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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芫菁在民乐县的发生与防治
巴兰清，柴武高

（甘肃省民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甘肃 民乐 734500）

豆芫菁（Epicauta chinensis Laporte）属于鞘翅
目芫菁科芫菁属［ 1］，主要为害豆科植物，也可危

害马铃薯、甜菜、油菜、玉米等作物。民乐县地

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近年来随着气候环

境条件的不断变化，冬季气温偏高利于豆芫菁的

幼虫越冬存活，春夏两季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利

于豆芫菁的化蛹、羽化和取食危害［ 2～3］。同时由于

种植结构的调整变化，马铃薯面积由 2007 年的

0.53万 hm2增加到 2014年的 1.67万 hm2，黄芪由

零星种植到 2014年达到了 4 500 hm2，油菜种植面

积常年稳定在 3 300 hm2左右，为豆芫菁提供了充

足的食料，因此豆芫菁发生面积逐年加大，已成

为为害马铃薯、油菜、豌豆、黄芪、甘草等作物

的主要害虫，给民乐县的农作物生产安全构成了

一定的威胁。为了更好地控制豆芫菁，近年来我

们对该虫的生活习性、为害特点进行了观察和研

究，初步掌握了豆芫菁在民乐县的发生规律和综

合防治措施，现总结如下。

1 生活习性
豆芫菁在民乐县 1 a发生 1代，以第 5龄幼虫

在土中越冬，翌年继续发育至第 6龄幼虫，再化

蛹。6月上旬出现羽化成虫，开始取食为害，以作

物开花前后为害最重。据费永祥等于 2008年 6月

13日在民乐县南丰乡、山丹马营乡新泉村等地的马

铃薯田块调查，发生较轻区域，平均 13.7 头/m2，

多者可达 30头/m2［ 2］。我们于 2008年 6月 25日在

民乐县民联乡龙山、杨庄等村的制种油菜田调查，

平均 22头/m2。从 6月中下旬至 8月中旬是成虫取

食危害期，为害各种豆科植物、甜菜、油菜和马

铃薯等作物，并交尾产卵。卵块菊花状，多产于

田间土壤缝隙土穴中和田间地埂处。幼虫孵化后

生活于土中，9月中旬发育至 5龄幼虫，准备越

冬。成虫夜伏昼出，多在晴朗无风的白天取食、

交尾，活泼善爬，群集危害性强，每株集虫十几

头，喜在作物中上部、顶端部位取食和交尾，一

般在 12：00时前，或 16：00— 19：00时活动最盛。

受惊或遇敌时，迅速飞逃或坠落地下。豆芫菁食

量很大，猖獗时几小时即可将植株叶片和嫩茎吃

光。其腿节末端也可分泌含有芫菁素（别称斑螫

素）的黄色液体，如人体皮肤触及，可刺激皮肤红

肿发痒，并生水泡。成虫产卵期 4～5 d。产卵时

先在地面用口器和足掘一卵穴，产卵其中，再用

泥土封塞穴口，每穴产卵 70～150粒，呈菊花状

排列。每雌虫产卵 400～500粒，卵期 20 d左右。

幼虫孵化后生活在土中，以蝗卵为食料，也可食

害大豆、马铃薯等作物根部，如缺食物，则 10 d

内可死亡。幼虫老熟后即可在土中化蛹，蛹期

10～15 d。成虫寿命 30 d左右。

摘要：观察总结了豆芫菁在民乐县的生活习性及为害特点，提出了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农业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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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大棚葡萄定植当年套种花生栽培技术

2 为害特点
豆芫菁主要为害豆类作物，同时还为害油菜、

马铃薯、玉米、甜菜等作物。主要以成虫群集为

害，大量取食寄主叶片、花瓣乃至果实，尤喜食

嫩叶，仅留叶脉，吃光后又转移为害。食料缺乏

时，也可取食老叶及嫩茎，特别是靠近荒山、荒

滩及河滩、地埂、地头、路边的农田虫口密度大，

为害严重。虫口密度大的地方可将植株叶片吃光，

嫩茎受害，影响植株正常生长与结实，降低作物

的产量和品质，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3 防治措施
3.1 物理防治

在成虫发生为害期用捕虫网人工网捕成虫。
也可利用成虫白天多在植株顶端活动和群集为害

的习性，于清晨用网捕杀，减少田间虫口密度。

3.2 化学防治

当田间发现有成虫为害时，用 1.8%阿维菌素

乳油 1 500倍液，或 50%辛硫磷乳油 1 000倍液，

或 2.5%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2 000倍液，或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 000倍液喷雾防治，每 7 d喷

1次，连喷 2～3次，交替喷施，喷均喷足，农田

周边田埂杂草也要喷到。

3.3 农业防治

害虫发生严重地区或田块，收获后及时深耕

翻土，将正在越冬的豆芫菁幼虫翻入深土层中，

打乱或破坏其生存环境［ 4］，消灭大部分土中虫蛹，

减少翌年为害。靠近农田的荒滩若蝗虫发生较重，

要及时消灭蝗，控制蝗虫产卵，减少豆芫菁幼虫

的食料，以消灭豆芜菁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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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大棚建造、整地选地、品种选择、施基肥、葡萄定植、花生播种、田间管理等方面总结了当年塑
料大棚栽植葡萄套种花生高效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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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县地处甘肃省的最西端，年均气温 8.8

℃，≥ 10℃的积温 3 661.5℃，全年日照总时数

3 360 h，年均降水量 45.7 mm，年蒸发量 3 140.6

mm，无霜期 138～146 d。日照充足，光热丰富，

土质良好，灌溉条件优越，适宜于林果及经济作

物生长。近年来瓜州县积极发展葡萄、大枣等林

果种植业，虽然经济效益高，但见效周期长，特

别是大棚种植葡萄一次性投入大，给农民造成很

大经济负担。根据当年葡萄植株相对矮小，田间

空地大的实际，2013年瓜州县农业技术人员尝试

在当年大棚葡萄行间套种花生，并取得成功。

2014年在瓜州县西湖乡塑料大棚葡萄中套种花生

面积 16 hm2，花生平均产量 3 750 kg/hm2，收入

18 750元 /hm2。不但可以大大的提高土地和光热

资源利用率，而且花生秸秆还是发展养殖的优质

饲草，同时有效解决农户种植塑料大棚葡萄当年

无收入的问题［ 1～5］。

1 塑料大棚建造及选地整地

塑料大棚采用镀锌钢拱架，聚乙烯无滴膜覆

盖，坐北朝南、东西延长建造。跨度 8 m，高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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