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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间作功能植物对茶小绿叶蝉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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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间作功能植物对茶园主要害虫茶小绿叶蝉的影响，于2017—2018年在福建省泉州市

安溪县茶园间作白三叶Trifolium repens L.、金花菜Medicago hispida Gaertn.、金盏菊Calendula offi‐

cinalis L.，以自然留养杂草茶园为对照，用网捕法采集茶小绿叶蝉并于室内计数，镜检剥查法调查

其茶梢着卵量。结果表明，在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网捕茶小绿叶蝉总个体数及每月个体数均无

显著差异；茶小绿叶蝉个体数分别在2017年8月与2018年6月达到高峰。茶梢各节间着卵量不同，

主要产卵在顶芽之下第2~5节间，以第4节着卵量最多。间作金盏菊茶园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第1节

着卵量显著高于间作白三叶和金花菜茶园。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第4节着卵量从

大到小依次为间作金盏菊（8.13）、间作金花菜（7.50）、自然留养杂草（7.17）和间作白三叶茶园

（6.57）。不同时间段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在茶梢各节之间的着卵量存在差异，且均在

9月上中旬着卵量达到高峰。在茶园间作功能植物，短期内未见其显著降低茶小绿叶蝉网捕量和

茶梢着卵量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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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ntercropping reduced the abundance and fecundity of tea

green leafhopper (TGL) on tea shoots of Tieguanyin, a tea plantation at the Juyuan tea professional co‐

operative, Anxi, Quanzhou was intercropped separately with Trifolium repens L., Medicago hispida

Gaertn., and Calendula officinalis L. Natural ground cover was used as a control treatment. Number of

nymphs and adults, as well as eggs of TGL were dissected in a tea plantation and tea shoots from 2017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uld be found either in the total or the month‐

ly abundances of TGL between intercropping treatments. The two peaks of TGL were in August 2017

and June 2018, respectively. The egg density of TGL laid at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ea shoot were differ‐

ent: TGL mainly laid eggs in the second to fifth leaf internodes, with the most eggs in fourth leaf inter‐

node. The egg density of TGL laid in the first leaf internode in tea intercropped with C. officinal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ea intercropped with T. repens or M. hispida. The egg densities of T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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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d in the fourth leaf internode from high to low were in tea intercropped with C. officinalis (8.13), in tea

intercropped with M. hispida (7.50), natural ground cover (7.17), and in tea intercropped with T. repens

(6.57). The egg density of TGL in different leaf internodes of tea shoots was different in each sampling.

Egg density of TGL showed one population peak, in early to mid-September. In conclusion, at least in a

short-term, there was no obvious reduction in the abundance or in the egg density of TGL on the tea

shoots in the intercropped treatments.

Key words: intercrop; ground cover; habitat management; tea green leafhopper; fecundity

茶树Camellia sinensis Kuntze隶属山茶科Thea‐

ceae 山茶属 Camellia，是多年生的木本常绿植物。

随着茶叶经济效益的不断增加，广大茶农开始改变

栽培管理方式，以大面积单一矮化条植、密植模式为

主，在这种栽培管理模式下，茶园的生态环境趋于简

单化，导致许多病虫害发生频繁，难以防控。茶树生

长的各个部位，如芽、叶、根、茎、花、果和幼苗都有可

能遭受茶园害虫的为害（陈宗懋和陈雪芬，1999）。

茶园害虫茶小绿叶蝉主要包括小贯小绿叶蝉Empo‐

asca onukii Matsuda（施龙清等，2014；Qin et al.，

2015；于晓飞等，2015）和假眼小绿叶蝉 Empoasca

vitis（Göthe）（赵冬香等，2000；付建玉和韩宝瑜，

2005），隶属半翅目 Hemiptera 头喙亚目 Auchenor‐

rhyncha叶蝉科Cicadellidae，其主要为害茶树的幼嫩

芽叶。由于茶小绿叶蝉世代周期短，发生代数多，世

代重叠严重，繁殖能力强，是我国茶园最主要也最难

以防控的害虫之一。茶小绿叶蝉的生活史包括卵、

若虫和成虫3个虫态，雌成虫产卵于嫩梢组织内，阻

碍茶梢内部营养物质的运输，成虫和若虫刺吸茶树

嫩梢汁液，消耗茶叶的养分与水分，引起茶树产生芽

叶蜷缩硬化（亦称缩叶病或卷叶病）和红褐枯焦（亦

称黄萎病）等多种病症，国内外学者把这种病症称之

为“叶蝉烧”（Backus et al.，2005；Jin et al.，2012；

Saha et al.，2012）。Backus et al.（2005）把“叶蝉烧”

定义为由叶蝉或飞虱取食为害引起的非接触传染性

植物病害，受害茶树的芽叶生长受阻或脱落，严重时

植株停止生长甚至死亡，影响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在

我国可造成减产 10%~15%，严重时减产 50%以上

（朱俊庆，1999；Jin et al.，2012）。有关茶小绿叶蝉及

其天敌种群生物学、生态学和防控的研究已取得了

重要进展（朱俊庆，1999；李慧玲，2008；林金丽，

2010）。但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对茶小绿叶蝉仍

以化学防治为主，甚至经常出现盲目用药和使用禁

用农药的现象。长期大量不合理使用化学农药会产

生严重的“3R”问题，并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带来

威胁（陈宗懋和陈雪芬，1999；Ye et al.，2014；张余杰

等，2017）。因此茶树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愈来愈受到

大家的广泛关注。目前主要通过修剪、台刈等措施

抑制茶树芽叶害虫茶小绿叶蝉的生长，利用生物源

农药、植物源农药、天敌、色板、诱虫灯、信息素、次生

代谢物质等绿色防控手段来防控茶小绿叶蝉（Pu et

al.，2005；王庆森等，2013；Bian et al.，2014）。

在茶园间作不同的功能植物是茶园害虫生境管

理和绿色防控的主要措施之一（赵紫华等，2013；

Zhao et al.，2016；Gurr et al.，2017）。绿肥植物属于

功能植物，可为茶树提供天然肥料，增加茶园物种的

多样性和天敌生物群落的丰度，从而减少病虫害暴

发，使茶园达到自我调控（Ye et al.，2014；Gurr et al.，

2017）。陈亦根（2002）通过在茶园间作长节耳草

Hedyotis uncinella Hook. & Arn.，发现间作茶园的生

态系统比常规除草茶园的生态系统具有更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和更高的系统稳定性。宋同清等（2006）、

彭晚霞等（2008）在亚热带丘陵幼龄茶园覆盖稻草与

间作白三叶 Trifolium repens L.，通过目测法调查发

现与清耕茶园相比，间作白三叶茶园的天敌和害虫

物种丰富度增加，主要天敌蜘蛛目、膜翅目和鞘翅目

的个体数量极显著提高，主要害虫茶小绿叶蝉、茶尺

蠖 Ectropis oblique Warren、茶蚜 Toxoptera aurantii

（Boyer de Fonscolombe）的个体数量极显著降低。

李慧玲等（2016a）通过在茶园间作组合功能作物：间

作铺地木蓝 Indigofera hendecaphylla Jacq.和罗顿豆

Lotononis bainesii Baker、铺地木蓝和猪屎豆 Crota‐

laria pallida Aiton、圆叶决明 Chamaecrista rotundi‐

folia（Pers.）Greene和白三叶、平托花生Arachis pin‐

toi Krapov. & W. C. Greg. 和白三叶，以常规除草茶

园为对照，发现间作铺地木蓝和猪屎豆茶园茶小绿

叶蝉个体数显著低于常规除草茶园，间作铺地木蓝

和罗顿豆茶园、间作圆叶决明和白三叶茶园、间作平

托花生和白三叶茶园的茶小绿叶蝉卵寄生蜂缨小蜂

个体数显著高于常规除草茶园。

在茶园通过间作功能植物这种生境管理途径，

可以调节茶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加茶园生物多

样性，优化茶园结构，对调控茶园病虫害发生具有显

著作用。本研究通过在茶园间作白三叶、金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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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go hispida Gaertn.、金盏菊Calendula officina‐

lis L.这 3种不同功能植物，以自然留养杂草茶园为

对照，采用网捕法调查不同生境管理茶园对茶冠层茶

小绿叶蝉数量的影响，茶梢剥查法调查不同生境管理

茶园对茶小绿叶蝉产卵的影响，揭示茶园间作不同功

能植物后茶小绿叶蝉在茶冠层种群数量和茶梢不同

部位着卵量的变化，以期为茶园利用功能植物绿色防

控茶小绿叶蝉和可持续生产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地点：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举源生产合作

社茶园，地处安溪县西南部丘陵山区，24°54′19′′N，

117°48′37′′E。茶园平均海拔 800 m左右，年平均气

温为 16~18℃，年降水量约 1 800 mm。选择集中连

片的 6年生单行条植铁观音茶园作为试验地，其生

态环境和管理水平一致。铁观音茶树是无性系品

种，起源于 18世纪初期，是国家级良种，灌木型，树

冠面大，树枝分张面大，分枝部位低，稀疏不齐；其叶

面积属于中叶类，叶片水平状着生，叶形为椭圆形，

叶缘渐尖，叶面隆起，叶色深绿，色泽油润，叶片肥

厚，叶缘锯齿明显钝尖，侧脉明显（王振忠，2004）。

仪器：奥特体式显微镜，北京北科宏宇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捕虫网，直径38.1 cm，自制。

1.2 方法

1.2.1 试验小区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置5个区组为5个重

复，每个区组设置3种功能植物：间作白三叶、金花菜

和金盏菊，以自然留养杂草茶园为对照，共4种不同

生境管理茶园。每种生境茶园面积为10 m´10 m，各

生境茶园间设置隔离带，隔离带间隔约35 m。试验

期间不喷施化学农药且所有农事操作均保持一致。

1.2.2 茶小绿叶蝉的调查方法

从2017年7月—2018年6月，用网捕法采集4种

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冠层的茶小绿叶蝉。每月采集

1次，每小区随机采集4个样点，每个样点网捕30网，

采集1 m2茶丛上方及侧面飞翔的茶小绿叶蝉，用布

袋收集，带回室内保存，镜检统计每小区（4 m2）茶小

绿叶蝉的总个体数，分析不同生境管理茶园对茶小

绿叶蝉个体数及其种群动态变化的影响。

于 2017年 8—10月采集不同生境管理茶园中

的茶梢，采样日期分别为8月6日、9月5日、9月19日、

9月 25日、10月 6日、10月 20日，共计 6次。每个小

区随机采集 4个样点，每个样点随机采集 1 m2茶丛

范围，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各取2个茶梢，共计10个

茶梢，每个小区共40个茶梢，置于密封袋中，带回室

内，在体式显微镜下进行剥离茶梢嫩茎皮层，检查茶

梢内茶小绿叶蝉的着卵量，记录并计算各梢顶芽及

第1~9节的茶小绿叶蝉着卵量，分析不同生境管理茶

园对茶小绿叶蝉着卵量及其动态变化的影响。

1.3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将

4个样点采集的所有茶小绿叶蝉个体数求和后，或

将采集的 40个茶梢中剥查所得茶小绿叶蝉着卵量

求和后，采用一般线性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用最小显

著差数（LSD）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的网捕量

2.1.1 对茶小绿叶蝉个体数的影响

在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中网捕的茶小绿叶蝉

总个体数无显著差异（F3,12=0.40，P=0.76；图1），茶小

绿叶蝉平均总个体数从大到小排序为：间作金花菜

茶园>自然留养杂草对照茶园>间作白三叶茶园>间

作金盏菊茶园，其平均总个体数分别为 2.45、2.37、

2.35和1.97头（图1）。

图1 不同间作植物茶园茶小绿叶蝉的总个体数

Fig. 1 Abundance of the tea green leafhopper against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four tea plantations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柱上同一小写字母表示不

同生境管理茶园间经 LSD 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不显

著。Data in the figure are mean±SE. The same letter on the

bar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our tea planta‐

tions at P<0.05 level by LSD test.

2.1.2 茶小绿叶蝉个体数的时间动态

2017—2018年采样期间，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

园每个月网捕的茶小绿叶蝉个体数均无显著差异

（表 1）。茶小绿叶蝉网捕个体数主要存在 2个高峰

期，第 1 个高峰期在 2017 年 8 月，第 2 个高峰期在

2018年6月（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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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个体数的时间动态

Table 1 Temporal dynamics of abundance of the tea green leafhopper against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four tea plantations

采样日期
Sampling date

2017-07-09

2017-08-06

2017-09-05

2017-10-05

2017-11-04

2017-12-09

2018-01-13

2018-02-05

2018-03-06

2018-04-02

2018-05-04

2018-06-03

间作白三叶
T. repens

3.00±1.38 a

6.60±1.81 a

0.40±0.24 a

0.20±0.2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2.40±1.12 a

15.60±2.16 a

间作金花菜
M. hispida

1.60±0.81 a

3.80±0.58 a

1.20±0.58 a

0.00±0.00 a

0.20±0.2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1.20±0.58 a

21.40±9.39 a

间作金盏菊
C. officinalis

3.60±1.44 a

3.80±1.66 a

0.80±0.37 a

0.20±0.20 a

0.00±0.00 a

0.00±0.00 a

0.20±0.2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1.20±0.58 a

13.80±5.83 a

自然留养杂草对照
CK

4.00±2.14 a

5.40±1.63 a

0.20±0.20 a

0.20±0.2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0.00±0.00 a

0.20±0.20 a

3.20±1.32 a

15.20±2.87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行相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生境管理茶园间经LSD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不显著。Da‐

ta in the table are mean±SE. Sam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our tea plantations at P<0.05 lev‐

el by LSD test.

2.2 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着卵量

2.2.1 在茶梢不同部位的着卵量

4 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主要产卵

在茶梢的幼嫩部位，且茶梢各节之间存在着产卵

量差异，其主要产卵在顶芽之下的第 2~5 节间，以

第 4 节着卵量最多，顶芽及芽下第 8、9节的着卵量

很少（表2）。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在茶梢

第 4节着卵量大小排序为间作金盏菊茶园>间作金

花菜茶园>自然留养杂草对照茶园>间作白三叶茶

园，4种生境管理茶园所对应的着卵量平均数依次

为 8.13、7.50、7.17和 6.57粒。间作金盏菊茶园中剥

查获得的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第1节着卵量显著高于在

间作白三叶和金花菜茶园的着卵量（F3，12=3.57，P=

0.047；表2）；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梢顶芽、第2~

9节及整梢剥查获得的茶小绿叶蝉着卵量无显著差

异（表2）。

表2 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在茶梢不同部位的着卵量

Table 2 Egg densities of tea green leafhopper at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ea shoot against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four tea plantations

部位
Site

顶芽 Terminal bud

第1节 First leaf internode

第2节 Second leaf internode

第3节 Third leaf internode

第4节 Fourth leaf internode

第5节 Fifth leaf internode

第6节 Sixth leaf internode

第7节 Seventh leaf internode

第8节 Eighth leaf internode

第9节 Ninth leaf internode

整梢 Tea shoot

间作白三叶
T. repens

0.33±0.21 a

1.60±0.32 b

3.97±0.76 a

5.00±0.59 a

6.57±0.57 a

4.20±0.55 a

2.10±0.37 a

1.00±0.28 a

0.47±0.18 a

0.07±0.07 a

25.30±2.21 a

间作金花菜
M. hispida

0.23±0.09 a

1.50±0.41 b

3.73±0.60 a

6.20±1.32 a

7.50±0.75 a

5.77±0.92 a

3.47±0.88 a

1.83±0.72 a

0.97±0.43 a

0.20±0.09 a

31.40±4.06 a

间作金盏菊
C. officinalis

0.37±0.18 a

2.83±0.68 a

4.43±0.92 a

5.90±0.71 a

8.13±0.60 a

5.13±0.74 a

2.37±0.54 a

0.97±0.31 a

0.37±0.15 a

0.10±0.06 a

30.60±3.46 a

自然留养杂草对照
CK

0.17±0.10 a

2.30±0.53 ab

3.50±0.63 a

5.97±0.73 a

7.17±0.83 a

4.13±0.61 a

3.13±0.59 a

1.20±0.33 a

0.53±0.21 a

0.03±0.03 a

28.13±3.28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行不同字母表示不同生境管理茶园间经LSD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our tea plantations at P<0.05 level by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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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茶小绿叶蝉着卵量时间动态

于 2017 年 8 月 6 日、9 月 5 日、9 月 19 日、9 月

25日、10月 6日、10月 20日在 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

园剥查获得的茶小绿叶蝉在茶梢顶芽，第 1、3、4、

7和 8节及整梢着卵量无显著差异（图 2）。茶小绿

叶蝉于 9 月 19 日在茶梢顶芽和第 7 节着卵量达到

高峰（图 2-A、H），于 8 月 6 日在茶梢第 1 和 9 节着

卵量达到高峰（图 2-B、J），于 8月 6日和 9月 5日在

茶梢第 2 节着卵量达到高峰（图 2-C），于 9 月 5 日

在茶梢第 3、8 节和整梢着卵量达到高峰（图 2-D、I

和 K），于 9月 5日和 10月 6日在茶梢第 4、5节着卵

量达到高峰（图 2-E和F），于 9月 5日在茶梢第 6节

着卵量达到高峰（图 2-G）。

2017年 10月 6日，间作白三叶茶园剥查获得的

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第2节着卵量显著高于间作金盏

菊、间作金花菜和自然留养杂草对照茶园（F3,12=

6.00，P=0.01；图 2-C）。2017年 9月 19日，间作金花

菜茶园剥查获得的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第5节着卵量

显著高于间作白三叶和自然留养杂草对照茶园

（F3,12=3.50，P=0.05；图2-F）。2017年9月19日，间作

金花菜茶园剥查获得的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第6节着

卵量显著高于其它3种生境茶园（F3,12=6.58，P=0.01；

图2-G）。2017年9月25日，间作白三叶茶园剥查获

得的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第6节着卵量显著高于间作

金花菜和自然留养杂草对照茶园（F3,12=4.00，P=

0.04；图 2-G）。2017 年 8 月 6 日，间作金花菜茶园

剥查获得的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第 9 节着卵量显著

高于间作白三叶和自然留养杂草对照茶园（F3,12=

3.58，P=0.05；图 2-J）。

图2 2017年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在茶梢不同部位着卵量的时间动态

Fig. 2 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egg density of tea green leafhopper at different position of tea shoot against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four tea plantations in 2017

A：顶芽；B~J：第1~9节；K：整梢。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表示同时间点不同生境管理茶园间经LSD法检验在

P<0.05水平差异显著。 A：Terminal bud；B-J：1st-9th leaf internode；K：tea shoot. Data in the figure are mean±SE. *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tea plantations at the same date at P<0.05 level by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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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彭晚霞等（2008）、李慧玲等（2016a）和张正群等

（2016）研究发现间作白三叶茶园、间作铺地木蓝和

猪屎豆茶园、间作罗勒Ocimum basilicum L.茶园的

茶小绿叶蝉个体数显著低于对照茶园；而江道检等

（2014）研究发现对照茶园茶小绿叶蝉个体数显著低

于间作白三叶和间作印度豇豆 Vigna sesquipedalis

（L.）茶园；叶火香等（2010）研究也发现对照茶园茶

小绿叶蝉的个体数显著低于间作乌牛早-吊瓜Kige‐

lia africana（Lam.）Benth. 茶园、间作乌牛早-柑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茶园和间作安吉白茶-吊瓜

茶园，均与本研究发现 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网捕

的茶小绿叶蝉总个体数均无显著差异的结论不一

致。这可能是由于生产对照茶园进行正常农事操

作，施用化学农药造成茶小绿叶蝉种群数量显著减

少（江道检等，2014）；或由于茶小绿叶蝉嗜食吊瓜的

叶片和嫩茎引起其在间作茶园增加种群数量（叶火

香等，2010）。本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7月—2018年

6月网捕的茶小绿叶蝉总个体数主要在2017年8月

与2018年6月达到高峰；而李慧玲等（2016a）则研究

发现 5 种茶园茶小绿叶蝉个体数发生动态基本一

致，均在6月上旬和10月中旬分别达到高峰；江道检

等（2014）认为茶小绿叶蝉个体数在 7 月底与 10 月

底—11月分别达到高峰。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

能是因为试验点茶园秋茶采摘导致茶小绿叶蝉在

10月左右未再次出现高峰。

间作功能植物通过对茶小绿叶蝉的种群数量产

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一步对其在茶梢上的着卵

量产生作用。本研究发现，间作金盏菊茶园茶小绿

叶蝉在茶梢第1节着卵量显著高于间作白三叶和金

花菜茶园的，其原因可能是间作金盏菊茶园微生境

比其它茶园更好，更适合节肢动物生存。前人研究

发现，间作功能植物对茶园天敌和害虫都会产生影

响（宋同清等，2006；李慧玲等，2016a；b）。杨帆等

（2017）认为，金盏菊作为菊科植物，对害虫具有忌避

作用，同时可以为天敌群落提供蜜源、庇护所、替代

猎物等，起到吸引和增殖天敌作用。虽然茶小绿叶

蝉着卵量提高，但由于没有茶小绿叶蝉的天敌数据

支撑，如寄生蜂（包括卵寄生蜂）、蜘蛛、草蛉、瓢虫

等，今后需要对其开展更深入研究，从而客观判断金

盏菊是否适合作为茶园功能植物。

本试验结果显示，在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中，

茶小绿叶蝉卵都产在茶梢幼嫩部位，茶梢各节间着

卵量不同，主要产卵在顶芽之下的第2~5节间，以第

4 节着卵量最多，顶芽及芽下第 8、9 节的着卵量很

少。林金丽（2010）调查分析了西湖龙井茶梢顶芽及

第 1~5节上茶小绿叶蝉的卵量分布，发现主要产卵

在第2~5节间，以第4节着卵量最多，与本研究结果

相似。本研究发现在 4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中，茶

梢整梢上茶小绿叶蝉着卵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江

道检等（2014）在调查期间发现，生产茶园茶梢内的

茶小绿叶蝉着卵量均低于间作白三叶和间作印度豇

豆茶园，这可能是由于施用化学农药的生产茶园造

成茶小绿叶蝉种群数量大幅减少，从而导致茶小绿

叶蝉雌成虫在生产茶园茶梢上产卵减少。

不同时间段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在茶

梢各节之间的着卵量存在不同。2017年8月6日、9月

19日、9月25日和10月6日，不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

绿叶蝉在茶梢第2、5、6和9节着卵量存在显著差异，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间作的功能植物通过对茶园土

壤、茶树微气候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茶梢的内容物

组成（宋同清等，2006；Muscas et al.，2017）；也可能

是因为间作的功能植物挥发物对茶小绿叶蝉产生引

诱或趋避作用，从而导致茶小绿叶蝉产生不同的选

择行为（江丽容等，2010；谷明和林乃铨，2011；

Zhang & Chen，2015），进而影响茶小绿叶蝉在不同

生境管理茶园中茶梢的着卵量。同时，还可能由于

间作的功能植物开花生长期存在时间差。不同功能

植物在开花生长期之间存在差异，建议在茶园选择

功能植物方面可以搭配使用不同生长周期的功能植

物，使生长周期、开花时间等节点保持多样化。本试

验结果表明，9月上中旬茶小绿叶蝉在茶梢的着卵

量达到高峰，与高明清（2007）和李慧玲（2008）在铁

观音茶梢镜检剥卵的结果一致，但江道检等（2014）

研究发现，3种不同生境管理茶园中茶小绿叶蝉在

茶梢的着卵量均在 11月初达到高峰。产生这种差

异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选取试验点自9月7日起全

园进行了秋茶的采摘与修剪，带走大量的虫卵和虫

源，导致后续采梢剥查获得的茶小绿叶蝉着卵量降

低。

在本试验中，由于取样方式较为单一，只是对不

同生境管理茶园茶小绿叶蝉进行网捕并对其茶梢着

卵量镜检剥查，今后可以结合百叶虫口数、百梢虫口

数、盆拍法、吸虫器法、色板法、信息素诱捕法等不同

方法进行综合调查取样，除了调查茶小绿叶蝉成、若

虫及着卵量，同时也应该关注间作功能植物对茶园

茶小绿叶蝉捕食性天敌、寄生性天敌（包括卵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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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植食性昆虫、腐食性昆虫和杂食性昆虫的组成

和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关注它们对茶园间作功能

植物的响应机理及机制，还可以关注间作功能植物

对茶园土壤、微气候、景观生态、茶叶产量和品质的

调控效应。本试验主要针对福建省安溪县铁观音秋

茶采摘时期（第2个产卵高峰期）开展间作功能植物

对茶小绿叶蝉着卵量影响的研究，试验开展时间偏

短，建议今后可延长试验周期，研究如何通过改善茶

园生态系统来更好地发挥保益控害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尤其是间作功能作物对“茶树－茶小绿叶蝉－天

敌”三级营养关系的影响研究更待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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