏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的为害，通过人工接虫方法研究了其幼虫虫口密度（ｘ）与

玉米缺苗率（ｙ）的关系，采用人工去苗模拟为害方法研究了玉米缺苗率（ｙ）与产量损失（ ｚ）的关系，
并提出了夏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的防治指标。 结果显示，虫口密度为 １、３ 头 ／ 株时，无缺苗现象，虫
口密度为 ５、１０、２０ 和 ３０ 头 ／ 株时，缺苗率分别为 １９ ４％ 、２２ ８％ 、４４ ４％ 和 ４９ ６％ 。 玉米缺苗率随

着虫口密度增大而升高，二者呈显著二次线性相关：ｙ ＝ － ０ ０６０９ｘ２ ＋ ３ ６３６ｘ － ４ ５３０６，Ｒ２ 为 ９５６４；
玉米缺苗率对单株穗重、穗长、穗粗和秃尖长等均无显著影响；玉米缺苗率（ｙ）与产量损失（ ｚ）也呈

二次线性相关：ｚ ＝ ０ ００３６ｙ２ ＋ ０ ３０７７ｙ － ０ ３５５３，Ｒ２ 为 ０ ９６９１。 根据防治的直接收益和成本，提出

夏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幼虫的防治指标为 ３ 头 ／ 株，此时玉米缺苗率为 ６％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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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点委夜蛾 Ａｔｈｅｔｉｓ ｌｅｐｉｇｏｎｅ （Ｍöｓｃｈｌｅｒ）属鳞翅

目夜蛾科委夜蛾属，是我国耕作制度变革后新出现

的重要害虫（王振营等，２０１２；王静等，２０１４ａ），其幼

虫喜隐蔽、潮湿环境，常隐于夏玉米田的麦秆和麦糠

中，取食玉米茎基部或根部，造成植株枯萎或倒伏

（姜京宇等，２００８）。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二点委夜蛾在

河北、山东的部分县区发生严重（姜京宇等，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年在黄淮海玉米区全面暴发，受害面积达 ２２０
万 ｈｍ２，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王振营等，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在山东省 １７ 个地市的玉米种植区普遍发生

（王静等，２０１４ａ）。 二点委夜蛾的发生不仅严重影

响玉米产量，而且影响到玉米精量播种技术的推广

（王振营等，２０１２）。
鉴于近几年二点委夜蛾的严重为害，国内学者

在二点委夜蛾的生物学习性（曹美琳等，２０１２；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形态特征（马继芳等，２０１１；江幸福等，
２０１１）、不同地理种群的遗传结构（朱彦彬等，２０１２；
王静等，２０１４ｂ）、测报和防治技术（姜玉英等，２０１１；
张海剑等，２０１２；李哲等，２０１４）及田间分布特点（陈
浩等，２０１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为二

点委夜蛾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于有害生物的

防治需要衡量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因此确定害虫

为害的经济允许水平，制定防治指标是科学防治的

依据，对害虫测报、田间用药及保护环境都具有指导

意义。
关于其它昆虫防治指标的研究较多，张桂芬等

（１９８９）在玉米大喇叭口期采用人工接螨及田间人

工模拟为害的方法研究了截形叶满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Ｅｈａｒａ）和朱砂叶螨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 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
ｎｕｓ （Ｂｉｏｓｄｕｖａｌ）在玉米田的防治指标，提出了以单

株螨数及枯叶率表示的防治指标；文丽萍等（１９９２）
采用田间人工接卵的方法确定了亚洲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
ｉａ ｆｕｒｎａｃａｌｉｓ （Ｇｕｅｎéｅ）在感、抗玉米品种心叶期和穗

期的防治指标，提出了根据各代着卵量确定经济阈

值的观点。 但目前还未有关于二点委夜蛾防治指标

的报道，极大地影响了此害虫的有效防控，经常出现

防治不及时或过量使用农药的现象，造成了经济损

失、环境污染等问题。
因此，本研究模拟田间二点委夜蛾为害环境，通

过人工接虫方法研究了幼虫虫口密度与玉米缺苗率

的关系，并采用人工去苗模拟二点委夜蛾为害，研究

了玉米缺苗率与产量损失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二点委夜蛾在夏玉米苗期的防治指标，以期为二

点委夜蛾的有效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供试虫源：二点委夜蛾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室内连续饲养 ６ 代的品系。 饲养条件

为温度 ２５ ± １℃、ＲＨ（６０ ± １０）％ 、光周期 １４ ５ Ｌ ∶
９ ５ Ｄ。 选取饥饿 １２ ｈ 的 ３ 龄末幼虫备用。

供试植物：玉米品种为农大 １０８，购于集市；小
麦品种为济麦 ２２，采集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

究所试验地。
药剂：１０％ 吡虫啉（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可湿性粉剂，

浙江天一农化有限公司；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氟氰菊酯

（ｌａｍｂｄａ⁃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乳油，河北省农药化工有限公

司；３％辛硫磷（ｐｈｏｘｉｍ）颗粒剂，山东省淄博市周村

穗丰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二点委夜蛾虫口密度与玉米苗期缺苗率的关系

试验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试验

地进行，将供试玉米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种植于直径

０ ２１ ｍ、高 ０ ２３ ｍ 的花盆中，选取三叶期健康玉米

苗备用，每盆保留 １ 株，选取 ３ 龄末幼虫进行人工接

虫，设 １、３、５、１０、２０ 和 ３０ 头 ／株共 ６ 个处理， 设不

接虫作对照，各处理花盆随机摆放。 接虫后，用直径

０ １９ ｍ、高 ０ ３２ ｍ 的塑料透明圆筒罩在花盆内，顶
部用 ４０ 目纱网封闭，将约 ７ ｃｍ 小麦秸秆段混合麦

糠浸泡后覆盖在花盆土壤表面模拟田间环境。 每处

理 ９ ～ １８ 株玉米，重复 ３ 次。 每天调查玉米受害情

况，连续调查 １０ ｄ 至老熟幼虫期，统计总的玉米缺

苗率、叶片残缺率。 缺苗率 ＝缺苗玉米株数 ／试验玉

米株数 × １００％ ；叶片残缺率 ＝ 叶片残缺玉米株数 ／
试验玉米株数 × １００％ 。 二点委夜蛾幼虫为害玉米

苗能造成叶片残缺和玉米苗整株萎蔫等症状，将叶

片被完全吃光或玉米苗整株萎蔫记为缺苗。
１ ２ ２ 玉米苗期缺苗率与产量损失的关系

试验在商河县玉皇庙镇西甄家村玉米田进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号播种玉米，播种面积为 ０ ２ ｈｍ２，
行距 ０ ６０ ｍ，株距 ０ ２５ ｍ，根据害虫发生及时喷药

以避免其它病虫害引起的损失，苗期喷施吡虫啉 ＋
高效氯氟氰菊酯 １ 次，撒施辛硫磷颗粒剂 １ 次，小喇

叭口期喷施吡虫啉 ＋高效氯氟氰菊酯 １ 次。 用人工

去苗的方法模拟玉米缺苗症状（宋协松等，１９８９；王
华弟等，２００７），设去苗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株共

１０ 个处理，设不去苗作对照，每个小区为 １ 个处理，
每小区面积为 ３ ０ ｍ ×４ ０ ｍ，各小区间隔 ２ ｍ，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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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各小区中心 １８ 株玉米为去苗区，于三叶期随

机人工去苗，挂牌标记，每处理重复 ６ 次。 ９ 月 ２５
日按照 １ ２ １ 的结果在供试玉米田选择缺苗率相同

的小区进行取样，测量单株穗重、鲜重、穗长、穗直

径、秃尖长等，计算产量损失百分率。 产量损失百分

率 ＝ （对照区玉米产量 － 处理区玉米产量） ／对照区

玉米产量 × １００％
１ ２ ３ 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的防治指标

根据 Ｓｔｅｒ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５９）提出的防治费用、防治

效果等因素及收益大于支出的原则得到经济允许损

失率的公式：Ｌ ＝ Ｃ × Ｆ ／ （Ｙ × Ｐ × Ｅ） × １００％ ，式中 Ｌ
为经济允许损失率，Ｃ 为防治费用，Ｆ 为经济系数，Ｙ
为单位面积玉米产量，Ｐ 为玉米平均价格，Ｅ 为防治

效果。 根据柴同海等 （ ２０１２ ） 研究结果，设 Ｅ ＝
９５ ０３％ ，经济系数 Ｆ ＝ ２。 将 Ｌ 值代入缺苗率与产

量损失率回归方程，Ｌ 值相当于 ｚ 值，得出缺苗率，
再将缺苗率代入虫口密度与缺苗率回归方程中，得
出二点委夜蛾虫口密度（玉米苗周边 ０ １ ｍ 直径范

围内的虫口密度），即防治指标。
１ ３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为害百

分率及玉米产量的构成因素经反正弦转换后进行回

归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二点委夜蛾虫口密度与玉米苗期缺苗率的关系

二点委夜蛾虫口密度为 １ 头 ／株时，未出现为害

株；虫口密度为 ３ 头 ／株时，无缺苗株，叶片残缺率为

４２ １％ ；虫口密度为 ５ 头 ／株时，开始出现缺苗现象，
缺苗率为 １９ ４％ ，叶片残缺率为 ３８ ９％ ；虫口密度

为 １０ 头 ／株时，缺苗率为 ２２ ８％ ，叶片残缺率为

４９ ０％ ，开始出现吃光叶片的现象；虫口密度为 ２０
头 ／株时，玉米缺苗率与叶片残缺率均增加，缺苗率

为 ４４ ４％ ，叶片残缺率为 ５２ ３％ ，完整植株率显著

少于 ０、１、３、５、１０ 头 ／株的处理；虫口密度为 ３０ 头 ／
株时，缺苗率达到 ４９ ６％ ，显著高于 ０、１、３、５、１０
头 ／株的处理，叶片残缺率为 ４３ ３％ ，与 ３、５、１０、２０
头 ／株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吃光叶片的比例显著高

于其它处理，为 ２０ ７％ 。 结果显示，玉米缺苗率随

着虫口密度的增大而增大，虫口密度与玉米缺苗率

的关系式为 ｙ ＝ － ０ ０６０９ｘ２ ＋ ３ ６３６ｘ － ４ ５３０６（Ｒ２ ＝
０ ９５６４，Ｐ ＝ ０ ００４，表 １）。

表 １ 不同虫口密度下二点委夜蛾幼虫对玉米苗的为害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ｔｈｅｔｉｓ ｌｅｐｉｇｏｎ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

虫口密度（头 ／株）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ａｒｖａｅ ／ ｐｌａｎｔ）

完整植株率
Ｎｏ ｄａｍａｇｅ

叶片残缺率
Ｎｏｔｃｈｅｄ ｌｅａｆ

吃光叶片率
Ｅａｔｉｎｇ ｕｐ

整株萎蔫率
Ｗｉｌｔｉｎｇ

缺苗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０ １００． ０ ± ０． ０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０． ０ ± ０． ０ ｂ ０． ０ ± ０． ０ ｂ ０． ０ ± ０． ０ ｄ
１ １００． ０ ± ０． ０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０． ０ ± ０． ０ ｂ ０． ０ ± ０． ０ ｂ ０． ０ ± ０． ０ ｄ
３ ５７． ９ ± １４． ７ ｂ ４２． １ ± １４． ７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０． ０ ± ０． ０ ｂ ０． ０ ± ０． ０ ｄ
５ ４１． ７ ± １２． ７ ｂ ３８． ９ ± ７． ３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１９． ４ ± ７． ３ ａ １９． ４ ± ７． ４ ｃ
１０ ２８． ２ ± ５． ４ ｂ ４９． ０ ± １． ０ ａ １． ９ ± １． ９ ｂ ２０． ９ ± ５． ３ ａ ２２． ８ ± ５． ９ ｂｃ
２０ ２． ８ ± ２． ８ ｃ ５２． ３ ± １３． ８ ａ ３． ０ ± ３． ０ ｂ ４１． ４ ± １３． ７ ａ ４４． ４ ± ６． １ ａｂ
３０ ７． ０ ± ３． ５ ｃ ４３． ３ ± １１． ７ ａ ２０． ７ ± ９． ６ ａ ２８． ９ ± １３． ６ ａ ４９． ６ ± １３． ８ 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经 Ｄｕｎｃａｎ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Ｐ ＜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
ｂｌ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Ｐ ＜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Ｄｕｎｃａｎ’ ｓ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

２ ２ 玉米苗期缺苗率与产量损失的关系

不同缺苗率对玉米单株穗重、穗长、穗粗、秃尖

长及双穗率均无显著影响，二点委夜蛾虫口密度为

５ ～ ３０ 头 ／株时，单株穗重在 ２６０ ７ ～ ３０６ ０ ｇ 之间，
穗长在 １９ １ ～ ２０ ４ ｃｍ 之间，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虫口密度为 １、３ 头 ／株时，缺苗率、产量损失均与对

照相 同； 虫 口 密 度 为 ５ 头 ／株 时， 产 量 损 失 为

１０ １％ ，显著低于 ２０、３０ 头 ／株的处理；虫口密度为

１０、２０、３０ 头 ／株时，产量损失分别为 ２１ ３％ 、３６ ５％
和 ４２ ２％ ，三者间均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其

它处理。 玉米产量损失随玉米缺苗率的增大而增

大，玉米缺苗率与产量损失率的关系式为 ｚ ＝
０ ００３６ｙ２ ＋ ０ ３０７７ｙ － ０ ３５５３ （ Ｒ２ ＝ ０ ９６９１， Ｐ ＝
０ ０２７，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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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二点委夜蛾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ｔｈｅｔｉｓ ｌｅｐｉｇｏｎ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虫口密度
（头 ／株）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ａｒｖａｅ ／
ｐｌａｎｔ）

缺苗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 ）

产量损失
Ｙｉｅｌｄ ｌｏｓｓ

（％ ）

单株穗重
Ｅ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ｇ）

穗长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秃尖
Ｅａｒ ｔｉｐ⁃

ｂａｒｒｅｎｎｅｓｓ
（ｃｍ）

穗粗
Ｅａ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双穗率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ａｒｓ ｒａｔｅ
（％ ）

０ ０． ０ ± ０． ０ ｃ ０． ０ ± ０． ０ ｂ ２５５． ６ ± １３． ８ ａ １８． ９ ± ０． ５ ａ １． ９ ± ０． ３ ａ ５． ０ ± ０． １ ａ ０． ０ ± ０． ０ ａ
１ ０． ０ ± ０． ０ ｃ ０． ０ ± ０． ０ ｂ ２５５． ６ ± １３． ８ ａ １８． ９ ± ０． ５ ａ １． ９ ± ０． ３ ａ ５． ０ ± ０． １ ａ ０． ０ ± ０． ０ ａ
３ ０． ０ ± ０． ０ ｃ ０． ０ ± ０． ０ ｂ ２５５． ６ ± １３． ８ ａ １８． ９ ± ０． ５ ａ １． ９ ± ０． ３ ａ ５． ０ ± ０． １ ａ ０． ０ ± ０． ０ ａ
５ １９． ４ ± ７． ４ ｂｃ １０． １ ± ７． ９ ｂ ２８５． ５ ± ５． ７ ａ １９． ８ ± ０． ２ ａ １． ８ ± ０． ５ ａ ４． ９ ± ０． １ ａ ３． ３ ± ３． ３ ａ
１０ ２２． ８ ± ５． ９ ｂｃ ２１． ３ ± ６． ６ ａｂ ２６０． ７ ± １２． ５ ａ １９． １ ± ０． ６ ａ ２． ６ ± ０． ２ ａ ４． ８ ± ０． １ ａ １０． ４ ± ７． ５ ａ
２０ ４４． ４ ± ６． １ ａｂ ３６． ５ ± ４． １ ａ ２９５． ２ ± １４． ７ ａ ２０． １ ± １． １ ａ ２． ０ ± ０． ３ ａ ４． ９ ± ０． １ ａ １０． ８ ± ５． ８ ａ
３０ ４９． ６ ± １３． ８ ａ ４２． ２ ± １１． ０ ａ ３０６． ０ ± ２２． ９ ａ ２０． ４ ± ０． ８ ａ ２． ５ ± ０． ３ ａ ５． ０ ± ０． ２ ａ １１． １ ± １１． １ 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经 Ｄｕｎｃａｎ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Ｐ ＜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
ｂｌ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Ｐ ＜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Ｄｕｎｃａｎ’ ｓ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

２ ３ 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的防治指标

根据防治效果 Ｅ ＝ ９５ ０３％ ，折合防治成本 Ｃ ＝
１２ 元，经济系数 Ｆ ＝ ２，玉米平均每公顷单产 Ｙ ＝
９ ０００ ｋｇ，２０１４ 年玉米平均价格 Ｐ ＝ ２ ５ 元 ／ ｋｇ，得出

经济允许损失率 Ｌ ＝ １ ６８３７，则玉米缺苗率 ｙ ＝ ６ ２，
单株玉米二点委夜蛾数量 ｘ ＝ ３ １，即二点委夜蛾防

治指标为 ３ 头 ／株，此时玉米缺苗率为 ６％ ～７％ 。

３ 讨论

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指标是害虫田间防治的基

础，本试验模拟了二点委夜蛾幼虫的适生环境，研究

了不同密度的二点委夜蛾幼虫对玉米苗的为害情

况。 结果显示，在花盆笼罩的情况下，二点委夜蛾幼

虫可以吃光玉米叶片或在玉米茎基部钻蛀为害，玉
米缺苗率随虫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当虫口密度为

３ 头 ／株时，玉米叶片开始出现缺刻，但是由于玉米

苗自身的补偿能力，对产量无影响，与马继芳等

（２０１２）的研究结论一致；虫口密度为 ５ 头 ／株时，玉
米苗开始出现整株萎蔫，随着虫口密度增大，萎蔫株

的比例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虫口密度为 ２０ 头 ／
株时，整株萎蔫的比例最高，为 ４１ ４％ 。 同时，叶片

被吃光的比例随虫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虫口密度

为 １０ 头 ／株时，仅有 １ ９％叶片被吃光，虫口密度为

３０ 头 ／株时，被吃光比例升至 ２０ ７％ ，这种现象可能

是由于过高的虫口密度促使幼虫争夺食物，加快并

加重了对玉米苗的为害。
本研究表明，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虫口密度与

玉米缺苗率、产量损失率呈密切相关性，随着虫口密

度增加，玉米缺苗率上升，产量损失率增大。 这与文

丽萍等（１９９２）的研究结论相似，随亚洲玉米螟卵量

的增加，幼虫为害造成的蛀孔数增加，产量损失也增

加。 而张桂芬等（１９８９）认为玉米截形叶满和朱砂

叶螨的发生还与播期有关，而二点委夜蛾的发生是

否与播期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还发现二

点委夜蛾造成的玉米缺苗对玉米的单株穗重、穗长、
穗粗、秃尖长及双穗率均无显著影响，而文丽萍等

（１９９２）认为玉米雌穗长度随亚洲玉米螟卵量的增

加而缩短、百粒重也下降，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亚洲

玉米螟与二点委夜蛾的为害方式不同所致。
按照防治的直接收益和成本，得出玉米苗周边

约 ０ １ ｍ 直径范围内二点委夜蛾虫口密度为 ３ 头 ／
株时为防治阈值，此时玉米缺苗率为 ６％ ～ ７％ 。 胡

英华等（２０１３）研究得出二点委夜蛾的防治指标为

每 ９ 株玉米 ０ ９２ 头幼虫，与本研究结果相差较大，
这可能与试验条件及计算依据不同。 胡英华等

（２０１３）选取玉米田间捕获的试虫，幼虫整齐度不一

致，试验田开放实施，且切断二点委夜蛾幼虫的其它

食物来源及自由活动，这可能会加重二点委夜蛾的

为害；而本试验由于用虫量大，模拟田间覆盖麦草间

接为二点委夜蛾提供了食物来源，使用花盆限制了

幼虫的移动，不存在转株为害（江幸福等，２０１１；马
继芳等，２０１２），减轻了对玉米苗的为害。 其次，胡
英华等（２０１３）的计算是根据自己调查的防治成本

及防治效果进行的，而本试验参考了柴同海等

（２０１２）的研究结果，使二点委夜蛾的防治指标更加

准确、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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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是在人工模拟田间环境中进行的，条件

可控，并排除了其它食叶害虫及地下害虫的影响，因
此本研究结果对田间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幼虫防控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防治指标并不是一定

的，会因作物品种、产品价格、防治成本、防治效果及

环境条件等不同而变化。 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防
治指标制定时也可能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本研究得

出的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防治指标也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具体数值还需结合实际投入和产出费用以确

定是否采取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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