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甜叶菊又名甜菊、甜草、甜茶，系多年生菊科草本植
物， 是一种重要的新型糖料栽培作物，20 世纪 70 年代
末引入中国并在全国各地开始种植推广，现已在全国逾
20 个省 （市） 种植， 种植面积占全世界总种植面积的
80%以上，年产量约 2 000 t，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90%。

甜叶菊所含的甜菊糖甙具有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肥
胖症、小儿龋齿，调节胃酸，恢复神经疲劳等功效，已广
泛应用于饮料、食品、医药、酿酒、烟草和日用化工等用
糖领域之中。 在甜叶菊生长旺盛的 6—8 月份，随着气
温的升高， 各种虫害也渐入相应的高峰期而为害甜叶
菊，常见的虫害有蚜虫、蝼蛄、地老虎、夜蛾、尺蠖等。

甜叶菊虫害防治应严格按照防治指标进行，对于单
位面积未达到防治指标的，可不防治，而达到防治指标
的要严格控制用药量和用药次数， 收获前 15 d 严禁用
药。 为避免盲目用药及减少喷药次数，生产中应积极采
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在了解病虫生活习性规
律的基础上，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防治，从而
达到经济、无公害化的虫害防治效果。

1 蚜虫

1.1 危害特征及发生规律

蚜虫个体细小，繁殖力及适应力强，以刺吸式口器
吸食甜叶菊汁液为害植株新芽、嫩叶，造成叶片卷曲、皱
缩、畸形，植株矮小，诱发花叶病毒病，严重影响甜菊产
量，尤其干旱无雨天气为害更严重。
1.2 防治方法

结合间苗和除草，并及时清洁田园，以减少蚜虫来
源；利用蚜虫对黄色有较强趋性的原理，在田间设置黄
板，上涂机油或其他黏性剂吸引蚜虫并杀灭； 利用蚜虫
对银灰色有负趋性的原理 ， 在田间悬挂银灰膜 ，每
667 m2用膜 5 kg， 驱避蚜虫； 利用黑光灯诱杀蚜虫，因
为蚜虫具有很强的趋光性，为此把事先制成的黑光灯置

于蚜虫大量发生的植物地点，诱杀效果极为显著。另外，
药剂可用 50％避蚜雾可湿性粉剂或抗蚜威可湿性粉
剂，每 667 m2用 10~18 g，兑水 30~50 kg 喷雾。 此剂专
门防治蚜虫，不杀伤天敌和蜜蜂，尤其适用于采种田。还
可以使用一遍净或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每 667 m2

用量 5~10 g，兑水 100 kg。

2 蝼蛄

2.1 危害特征及发生规律

蝼蛄以成虫和若虫在土中取食刚播种的种子和幼

芽，或咬断幼苗的根茎为害甜叶菊。除直接取食危害外，
蝼蛄形成的隧道又可使幼苗根系与土壤脱离不能萌发、
生长，进而枯死，造成缺苗断垄或植株萎蔫停止发育。
2.2 防治方法

毒饵诱杀：用敌百虫、辛硫磷或二嗪农等稀释 5 倍
液与炒香的麦麸、豆饼或棉籽饼拌成潮湿毒饵，于傍晚
分成小堆分散施于田间，可诱杀蝼蛄；灌药毒杀：在受害
植株根际或苗床浇灌 50%辛硫磷乳油 1 000 倍液；蝼蛄
有趋光性，可设黑光灯诱杀成虫，特别是降雨之前或天
气闷热时，诱杀效果明显。

3 地老虎

3.1 危害特征及发生规律

地老虎属地下害虫，以第一代幼虫为害严重，各龄
幼虫生活和为害习性不同。 1龄和 2龄幼虫昼夜活动，啃
食心叶或嫩叶；3 龄后白天躲在土壤中，夜出为害，咬断
幼苗基部嫩茎，造成缺苗；4龄后幼虫抗药性大大增强。
3.2 防治方法

清除田地及周围杂草和杂物，以减少虫源，降低虫
口密度；利用黑光灯和糖醋液诱杀成虫是防治地老虎的
上策，可大大减少第一代幼虫的数量；杂草是成虫产卵
的主要场所，也是幼虫转移到幼苗上的重要途径，彻底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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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甜叶菊栽培年限的延长,虫害呈逐年递增的趋势,针对蚜虫、蝼蛄、地老虎、夜蛾、尺蠖等甜叶菊主要虫害的发生特

征和规律,提出了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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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来源：4-01A×03-37-1。 母

本 4-01A 雄性不育系的不育源来
自“晋丰”萝卜品种，采用“一母多
父”的测交方法选育而成；父本 03-
37-1 是外引品种“青光二号”经多
代自交分离选育而成。试验名称“丰

润一代”。
特征特性：杂交一代秋萝卜品种。

中熟，生育期 80～90 d，叶丛半直立，
单株叶重 0.5 kg 左右。 肉质根长圆
柱形，根长 35 cm 左右，粗 7～8 cm，
平均单根重 1.8 kg。 表皮光滑，出土
部皮绿色，入土部皮白色，近 1/2 露
出地面。生食无辣味或微辣，适口性
较好。

品质分析：山西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实验室品质分析检测 ， 干物质
7.06%， 可溶性总糖 （以葡萄糖计）
3.26%，Vc 含量 11.66 mg/100 g，粗
纤维 0.59%。

产量表现：2010—2011 年参加
山西省秋萝卜试验， 两年平均产量
为 85 617 kg/hm2，比对照丰光一代
（下同 ） 平均增产 4.0% 。 其中
2010 年平均产量 85 236 kg/hm2，比
对照增产 5.1%；2011 年平均产量为
85 999.5 kg/hm2，比对照增产 2.9%。

栽培要点：太原地区 7月下旬至
8 月上旬露地直播，10 月中旬至下
旬收获。行距 50 cm，株距 40 cm，平
畦条播或高垄穴播均可， 有条件最
好采用垄作栽培。

适宜区域：山西秋冬季节栽培。
（完）

除杂草，并及时移出田外，勿乱放乱扔；可用 50%辛硫磷乳
油 1 000 倍液或用 20%速灭杀丁乳油 40 mL 兑水 50 kg
作地面喷雾；保护和利用其天敌寄生蜂、寄生蝇等。

4 夜蛾

4.1 危害特征及发生规律

该虫食性广、食量大，以幼虫咬食植物叶片，低龄幼
虫啃食下表皮及叶肉， 仅留上表皮及叶脉，4 龄以后咬
食叶片，仅留主脉，大发生时幼虫密度大，可将全田吃成
光秆，以致绝收。 夜蛾每年发生代数多，发生量大，抗逆
性强，易暴发成灾。
4.2 防治方法

秋收之后进行深耕、冬灌杀灭越冬虫蛹，降低来年
的虫口基数；人工摘除卵块，将幼虫消灭在分散为害前
（夜蛾类害虫产卵较为集中，因此成虫产卵期，可在田间
人工摘除卵块，集中销毁）；在夜蛾成虫盛发期，在田间
悬挂性诱剂和诱捕器，能诱杀大量成虫，减轻发生程度；
夜蛾类幼虫的关键期在 3 龄以前， 可选用 2.5%敌杀死
1 000~1 500倍液、20%速灭杀丁 1 500 倍液、5%抑大保
1 000~2 000 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 1 000~1 500 倍

液等喷雾防治， 喷药时注意多种药剂交替轮换使用，以
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对于 3 龄以后的幼虫，在防治时要
注意喷药时间，尽量选择在清晨或傍晚进行。

5 尺蠖

5.1 危害特征及发生规律

该虫属专性滞育的害虫，每年发生 1 代，以蛹在土
壤内越夏、越冬，形似小枝或叶柄，幼虫蚕食嫩叶，严重
时整株被害光秃，片叶不留。
5.2 防治方法

优化生态环境，尽量减少用药次数，保护捕食性和
寄生性天敌，如鸟类、寄生蜂等；结合土地翻耕、施基肥
清除落叶，深埋虫蛹；在发蛾期还可利用性诱剂诱杀雌
性成虫；尺蠖成虫具有趋光性，在发蛾期间可利用频
振式杀虫灯进行诱杀 ，减少产卵量 ；可选用 5%氟虫
脲1 500~3 000 倍液或氯氰菊酯 2 000 倍液、1.8%阿维
菌素 2 500倍液、1%苦参碱 1 200倍液下午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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