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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研究田间烟盲蝽的种群数量动态。表明 :田间烟盲蝽数量存在年度间差异 ,单株虫口密度与烟草

丛枝症病发生率呈正相关。不同龄期烟盲蝽传毒测定结果表明 ,在 1～12 h 内 ,烟盲蝽取食时间增加其传毒率增

强 ,在相同时间内若虫的传毒率高于成虫 ,4 龄若虫传毒能力最强 ,获毒 6 h 就可使 80 %的烟株发病 ;3 龄若虫传毒

能力强于 2 龄和 5 龄 ,1 龄若虫传毒能力最弱。烟盲蝽为非持久性传毒 ,其带毒时间为 5～8 d ,3 龄若虫带毒持续时

间最长。以上结果说明 ,虽然烟盲蝽在田间发生的数量比较低 ,但它的传毒能力强 ,因此对于烟盲蝽的防治应引起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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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dynamics of Cyrtopeltis tenuis (Reuter) and

virus transmission by it s different instars

Li Zhengyue1 ,2 , Zhang Qingw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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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Kunming 650201 , China)

Abstract 　Tobacco witches’broom symptom dis eas e ( TWBSD) is caus ed by tobacco bushy dwarf virus ( TBDV) . In2
s ects are the main approach of the dis eas e spread. As a main ins ect vector of TWBSD ,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o2
bacco leaf bug ( TLB) Cyrtop eltis tenuis (Reuter)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BDV by its different ins tars were s tudied.

The res ults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LB changed from year to year. The density of TLB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cidence of TWBSD. Different ins tars had different cap acities to transfer the virus . During early 12 h , the

transmission cap acity increas ed with feeding time . The average rate of virus transmission by nymph was higher than

that by adultThe 1s t s tage of TLB had alowest cap acity of virus transmission. However , the 4th s tage of ins tars had a

highest cap acity of virus transmission , inducing 80 % TWBSD occurrence . The virus could keep alive in TLB for about 5

- 8 days , longest in the 3rd s tage of ins tars .

Key words 　Cyrtop eltis tenuis (Reuter) ; tobacco witches’broom symptom dis eas e ; virus transmission ; field popula2
tion dynamic

　　云南烟草丛枝症病害 ( tobacco witches’broom

symptom disease , TWBSD) 病原为“烟草簇矮病毒”

(tobacco bushy dwarf virus , TBDV) [1 ] 。该病毒可

经蚜虫、烟盲蝽、叶蝉等媒介昆虫传染 ,也可经菟丝

子、嫁接、摩擦接种等途径传染[2 ] ,而病残体、土壤

和种子不传毒 ;所以控制虫媒是预防此病害的有效

方法。对于主要传媒昆虫烟蚜和烟盲蝽的防治 ,国

内外目前主要局限于烟蚜[3 ] 。

烟盲蝽 Cyrtopeltis tenuis ( Reuter) 除可捕食烟

粉虱、温室白粉虱等[4 ]外 ,主要危害烤烟、旱烟、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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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和芝麻等[5 ] ,除取食危害外 ,还能传播多种烟草

病毒 ,引起间接危害 ,严重威胁烟叶生产。烟盲蝽的

传毒研究始于 1967 年 La 等对其传播泡桐丛顶病毒

(paulownia witches’2broom virus) [6 ] ,之后有关于其

在泡桐、长春花上传播泡桐丛顶类菌原体的报

道[7 ] ,李凡等[2 ]和严乃胜等[8 ]报道烟盲蝽也可传播

云南烟草丛枝病。笔者研究了烟盲蝽在烟田的种群

动态和室内烟草上的传毒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111 　田间调查

1)烟盲蝽调查。试验分别于 2002 和 2003 年在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大理州烟草科研所试验样板田

进行 ,试验地面积 1617 hm2 ,供试品种为 K326 ,农事

操作按云南省烟草栽培规范进行。取样调查时间均

从烟草移栽返青以后开始 ,在试验地中随机抽样选

择 5 块长势一致的烟田 ,每块田作为 1 个调查点 ,每

一调查点分东、南、西、北、中 5 个方位调查 ,每个方

位随机调查 4 株烟 ,共调查 20 株 ,5 块田共调查 100

株。每隔 5 d 调查 1 次 ,至烟草成熟采烤时结束。

每次调查时鉴定并记录每株烟上的虫数。数据在统

计软件 SAS 6112 上处理。

2)烟草丛枝症调查。2002 年于调查烟盲蝽的

烟田中随机取 5 点 ,每点调查 20 株烟 (4 行 ×5 株/

行) ,共 100 株 ,调查时间与烟盲蝽调查同时进行。

调查中出现的病株及时拔除并带出田外。

112 　待测烟株、病原和虫源的获得

1)营养土准备和无毒烟苗的培育。从云南农业

大学教学实验农场中获取土壤 ,经纱网筛后 ,用上海

医用核子仪器厂生产 ,型号为 YXO SG1280 的电热

高压消毒器灭菌 30 min ,放置 1 d ,加入适量腐殖土、

厩肥和烟草专用复合肥 ,拌匀 ,装于塑料花盆 (高 30

cm ,直径 15 cm)中待用。烟草种子选用云南省主栽

烟草品种 K326 (云南烟草公司提供的包衣种) 。用准

备好的营养土在室内用育苗盘 (40 cm ×32 cm ×6

cm)育苗 ,烟株长到 5 片叶时移栽到塑料花盆中 ,再

用直径 20 cm ,高 50 cm 的纱笼分别罩在每一烟株

上 ,防止其他昆虫的感染。置于温室中培育待用。

2)病原的获得。将从云南大理烟田采集到的典

型丛枝病烟株用摩擦接种方式接于室内栽种的健康

烟株 (品种为 K326) 上 ,待其发病后作为病原烟株

待用。

3)虫源。烟盲蝽采自云南农业大学教学实验农

场无病烟田 ,将采集的烟盲蝽若虫及成虫饲养在预

先准备好的无毒烟苗上让其产卵 ,卵一孵化就将若

虫移到另一株无毒苗上饲养 ,作为供试虫源。

113 　烟盲蝽不同龄期传毒测定

1)获毒时间测定。将供试烟盲蝽 1 至 5 龄若虫

和成虫饥饿 1 h ,分别进行 15 和 30 min 及 1、2、4、

6、12、24 和 48 h 获毒处理 ,然后统一传毒 72 h ,置

于有防虫网的温室内按常规方法管理 ,每个处理 10

株烟 ,每株烟接虫 10 头 ,观察不同获毒时间的发

病率。　　

2)带毒持续时间测定。将供试烟盲蝽 1 至 5 龄

若虫和成虫饥饿 1 h ,移至病原烟株上获毒 24 h ,然

后分别放到无毒健康烟株上取食 2、4、6 和 12 h 及

1、2、⋯、9 d 后转移至待测烟株自由取食。在转移

前 ,将取食时间 2 d 以上的带毒虫每隔 2 d 转移一次

至另一无毒烟株上 ,以避免其重复获得毒源。每个

处理 10 株烟 ,每株烟接虫 10 头 ,接虫后开始观察发

病情况并记录发病率。

2 　结果与分析

211 　烟盲蝽田间种群数量消长规律

田间调查结果显示 ,烟盲蝽数量较低。2002 年

每烟株烟盲蝽平均数量最多时为 6 月 1 日 ,东部调

查点 8 头 ,南部调查点为 614 头 ;其次是 6 月 21 日 ,

南部和北部调查点烟盲蝽平均数量均为 614 头。8

月底以后 ,烟盲蝽数量急剧下降 ,9 月中旬以后均为

零 (图 1 (a) ) 。2003 年烟盲蝽于 5 月 19 日起开始出

现 ,但数量比 2002 年更低 ,每烟株平均数量 < 2 头。

6 月 19 日东部调查点和 7 月 8 日南部调查点烟盲

蝽平均数量最多 ,均为 2 头 (图 1 (b) ) 。t 测验结果

表明 ,烟盲蝽数量在年度间存在差异 ,但同一调查时

间东南西北中 5 个方位间烟盲蝽数量均无显著差

异 ,说明田间调查取样方位对结果的影响不大。

212 　烟田虫口密度与烟草丛枝症病害的关系

烟草丛枝症病害的发生与田间烟株上单株烟盲

蝽的平均虫口密度呈正相关 (图 2) ,虫口密度越大 ,

发病率越高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单

株平均最高虫口密度出现于 2002 年 6 月 1 日 ,为每

株 612 头 ;最高发病率出现于 6 月 6 日 ,为 11 %。8

月下旬以后未发现新发病烟株。

213 　不同龄期烟盲蝽传毒测定

不同龄期的烟盲蝽传毒能力存在差异 (图 3

(a) ) 。成虫和 2 龄以上若虫可传播病毒的最短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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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方位单株烟盲蝽数量差异
Fig. 1 　Numbers of C. tenuis investigated at five

orientations of tobacco field

图 2 　烟田单株烟盲蝽虫口密度与烟草丛枝

症病害发病率的关系( 2002 年)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sity of C. tenuis

and disease incidence (2002)

时间为 015 h 以上 ,1 龄若虫则需 1 h 以上 ,且其传

毒能力均低于成虫及其他各龄若虫。从整体上看 ,

在 1～12 h 内 ,随取食时间的增加烟盲蝽传毒能力

增强 ,相同时间内 2～4 龄若虫的传毒能力均高于成

虫。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015 h 以前和 12 h 以后不

同处理时间烟株发病率的差异均不显著 ,处理 1、2、

4、6 和 12 h 的烟株 ,其发病率之间均有极显著差异。

各龄期烟盲蝽传毒能力不同 ,4 龄若虫传毒能力最

强 ,获毒 6 h 就可使 80 %的烟株发病 ;3 龄若虫传毒

能力强于 2 龄和 5 龄 ;1 龄若虫传毒能力最弱。2～

5 龄若虫与 1 龄若虫和成虫的传毒能力有极显著差

异 ,但 1 龄若虫与成虫的传毒能力无显著差异 ,3、4

和 5 龄若虫的传毒能力差异也不显著。

带毒持续时间测定表明 ,烟盲蝽的带毒持续时

间为 5～8 d ,不同龄期的带毒持续时间不同 (图 3

(b) ) 。1 龄和 2 龄若虫分别于获毒 5 和 6 d 后即完

全失去传毒能力 ,3 龄若虫的带毒持续时间却可达 8

d 左右。4、5 龄若虫和成虫之间的带毒能力差异不

显著。

图 3 　烟盲蝽不同龄期获毒时间和带毒持续

时间与发病率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mes for acquiring and

keeping TBDV of different instars of C. tenuis

and disease incidence respectively

3 　结论与讨论

1)烟盲蝽的田间调查结果表明 ,在不同方位取

样样本间无显著差异 ,但年度间差异明显。造成差

异的主要原因是年度间气象条件、田间栽培管理等

因素。如 2003 年大理巍山样板田全部采用漂浮育

苗 ,提高了烟苗的抗病力 ,减少了病毒初侵染源的来

源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未发现烟草丛枝症病害。

2) 2 年田间调查中烟盲蝽数量较少 ,这可能是

因为烟盲蝽的整体发生量少 ,加上烟农喷药防治蚜

虫的同时也有效地压低了烟盲蝽虫口密度 ;但烟盲

蝽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昆虫 ,传播植物病毒病造成

的间接危害远远大于其直接危害。另外 ,防治过程

中由于农药的使用不当 ,很可能使其由次要害虫种

类上升为主要害虫。因此 ,应重视对烟盲蝽的防治 ,

要将其作为主要害虫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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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间烟株上单株烟盲蝽的平均虫口密度与烟

草丛枝症病害的发病率呈正相关。其发病高峰在虫

口密度达到最大以后的第 5 天调查时出现 ,说明烟

草丛枝症发病的潜育期为 4～5 d。8 月下旬以后未

发现新发病烟株的原因可能是烟株进入采烤期 ,其

抗感病能力强。

4)严乃胜等[8 ]认为在 1～6 h 范围 ,相同时间内

烟盲蝽若虫的获毒率高于成虫 ,但其未对不同龄期

烟盲蝽的传毒能力进行比较。本研究测定结果表

明 :在 1～12 h 范围内 ,随取食时间的增加烟盲蝽传

毒能力增强 ;在相同时间内若虫的平均传毒能力高

于成虫 ,说明若虫的获毒量整体大于成虫 ,但各龄若

虫之间传毒能力存在一定差异。1 龄若虫的获毒能

力较低可能是其活动能力弱 ,取食量小的原因。

5) Gibb 和 Randles[9 ]认为烟盲蝽的唾液腺与传

毒无关 ,其传毒方式仅仅是带毒转移。本研究对烟

盲蝽带毒持续时间的测定结果表明 ,烟盲蝽携带烟

草簇矮病毒 ( TBDV) 的持续时间只有 1 周左右 ,与

其携带烟草花叶病毒 ( TMV) 的时间相当[10 ] ,说明

烟盲蝽的传毒为非持久性传毒。其带毒部位和病原

是否具有循回期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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