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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风吸式杀虫灯对有效范围内茶小绿叶蝉
虫口动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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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农业部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08）

摘要：为明确LED风吸式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Empoasca onukii的防治效果，室内测定诱虫光源对

茶小绿叶蝉卵和若虫生长的影响，温室内测定不同灯高和不同灯距组合下杀虫灯诱捕的茶小绿叶

蝉数量，并计算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成虫的有效控制范围、诱杀中距离、诱杀黄金距离，并通过2年

田间试验比较杀虫灯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同灯距处、有效控制范围外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结果显

示：诱虫光源对茶小绿叶蝉卵和若虫的生长无显著影响，若虫生长历期为18.5 d，存活率为46.85%。

随着灯距和灯高的增加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的诱捕量下降，灯高20~40 cm时，杀虫灯对茶小绿叶

蝉的平均有效控制范围、平均诱杀中距离和平均诱杀黄金距离分别为58.17、30.41和23.86 m。茶

园内灯距5 m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率先达到5个灯距中的最大值，不同灯距下茶小绿叶蝉成虫

数量随时间推移而呈现出显著差异，虫口峰期时灯距25 m内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为灯距120 m

处的 49.5%~64.4%。表明 LED 风吸式杀虫灯可通过诱杀茶小绿叶蝉成虫显著抑制其诱杀黄金距

离内茶小绿叶蝉的成虫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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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ight-emitting diode light traps with a suction fan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tea leafhopper Empoasca onukii

(Hemiptera: Cicadellidae) within the effectiv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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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larify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light-emitting diode light traps with the suction fan on the

tea leafhopper Empoasca onukii, the influence of light source on the indoor growth of leafhopper eggs

and nymphs, and the effects of lamp height and distance on the adult capture were studied; meanwhile,

the effective insect-killing, median trapping and golden trapping distances of the light trap were calculat-

ed, and then the dynamics of adult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lamp distanc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with-

in and beyond the effective insect-killing distance by field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

velopmental duration and survivor rate of E. onukii from egg to adult was 18.50 d and 46.85%, respec-

tively, which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negative control. The adult capture would decrease

when the lamp height and distance increased. As the lamp height was within 20-40 cm, the mean effec-

tive insect-killing distance, median trapping distance, and golden trapping distance were 58.17, 30.41,

and 23.86 m, respectively. In the field, the adult population of E. onukii in 5 m lamp distance first



reached the maximum compared with those in other lamp distances. The adult populations in different

lamp distanc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During the population peaks,

the adult population within 25 m lamp distance was only 49.5%-64.4% of that in 120 m lamp distanc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light-emitting diode light trap equipped with the suction fan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opulation of E. onukii within golden trapping distance by adult trapping.

Key words: Empoasca onukii; LED light trap; suction fan equipment; capable insect-killing distance;

population dynamic

茶小绿叶蝉 Empoasca onukii 是为害茶树的重

大害虫，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大茶区（Bian et al.，

2014；郑雨婷等，2017）。茶小绿叶蝉成虫趋光，因此

在茶园中常采用杀虫灯对其进行防控（刘红敏等，

2012；Li & Pan，2016）。近年茶园杀虫灯技术不断

改进，尤其是采用LED精准光源和风吸式杀虫设备

后（边磊等，2016），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的诱杀效果

明显，并在茶园大面积应用，但改进后的LED风吸

式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的控制能力尚不明确。

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夜行性、弱光性昆虫对光的

趋性，直接对其成虫进行诱杀。长期以来，杀虫灯的

效果评估主要集中在诱捕昆虫的数量和种类上，诱

虫光源对目标害虫的间接作用却被忽视。人造光源

通过改变光周期间接影响昆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能

力，如莲草直胸跳甲 Agasicles hygrophila 生长发育

和繁殖的最适光周期为12 L∶12 D，其它光周期下化

蛹历期显著延长，成虫寿命缩短（王苑馨等，2016）；

国槐尺蠖 Semiothisa cinerearia 幼虫的发育历期会

随光期增加而逐渐缩短，光周期为16 L∶8 D时发育

历期最短，在8~14 h光期内越冬蛹发育历期随光照

增加而延长，但超过14 h后会随光期增加而缩短（柳

丽婷等，2010）。田间设置杀虫灯可能通过改变害虫

的光周期间接影响害虫的生长发育和对作物的为害

程度，所以杀虫灯效果评估应也考虑诱虫光源对目

标害虫的间接影响。持续光照会减弱茶小绿叶蝉成

虫的活动性（Shi et al.，2017），蓝光照射能降低茶小

绿叶蝉卵的孵化量（陈伟忠等，2016），但光照对茶小

绿叶蝉若虫生长发育的影响未见报道。杀虫灯对防

治目标的影响和诱杀与距离杀虫灯的远近呈显著相

关，如光源辐照波长为340 nm、8 W杀虫灯对蜀柏毒

蛾Parocneria orienta具有显著的诱杀效果，在距灯

120 m内毒蛾诱集率可达87.1%，但距灯超过180 m后

诱集效果消失（周建华等，2013）。在稻田中使用双

波诱虫灯，距灯 20~50 m 处稻螟蛉 Naranga aene-

scens 的成虫数量显著低于灯距 80~150 m 处，随着

灯距的减小，稻田内稻纵卷叶螟Cnaphalocrocis me-

dinalis的虫量会显著降低（冯成玉和刘立春，2014）。

此外，杀虫灯对不同昆虫的诱杀能力差异很大（Bi-

an et al.，2018a），其效果评估还应考虑诱虫光源对

目标害虫的有效范围。

为科学评价杀虫灯对茶园茶小绿叶蝉的防治效

果，并确定是否需要采取其它的辅助防治措施，本研

究拟于室内测定诱虫光源对茶小绿叶蝉卵和若虫生

长的影响，于温室内测定不同灯高和不同灯距组合

下杀虫灯诱捕的茶小绿叶蝉数量，并计算杀虫灯对

茶小绿叶蝉成虫的有效控制范围、诱杀中距离、诱杀

黄金距离，并通过 2年田间试验比较杀虫灯有效范

围内不同灯距处、有效范围外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

明确LED风吸式杀虫灯对有效范围内茶园茶小绿

叶蝉虫口动态的影响，以期为评价LED风吸式杀虫

灯对茶园茶小绿叶蝉的防治效果和提升茶树害虫的

综合防治技术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植物和虫源：自 3龄龙井 43茶树上采集无

病虫害、10~12 cm长的幼嫩茶枝。于浙江杭州梅家

坞茶区（30.18°N，120.09°E）内捕获茶小绿叶蝉，带

回室内，用采集的幼嫩茶枝饲喂，于温度25±2℃、相

对湿度（70±3）%、光周期14 L∶10 D下饲养。

仪器：TPSC5Z型LED风吸式杀虫灯，浙江托普

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诱虫光源辐照波长为385 nm

和420 nm，有效带宽10 nm，功率10 W；20 cm×25 cm

黄色粘虫板，漳州市英格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 cm×

20 cm×20 cm亚克力养虫笼，由透明亚克力板制成，

单侧面用纱网封闭便于通风换气；30 cm×35 cm白

色粘虫板，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诱虫光源对茶小绿叶蝉卵和若虫生长的影响

将30对羽化1~2 d茶小绿叶蝉成虫放入亚克力

养虫笼中，室内用幼嫩茶枝饲喂，于温度25±2℃，相

对湿度（70±3）%，光周期 14 L∶10 D下饲养，待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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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结束后将成虫全部取出，使用TPSC5Z型LED风

吸式杀虫灯的诱虫光源照射产有茶小绿叶蝉卵的

幼嫩茶枝，每天18∶00—次日06∶00光源自动开启，

06∶00—18∶00光源自动关闭，以无诱虫光源照射的

产卵幼嫩茶枝为空白对照组，参考金珊等（2012）方法，

每天08∶00—10∶00、18∶00—20∶00 记录茶小绿叶

蝉若虫的数量和龄期，计算茶小绿叶蝉卵、若虫生长

历期和存活率。处理组和对照组各设4个重复。

1.2.2 灯高和灯距对茶小绿叶蝉成虫诱捕量的影响

于2016年5—10月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连栋温室内进行试验，试验

单元宽 2.5 m，长 70 m，温室内种有 3 龄龙井 43 茶

树，茶树间距 30 cm，均匀摆放，生长一致且无虫害

为害。为明确诱虫光源和茶树棚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简称灯高）以及茶小绿叶蝉放飞点和诱虫光源之间

的水平距离（简称灯距）对灯内茶小绿叶蝉成虫诱捕

量的影响，本试验设置 20、30、40 cm三个灯高水平

和 10、20、30、40、50 和 60 m 六个灯距水平，每个灯

高和灯距组合为 1个试验处理，在温室内一侧按照

选定的处理灯高和灯距组合悬挂1台LED风吸式杀

虫灯，杀虫灯风扇下 10 cm处铺 1张白色粘虫板，茶

小绿叶蝉成虫在茶树棚面放飞，在第 1天 18∶00时

放飞茶小绿叶蝉成虫25对，第2~4天08∶00统计白

色粘虫板上茶小绿叶蝉的数量并求和，总数即为该

灯高和灯距组合下杀虫灯诱杀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

量，待粘虫板上茶小绿叶蝉数量无增加后再进行下

一个灯高和灯距的组合试验，每个处理试验重复3次。

参考季香云等（2011）方法确定杀虫灯对茶小

绿叶蝉的有效控制范围。以不同灯高和不同灯距

组合下杀虫灯诱杀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占放飞

总量的比例为自变量 x、以灯距为因变量 y进行线性

回归分析，并根据回归方程计算LED风吸式杀虫灯

对茶小绿叶蝉成虫的有效控制范围、诱杀中距离和

诱杀黄金距离，即当 x 分别为 0、50%和 61.8%时的

灯距。

1.2.3 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的影响

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30.18°N，120.09°E）进

行田间试验，茶园品种为龙井 43，高 1.2 m，行间距

0.5 m，长势整齐。试验时间为2016年和2017年8月

底—11月初，此时正是茶小绿叶蝉的第 2个高峰期

（李红莉等，2017）。试验期间茶园未进行虫害防治，

茶园内装有 1 盏 LED 风吸式杀虫灯诱杀茶小绿叶

蝉。依据 1.2.2 试验结果，灯距小于 25 m 属于杀虫

灯对茶小绿叶蝉的有效控制范围，大于 120 m超出

有效控制距离。为明确杀虫灯对有效控制范围内不

同灯距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的影响，在水平距离

杀虫灯 5、10、15、20、25 m处设置虫口调查点，相同

灯距的调查点各重复4次，在水平距离杀虫灯120 m

处随机设置 5个调查点作为空白对照，所有调查点

间距 6 m以上，采用黄色粘虫板调查该区域内茶小

绿叶蝉成虫数量（Bian et al.，2018b），粘虫板每悬挂

24 h 后取下并统计粘虫板上茶小绿叶蝉成虫的数

量，每隔3~4 d悬挂1次粘虫板调查1次。对比有效

控制范围内5个不同灯距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的

变化，分析杀虫灯对其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同灯距处

茶小绿叶蝉数量的影响，将有效控制范围内25个调

查点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和有效控制范围外5个

调查点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作对比，分析杀虫灯

对有效控制范围内、外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的影响。

1.3 数据分析

采用软件 SPSS 19. 0进行数据统计，茶小绿叶

蝉卵、若虫各生长历期、存活率，杀虫灯有效控制范

围内与有效控制范围外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采用 t

检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相同灯距下不同灯高

茶小绿叶蝉诱杀量、杀虫灯灯距25 m内的5个不同

灯距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之间采用LSD法进行差

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虫光源对茶小绿叶蝉卵和若虫生长的影响

在LED光源的照射下，茶小绿叶蝉卵期、1龄、

2龄、3龄、4龄、5龄幼虫历期分别为8.13、3.75、2.38、

2.00、1.38和0.88 d，与空白对照差异不显著；茶小绿

叶蝉 1龄、2龄、3龄、4龄、5龄幼虫的存活率分别为

99.50%、92.13%、70.25%、85.03%和 85.68%，与空白

对照差异不显著；茶小绿叶蝉从卵变为成虫总历期

18.5 d，略长于对照的 17.63 d，从 1龄若虫变为成虫

的存活率为 46.85%，略低于对照的 48.03%，但均与

空白对照差异不显著，说明杀虫灯诱虫光源对茶小

绿叶蝉卵和若虫的生长无显著影响（表1）。

2.2 灯距和灯高对茶小绿叶蝉成虫诱捕量的影响

2.2.1 灯距对灯内茶小绿叶蝉成虫诱捕量的影响

随着灯距的增大，杀虫灯内茶小绿叶蝉成虫的

诱捕量逐渐下降。灯距10 m处，茶小绿叶蝉成虫的

平均诱捕量可达 45.89头；灯距 60 m处茶小绿叶蝉

成虫的平均诱捕量为 1.56头，仅为 10 m处的 3.4%。

除灯距 20 cm外，其它灯距下茶小绿叶蝉成虫的诱

捕量均随着灯高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其中灯距40 m



处，灯高40 cm和20 cm时茶小绿叶蝉成虫的诱捕量

分别为 10.33 头和 17.67 头，二者之间差异显著（F=

5.78，df=2，P=0.04），其它灯距下，3种灯高的杀虫灯

内茶小绿叶蝉成虫诱捕量均无显著差异（图1）。

表1 诱虫光源对茶小绿叶蝉卵、若虫生长历期和存活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LED light source on developmental durations of eggs and nymphs of Empoasca onukii and survival rate

龄期
Instar

卵期Egg

1龄若虫1st instar

2龄若虫2nd instar

3龄若虫3rd instar

4龄若虫4th instar

5龄若虫5th instar

总计Total

历期Duration（d）

LED光源
LED light source

8.13±0.24 a

3.75±0.85 a

2.38±0.38 a

2.00±0.41 a

1.38±0.24 a

0.88±0.24 a

18.50±1.10 a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8.00±0.20 a

3.25±0.48 a

2.25±0.32 a

1.63±0.47 a

1.50±0.20 a

1.00±0.20 a

17.63±0.75 a

存活率Survival rate（%）

LED光源
LED light source

-
99.50±0.50 a

92.13±0.88 a

70.25±0.99 a

85.03±1.91 a

85.68±2.05 a

46.85±1.17 a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
99.75±0.25 a

92.63±0.55 a

69.60±2.57 a

86.80±1.76 a

86.20±2.31 a

48.03±1.81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行不同字母表示经 t检验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let-

ters in the same row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t test.

图1 不同灯高、灯距下杀虫灯内茶小绿叶蝉成虫的诱捕量

Fig. 1 Captures of Empoasca onukii adults at different lamp distances and heights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相同灯距下不同字母表示经LSD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

ent letters at the same lamp distance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LSD test.

2.2.2 灯高对灯内茶小绿叶蝉成虫诱捕量的影响

不同高度杀虫灯内茶小绿叶蝉成虫诱捕量与灯

距呈显著负线性相关，R2均大于 0.94。随着灯高的

增加，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成虫的有效控制范围、诱

杀中距离以及诱杀黄金距离逐渐缩小。灯高20~40 cm

时，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成虫的平均有效控制范围

为58.17 m，平均诱杀中距离为30.41 m，平均诱杀黄

金距离为23.86 m（表2）。

表2 不同高度杀虫灯诱杀茶小绿叶蝉成虫的有效控制范围、诱杀中距离和诱杀黄金距离

Table 2 Effective insect-killing distance，median trapping distance and golden trapping distance of light traps

at different lamp heights to Empoasca onukii adults

灯高
Lamp height（cm）

20

30

40

平均数Mean

拟合方程
Fitting equation

y=59.71-1.15x（R2=0.98）

y=58.17-1.11x（R2=0.94）

y=56.61-1.07x（R2=0.97）

-

有效控制范围
Effective insect-killing dis-

tance（m）

59.71

58.17

56.61

58.17

诱杀中距离
Median trapping

distance（m）

31.05

30.44

29.75

30.41

诱杀黄金距离
Golden trapping

distance（m）

24.29

23.90

23.41

23.86

y：灯距；x：不同灯高和不同灯距组合下灯内诱杀茶小绿叶蝉数量占放飞总量的比例。y：The lamp distance；x：the ratio

of captures in light trap to the total number of released E. onukii adults at the different lamp distance and lamp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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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杀虫灯对茶园内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的影响

2.3.1 对有效控制范围内茶小绿叶蝉数量的影响

试验开始时不同灯距处茶小绿叶蝉的成虫数量

无显著差异（2016年，F=0.67，df=4，P=0.62；2017年，

F=0.53，df=4，P=0.72），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灯距处茶

小绿叶蝉成虫数量开始出现波动。2016年，9月2日

灯距 5 m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率先达到 5个灯距

中的最大值，为14.00头，9月9日不同灯距下茶小绿

叶蝉成虫数量首次出现显著差异，灯距20 m茶小绿

叶蝉成虫数量显著高于灯距 10 m 和 25 m 处（F=

0.35，df=4，P=0.03），9月28日再次出现显著差异，灯

距5 m和10 m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显著高于灯距

15、20 和 25 m 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F=4.82，df=

4，P=0.01）。2017 年，9 月 9 日灯距 5 m 茶小绿叶蝉

成虫数量率先达到5个灯距中的最大值，为24.30头，

且不同灯距之间差异显著（F=10.03，df=4，P<0.01），

随着灯距增加成虫数量逐渐减少，除9月28日、10月

9日、10月18日、10月21日外，不同灯距成虫数量的

差异显著性一直持续至10月27日（F=5.23，df=4，P=

0.01，图2）。

图2 不同灯距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的变化趋势

Fig. 2 Changes of number of Empoasca onukii adults at different lamp distances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 表示经LSD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LSD test.

2.3.2 对有效控制范围内外茶小绿叶蝉数量的影响

试验开始时，不同灯距处茶小绿叶蝉的成虫数

量无显著差异（2016 年，t=-0.31，df=23.00，P=0.76；

2017 年，t=-1.77，df=23.00，P=0.09）。2016 年，灯距

25 m内和灯距120 m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于9月

15 日开始出现显著差异（t=- 2.33，df=23.00，P=

0.03），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在 10 月 2 日达到最大

值，灯距 25 m内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为灯距 120 m

处的49.5%（t=-3.32，df=4.26，P=0.03），10月21日二

者无显著差异（t=-2.51，df=4.15，P=0.06）。2017年，

灯距 25 m 内和灯距 120 m 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

于 9 月 12 日开始出现显著差异（t=-3.16，df=23.00，

P<0.01），灯距 25 m 内成虫数量为灯距 120 m 处的

52.6%，差异显著性持续至 9 月 18 日（t=-2.57，df=

23.00，P=0.02），10 月 21 日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达

到最大值，二者之间再次出现显著差异，且灯距

25 m内成虫数量为灯距120 m处的64.4%（t=-2.41，

df=23.00，P=0.02），10月 27日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t=-2.57，df=23.00，P=0.02，图3）。表明LED风吸式

杀虫灯对茶园内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有显著的抑制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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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灯距25 m内和120 m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的变化趋势

Fig. 3 Changes of number of Empoasca onukii adults within 25 m and at 120 m lamp distances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 表示经 t检验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t test.

3 讨论

在特定外界因素胁迫下，昆虫在寄主上的生长

发育会发生变化以提高自身对外界环境的适合度

（宋亚茜等，2017），使用杀虫灯会改变田间部分区域

的光周期，对昆虫产生潜在的影响。虽然光周期的

改变会影响一些昆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如长光照

有利于二点委叶蛾Athetis lepigone的生长发育和繁

殖（郭于蒙等，2018）。昆虫的光周期均是由特定范

围波长的光来调控的，如蟋蟀Gryllus bimaculatus的

光周期由绿光调控（Komada et al.，2015），果蝇光周

期由绿光和黄光调控（Hanai & Ishida，2009）。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光都会影响昆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如陈伟忠等（2016）研究结果表明，在蓝光、黄光和绿

光处理下，只有蓝光能显著降低茶小绿叶蝉的卵孵

化量。本研究结果表明LED风吸式杀虫灯的诱虫

光源对茶小绿叶蝉卵和若虫的生长无显著影响，可

能是因为该灯的辐照波长为紫光，不影响茶小绿叶

蝉生长发育的光周期。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茶小

绿叶蝉若虫在茶枝上的存活率均低于 50%，可能原

因是水培茶枝耐虫害能力较差，不能为较多的若虫

持续提供足够的营养，与金珊等（2012）研究结果相似。

目标害虫的有效控制范围是杀虫灯重要的技术

参数，是评估杀虫灯田间安装间距的参考指标，所以

可以用灯距对灯内诱虫量的影响来评估杀虫灯对防

治目标的有效控制范围。国内关于诱虫光源有效控

制范围的研究较多，如季香云等（2011）通过相关研

究明确杀虫灯对斜纹夜蛾 Spodoptera litura和甜菜

夜蛾S. exigua的有效控制距离分别为108.1、107.8 m，

周建华等（2013）研究发现单波灯对蜀柏毒蛾的诱集

距离可达到 180 m，孔德生等（2013）明确频振式杀

虫灯对棉铃虫 Helicoverpa armigera 的控制范围为

110 m，并且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随着灯距的增加诱

虫量均逐渐降低，与本研究结果一致。除光强外，诱

虫光源的诱杀范围还与防治对象的复眼结构、飞行

能力、虫龄等生理特征有关（程文杰等，2011），如雌

雄成虫飞行能力的差异导致杀虫灯内舞毒蛾 Ly-

mantria dispar雄虫数量显著高于雌虫数量（杨素平

等，2007）；随虫龄的增大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

nogaster的趋光性会降低（Le Bourg & Badia，1995）。

Venter et al.（2009）和季香云等（2011）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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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灯高的降低，杀虫灯对库蠓 Culicoides spp. 雌

虫、斜纹夜蛾和甜菜夜蛾的诱捕量显著提高，本研究

结果表明灯距超过 20 m后茶小绿叶蝉诱捕量同样

随灯高的增加而降低。本研究结果还表明LED风

吸式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的有效控制距离较小，这

可能与其飞行能力和活动性较弱有关（赵冬香等，

2004；边磊等，2014）。

朱祚亮等（2018）采用风吸式杀虫灯防治茶园内

茶小绿叶蝉，虫口减退率可达84%，说明杀虫灯对茶

园茶小绿叶蝉具有显著的控制能力，与本研究结果

一致。杀虫灯对目标害虫有聚集作用，所聚集的害

虫若不能及时杀灭，会导致灯下虫口密度激增，反而

导致更严重的为害（崔学贵等，2011），如冯成玉和刘

立春（2014）采用双波灯防治水稻害虫时发现，紧邻

灯下的稻螟蛉虫卵发生量极高，约为灯距 150 m处

的4倍。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灯距处茶小绿叶蝉成

虫数量呈波动变化，灯距 5 m处茶小绿叶蝉成虫数

量总是最早达到峰值，灯距5 m和10 m处成虫数量

的增速快但降速慢，证明杀虫灯对茶小绿叶蝉成虫

有聚集能力，并且杀虫灯风扇的维护非常重要，防止

其损坏后灯下茶小绿叶蝉数量激增。

LED 风吸式杀虫灯虽然能够显著降低茶园内

茶小绿叶蝉成虫数量，但成虫数量较高时LED风吸

式杀虫灯有效控制范围内茶小绿叶蝉数量依然很

高，表明仅依靠杀虫灯难以控制茶小绿叶蝉。技术

集成是未来茶园虫害综合防治的趋势（倪康等，

2016），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筛选杀虫灯的配套技术

以提高茶园茶小绿叶蝉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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