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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玉溪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玉溪市植保植检站、浙江大学、江川区九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玉溪市农业

科学院、 峨山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红塔区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江川区农业科学技术服务站、玉溪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江川区江城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树明、王田珍、冯凡、王众举、何云川、沈祥宏、马丽华、王坤红、周文武、

赵艳梅、李竑阳、宁锦程、王吉云、秦婧、李菊、赵凡、吴文祥、普华明、施学文、李云飞。 

本文件附录A、B、C、D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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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潜叶蛾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番茄潜叶蛾监测调查的术语和定义、发生为害程度分级指标、监测方法、系统调查、

大田普查、预测预报、资料收集整理上报、预报发布、资料存档等。  

本文件适用于玉溪市番茄潜叶蛾的监测调查和预测预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689.1  植物保护机械虫情测报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番茄潜叶蛾  Tuta absoluta  

番茄潜叶蛾，Tuta absoluta，属鳞翅目Lepidoptera叶蛾科Gelechiidae，又名番茄叶蛾、番茄潜

叶蛾、南美番茄潜叶蛾，该虫起源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等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番茄上的重要

害虫，我国2017年8月在新疆首次发现，其生物学特性及识别特征（详见附录B）。 

 

3.2  

监测 monitoring  

指结合番茄潜叶蛾的生物学特性，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通过设置专用监测设备定时观察记录番茄

潜叶蛾发生危害情况，或者通过走访调查、田间实地调查或其他程序持续收集和记录其发生为害情况的

活动。  

 

3.3  

诱捕器 Traps  

指特制的诱捕番茄潜叶蛾的一类设备，放入番茄潜叶蛾性信息素后，可引诱番茄潜叶蛾成虫进入杀

灭。诱捕器包括船型诱捕器（附录A 图A.1）、三角形诱捕器（附录A 图A.2）及其他自制诱捕器等。  

 

3.4  

性诱剂 Sexual attractants  

指用于引诱番茄潜叶蛾雄蛾的人工合成化学类似物质的雌性信息素。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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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虫情自动测报仪  

一种集温度、光、电、数控技术、无线传输技术、物联网技术于一体的害虫生态监测及预警自动化

功能的常规测报工具。 

 

3.6  

系统调查 systemic investigation 

为掌握病虫发生消长动态，采用定点、定时、定内容的方法进行的连续调查。 

 

3.7  

大田普查 field investigation 

为了解病虫整体发生情况，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的多点调查。 

 

3.8  

百叶虫量 number of Tuta absoluta per 100 leaves   

调查番茄等作物叶片上番茄潜叶蛾的卵、幼虫、蛹、成虫的数量，折算成百叶虫量。 

 

3.9  

百叶虫道数 number of feeding tunnels per 100 leaves 

调查番茄等作物叶片上番茄潜叶蛾幼虫为害的虫道数量，折算成百叶虫道数。 

4 发生、为害程度分级指标 

4.1发生程度分级指标 

番茄潜叶蛾发生程度分为5级,分别为轻发生(1级)、偏轻发生(2级)、中等发生(3级)、偏重发生(4

级)、大发生(5级),以番茄叶害率（百叶虫道数）为主要指标,被害指数为参考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番茄潜叶蛾发生程度分级指标 

参数 
发生程度 

轻发生（1级） 偏轻发生（2级） 中等发生（3级） 偏重发生（4级） 大发生（5级） 

叶害率%/ 

百叶虫道数 
≤5 5<X≤10 10<X≤20 20<X≤40 >40 

被害指数 ≤10 10<X≤25 25<X≤35 35<X≤50 >50 

 

4.2为害程度分级标准 

4.2.1叶片为害程度分级标准，具体指标见表2。 

 

表2  番茄潜叶蛾叶片为害程度分级标准 

指标 
为害程度 

0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叶片被害面积占叶片

表面积比例（%） 
无为害 0<X≤10 10<X≤20 20<X≤30 30<X≤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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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方法  

5.1 监测设备及材料  

主要选用蓝板、性诱诱捕器和智能虫情自动测报仪。  

5.2 监测人员  

监测人员应为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相应技能的技术人员。  

5.3 监测点布局  

5.3.1 监测点布局原则  

坚持 “科学性、可对比性、可操作性”原则，以害虫常发区和番茄主产区为重点，结合番茄潜叶

蛾习性与栽培方式，兼顾交通便捷，保障监测工作有效开展，科学设立系统监测点。   

5.3.2 监测设备设置要求  

监测设备包含诱捕器、性诱剂、粘板（蓝板）。性诱剂监测每个监测点设置3个诱捕设备，诱捕器

置于地面上0cm～50cm间。 智能虫情自动测报仪，每个监测点设置1台。 蓝板监测要求同性诱剂监测。 

5.4 监测时间  

番茄整个生育期进行监测。  

6 系统调查 

6.1 卵和幼虫调查 

6.1.1 调查时间 

当诱捕器中或田间见虫时,开始田间调查,每7d调查一次,至作物收获期结束；田间中等程度以上发

生时，每3d调查一次。 

6.1.2 调查方法 

选择有代表性的2～3块种植田定点调查，每块种植田块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法，每点取样调查2株，

5点合计取样调查10株，每株调查全部叶片，记录总叶片数、卵量、幼虫数和被害叶片数，计算叶被害

率、百叶虫量、百叶虫道数等。调查的田块不得低于667 m
2
，取样点距田埂1 m以上。 

6.1.3 记录。 

记录调查株叶片数、卵粒数、幼虫数、叶片为害程度、周边作物受害等情况，调查结果汇总，计算

后记入番茄潜叶蛾卵和幼虫调查情况汇总表，见表3。 

 

表3 番茄潜叶蛾卵和幼虫调查情况汇总表 

调查地点：           坐标：            作物品种：              播种/移栽日期： 

调查日

期 
生育期 天气 

叶片数

（片） 

卵粒数

（粒） 

幼虫数

（头） 

被害指

数 

百叶虫

量（头/

百叶） 

百叶虫

道数 

调查人

员 
备注 

           

           

  

6.2 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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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调查时间 

田间查到幼虫后开始调查，至作物收获完成结束调查，调查每7 d进行1次。 

6.2.2 调查方法 

土壤中查蛹:采用对角线5点取样法，每点取1 ㎡,挖土调查番茄根周围的浅土层（深度为1 cm～

2cm) ，记载每㎡蛹数。 

潜道、叶片表面、果实中查蛹:对角线5点取样，每点取样调查2株，5点合计调查10株，每株调查叶

片为害潜道中、叶片表面和果实中的蛹数。调查结果记入番茄潜叶蛾蛹数调查汇总表，见表4。 

 

表4 番茄潜叶蛾蛹数调查汇总表 

调查地点：           坐标：            作物品种：              播种/移栽日期： 

调查日期 生育期 天气 蛹位置 蛹数（头） 羽化数（头） 调查人员 备注 

        

        

  

6.3 成虫调查 

6.3.1性诱监测调查 

监测调查时间为番茄整个生育期，每7 d进行一次调查。每667 ㎡地块放置3个诱捕器，呈正三角形

放置于地面上0cm～50cm间，两点间距离不低于10m。每次调查记载诱到的蛾量和当天天气情况，结果记

入成虫性诱监测记载表，见表5。每次调查后及时除去粘板上的成虫，或者更换粘板。诱芯根据产品持

效期及时更换。 

 

表5 成虫性诱监测记载表 

调查地点：       生产厂家：       作物品种：          播种/移栽日期：     

调查

日期 

生育

期 

诱捕器1 诱捕器2 诱捕器3 平均诱虫 天气

要素 

诱到其他虫体及

数量（头） 

是否跟

换诱芯 

调查

人员 

备

注 数量（头） 数量（头） 数量（头） 数量（头） 

           

           

6.3.2自动虫情测报调查 

在周年危害繁殖区，进行全年监测。在系统监测点设置智能虫情自动测报仪，按产品说明放置设备。

设备定期维护检修。在观测期内逐日记载诱集的成虫数量，根据产品持效期及时跟换诱芯。结果记入成

虫智能监测记载表，见表6。 

  

表6 成虫智能监测记载表 

监测地点：      坐标：       虫情测报灯型号：       作物品种：     播种/移栽日期： 

日期 天气 虫量（头） 是否跟换诱芯 仪器是否完好 调查人员 备注 

       

       

  

7 大田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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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普查时间 

诱到成虫即开始田间调查，每7d调查一次，直到番茄收获。 

7.2普查方法 

普查内容及方法按本文件“6.系统调查”的规定执行，调查结果记入大田虫情普查结果汇总记载表，

见表7。 

  

表7 大田虫情普查结果汇总记载表 

 调查日期：            天气：               调查人员：    

调查

地点 

生育

期 

调查面积

（㎡） 

叶片数

（片） 

卵粒数

（粒） 

幼虫数

（头） 

被害指

数 

百叶虫量

（头/百叶） 

百叶

虫道

数 

蛹量

（头） 

备

注 

           

           

  

8 预测预报 

8.1 发生期预报 

利用系统调查观察番茄潜叶蛾成虫、蛹发生高峰期，采用历期法推算成虫产卵高峰期、卵孵初盛期、

卵孵高峰期、下代低龄幼虫高峰期以及下代成虫羽化高峰期。番茄潜叶蛾不同温度下完成一代所需天数

（见附录C），番茄潜叶蛾蛹、卵、成虫历期（见附录D）。 

8.2 发生程度预报 

根据田间虫情调查、危害程度、品种布局及栽培生长情况，结合气象资料，参考历史资料进行综合

分析，作出发生程度预测。 

9 资料的收集整理上报  

9.1资料收集 

实施番茄潜叶蛾预测预报，需收集下列有关资料:番茄潜叶蛾主要寄主作物的面积、主栽品种生育

期及其必要的栽培管理资料、当地气象台(站)主要气象要素。 

9.2番茄潜叶蛾发生防治基本情况 

统计番茄潜叶蛾发生面积、发生程度、防治面积和防治措施等，总结发生特点，并进行原因分析。 

9.3调查资料的上报 

基层病虫测报站将监测调查资料用发生动态报表形式上报上级病虫测报部门。成虫监测数据、始见

期、幼虫监测数据等，每15d报1次。大田普查数据，及时调查及时上报。 

10 预报发布  

各级植保部门应根据监测结果科学分析研判发生趋势,按《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管理办法》及

时发布预测预报。  

11 资料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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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预测分析相关资料及时存档，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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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诱捕器类型构造示意图 

 

图 A.1 船式型粘胶诱捕器 

 

 

图 A.2 三角型粘胶诱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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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番茄潜叶蛾形态特征及生物学特性 

B.1 番茄潜叶蛾主要形态特征  

A.1.1 卵 

番茄潜叶蛾卵一般单产,长为 0.3～0.4mm,呈圆筒状,卵为奶白色或橘黄色(图 B.1 A)。 

B.1.2 幼虫 

幼虫分为 4 个龄期,初孵幼虫体色呈奶白色或淡黄白色,体长 0.4～0.6mm;2龄幼虫体色呈淡绿色或

淡黄白色;3 龄、4 龄幼虫体色呈绿色或淡粉红色(图 B.1 B～D)。幼虫从卵中孵化后主要以潜叶、蛀食

叶柄和果实等进行危害。在叶片上,幼虫只取食叶肉组织,留下完整的表皮,形成不规则的“透明窗”虫

道(图 B.1 G),并有黑绿色粪便堆积于植株表面(图 B.1 B)。果实期,幼虫钻蛀侵害果肉,其钻蛀的虫道易

受病菌的感染,造成果腐(图 B.1 C，B.2 B)。 

B.1.3蛹 

刚化蛹时呈绿色,羽化前颜色变深,且常覆一层白色丝茧,呈圆筒状(图 B.1 E～F)。 

B.1.4成虫 

成虫体长 6～7mm,翅展 8～10mm,体色一般呈浅灰色或灰褐色,鳞片银灰色;丝状触角;足细长;触角、

下唇须和足均具灰白色与暗褐色相间的横纹。成虫喜在叶面交尾,以访花维持基本生命活动(图 B.1 G～

H，B.2 A)。 

 

A.卵; B-D. 2-4龄幼虫为害状; E-F. 蛹; G. 成虫交尾; H. 成虫访花 

图B.1 番茄潜叶蛾形态及危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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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番茄潜叶蛾成虫（A）和幼虫（B） 

（来源于《世界毁灭性检疫害虫番茄潜叶蛾的生物生态学及危害与控制》） 

B.2 生物学特性  

成虫主要将卵产在植株上部叶片的背面、正面或嫩茎上，少部分产在幼果和果萼上，散产或 2～3

粒聚产。在温度15～35℃、相对湿度60%～75%的条件下，卵经过3～13d孵化为幼虫，幼虫发育历期约为

9～27d，蛹的发育历期6～22d，成虫的发育历期为19~60天。幼虫老熟后吐丝下垂，主要在土壤中化蛹，

入土深度1～2cm;亦可在潜道内、叶片表面皱褶处或果实中化蛹，且常常结一薄薄的丝茧。同一天化蛹

的雌虫和雄虫，通常雌虫先羽化；在实验室条件下，成虫可以存活30～40d。成虫多在黄昏活动，雌虫

羽化1～2d后即可释放性信息素吸引雄虫前来交配，上午7:00～11:00为交配盛期，雌虫一天只能交配1

次，一生可以交配6次，每次交配持续4～5h；而室内交配次数较多，平均为10.4次，交配持续时间也从

几分钟到6h不等。雌虫繁殖力比较强，一生最多产卵约260粒；第一次交配后的前7d是其产卵高峰期，

约占总产卵量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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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番茄潜叶蛾发育起点温度、有效积温和历期 

温度（℃） 14 19.7 27.1 

天（d） 76.3 39.8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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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番茄潜叶蛾发育起点温度、有效积温和历期 

 卵 幼虫 蛹 成虫 卵至成虫 

起点温度（℃） 6.9 7.6 9.2  8.1 

有效积温（日度） 103.8 238.5 117.3   453.6 

发育历期（d）（温度15～

35℃，相对湿度60%～75% 

3～13 9～27 6～22 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