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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马属缨翅目蓟马科，是农作物上的一类重要
害虫。近年来，随着保护地蔬菜的迅速发展，蓟马
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温室大棚蔬菜上的主要害虫之
一。自 2012年在敦煌市莫高镇苏家堡、七里镇杜
家墩等温室辣椒、黄瓜等作物上发现蓟马为害以来，
目前已在全市温室瓜类、茄果类蔬菜上普遍发生并
进一步扩散蔓延，已成为继蚜虫、烟粉虱之后的又
一大日光温室蔬菜害虫，严重影响蔬菜的品质，导
致商品性下降、经济效益降低。为指导农民搞好日
光温室蓟马的防治工作，降低损失，我们对日光温
室蓟马的为害特点、生活习性及其发生规律进行了
研究，提出了综合防治技术措施。
1 为害特点
蓟马的成虫、若虫以锉吸式口器锉吸寄主叶

片、花萼片等组织的表皮下液汁，产卵也能造成
为害，使叶片呈现密集的长形黄白或灰白色小斑
点，或呈胶状明亮斑点，同时传播病毒病。蓟马
在敦煌市主要为害日光温室辣椒、黄瓜、西葫芦、
西瓜等作物，以辣椒虫口密度最大，危害最重。
叶片被害时，起初叶面上出现灰白色的失绿点
（虫口密度大、受害严重时叶缘卷曲不能伸展，叶
肉出现黄色锉伤点，似花叶状），逐渐变黄、变
脆，易脱落；花被害时大量脱落；新梢顶芽受害
时生长点受抑制，出现枝叶丛生或顶芽萎缩现象；
幼嫩果实被害后果柄部位发黑，严重时造成落果。
2 生活习性
蓟马系小型昆虫，具有趋嫩绿的习性，主要

在寄主作物嫩茎、嫩叶、花、腋芽上发生为害。
其繁殖能力很强，在温室内的稳定温度下，1 a可
发生 10～13代。雌成虫主要进行孤雌生殖，卵散
产于叶肉组织内，每头雌成虫正常产卵 22～35
粒，最多达 229粒，卵期在 6—7月份，仅 6 d左
右。蓟马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条件，最适温度
23～28℃，湿度 40%～70%，当湿度达 100%、温

度达 31℃时若虫发育受阻，甚至死亡。
蓟马属不完全变态类型，全生育期分为卵、

若虫、成虫 3个阶段。成虫体棕色，体长 1.2 mm
左右，怕见光，对蓝色具有趋向性，多在寄主植
物的叶背面或花内为害，阴天、早晨、夜间才在
寄主表面活动，能飞善跳，可借助自然力迁移扩
散，扩散蔓延速度快。若虫体淡黄色，体长 0.8
mm左右，主要在寄主植物的中上部嫩茎、嫩叶背
面发生为害。卵乳白色，0.2 mm左右，浅嵌于嫩
叶叶肉组织内。
3 发生规律

蓟马在敦煌市一年四季均有发生，春、夏、
秋季主要在露地发生，冬季主要在温室中。一般 8
月份开始由露地作物向保护地作物上迁移， 10月
下旬至 11 月上中旬在温室内形成第 1 个发生高
峰，12月份随着气温的降低，虫口密度下降，至
翌年 2月底虫口密度均保持较低的水平；自 3月
份开始，随着气温升高，虫口密度迅速上升，6—
7月份出现第 2个高峰期，并随温室放风次数增加
和时间的延长开始向外迁飞。
4 综合防治技术
4.1 农业防治

及时整枝打杈、摘除老叶、拔除杂草，带出
温室深埋或烧毁，以降低室内虫口基数。适时浇
水，防止干旱，消灭土壤中的若虫，恶化蓟马的
生存环境。加强肥水管理，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
促进植株健壮生长，提高植株的抗逆性，一定程
度上也可减轻危害。
4.2 物理防治

利用蓟马趋蓝色和黄色的习性，在田间设置
蓝色和黄色粘板诱杀成虫。通常每隔 3.6 m呈“之”
字形悬挂，粘板底部与作物顶端持平。同时，为
防止蓟马扩散蔓延，可于 3月底 4月初在温室放
风口处加盖防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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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药剂防治

可选用生物农药 0.6%烟碱·苦参碱乳油 2 000
倍液，或 0.5%藜芦碱可湿性粉剂 600～800倍液喷
雾防治，间隔 10 d喷 1次，连喷 2～3次。也可选
用化学农药 5%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2 500倍液，或
25%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 000倍液喷雾防治，间隔
10 d喷 1次，连喷 2～3次。或用 68%虫菌双杀烟
雾剂 4.8～6.0 kg/hm2进行熏蒸防治，间隔 10 d熏

1次，连防 3次。
药剂防治应在 10：00时以前进行，重点喷花、

幼果、顶尖及嫩梢部位，做到细致均匀。为提高
防治效果，减少蔬菜农药残留，建议在蓟马初发
生期选用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发生危害高峰期化
学农药与生物农药交替使用。

（本文责编：王建连）

灌区玉米全膜平铺覆土穴播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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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制种业和草食畜牧业的发展，玉米成为甘
肃省灌溉区的重要作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生产
效益是灌区农业研究的重点。玉米全膜平铺覆土穴
播栽培技术是古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小麦覆土
穴播技术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节水农业新技术，该
技术解决了传统地膜玉米苗穴易错位、出苗率低、
人工放苗劳动强度大等问题，且具有覆盖抑蒸、节
水保墒、机械覆膜作业容易、抑制杂草、提高产量
等优点，较半膜覆盖栽培节水 3 000 m3/hm2，较半
膜覆盖栽培提高饲用玉米产量 2 250 kg/hm2 以上，
较半膜覆盖栽培提高制种玉米产量 1 350 kg/hm2以
上。适宜在土壤为壤土和砂壤土，年降水量在 300
mm以下，年蒸发量 2 000 mm以上，地下水位较
低，春季风沙大的水川灌溉区推广。
1 选地整地
选择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力中等不易板

结的壤土和砂壤土。前茬以禾本科、豆类、马铃
薯为佳，也可连作，但最好 3 a轮作倒茬 1次。前
茬作物收获后深耕晒垡，及时耙耱保墒并进行镇
压。覆膜播种前用旋耕机旋耕，做到土粒、残留
根枝叶细碎，地面平整无坷垃。
2 施肥及土壤处理
覆膜前将 40%乙·莠可湿性粉剂 750 g/hm2，或

甲·乙·莠悬浮剂 1 200 mL/hm2对水 750 kg均匀喷
洒地面防除杂草。播前结合旋耕施优质农肥
60 000 kg/hm2、磷酸二铵 450 kg/hm2、尿素 300

kg/hm2、硫酸锌 30 kg/hm2。
3 覆膜覆土
选用厚度 0.008～0.010 mm、幅宽 120 cm的地

膜。用甘肃酒泉铸农农机有限公司或甘肃定西市
三牛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履带式传输覆
膜覆土机一次性可完成旋耕、取土、镇压、覆膜、
覆土及平整作业。覆土厚度（1.0±0.5）cm，全地面
平铺地膜，不开沟压膜，下一幅与前一幅膜要紧
靠对接，不留空隙，不重叠。机械覆膜作业具有
作业速度快、覆土均匀、覆膜平整、减轻带动强
度、有效防止地膜风化损伤和苗孔错位等优点。
如果土壤较粘重，出苗时遇雨水容易板结，可在
覆膜覆土机的出土板上按行距制作 5 cm的分土器，
覆膜覆土时在膜面形成 5 cm的播种行。
4 播种
当 5～10 cm土层地温稳定在 10℃以上时即可

播种。播种深度 3～5 cm，每穴播 2～3 粒种子，
每幅膜种 3行，行距 0.40 cm。饲用玉米株距 0.25
cm，保苗密度为 104 220 株 /hm2；制种玉米株距
0.24 cm，保苗密度为 100 000株 /hm2。播种密度也
可根据品种、土壤肥力、施肥水平和生产条件等
具体情况增减。
5 苗期管理
如因少量穴苗错位造成膜下压苗，应及时放

苗封口。少量杂草钻出地膜时需人工铲除。3～4
叶期间苗，去掉弱苗；5～6叶期定苗，每穴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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