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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２０１２年草地螟发生特点与原因分析

曾　娟，　姜玉英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２５）

摘要　为探明草地螟轻发年份的发生特点和主导因素，对２０１２年全国８省７０余个监测点的草地螟虫情调查资料

进行了系统分析。２０１２年我国草地螟的总体发生面积小、程度轻，但区域差异明显，其中新疆北疆一代幼虫大范围

严重发生，山西北部局部二代幼虫集中为害。导致轻发生的内在因素是境内外有效虫源基数小；外在因素是春夏季

气候条件不利，具体表现为春末夏初气温偏低不利于越冬代成虫羽化，气温偏低地区湿度过大不利于成虫产卵，夏

季中后期降水分布与一代成虫和二代幼虫发生期不匹配。

关键词　草地螟；　轻发年份；　发生特点；　虫源基数；　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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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螟（犔狅狓狅狊狋犲犵犲狊狋犻犮狋犻犮犪犾犻狊Ｌ．）是我国北方农

牧业生产上的一种重要害虫，具有间歇性暴发的特

点［１］。自１９９６年进入第３个暴发周期
［２］以来，草地

螟暴发频率加大、强度剧增，分别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暴发成灾
［３６］，且年度间发生

程度差异大、重发区域此消彼长，发生规律难于掌

握。以２００９年草地螟发生情况为例，尽管２００８年

冬季越冬基数高、具备大发生的虫源条件［７］，且

２００９年春季越冬代成虫始见期早、盛发期长、种群

规模大、见虫区域广，大范围重发的态势明显［８］，但

一代幼虫的实际发生范围偏小、重发区域有限、为害

程度较轻［８］，远远低于仅凭虫源基数作出的大发生



４０卷第１期 曾娟等：我国２０１２年草地螟发生特点与原因分析

预期［９］；又如２０１０年
［１０］和２０１１年

［１１］，尽管草地螟

整体轻发，但也存在局部集中为害的现象。究其原

因，除虫源基数外，在草地螟成虫羽化、迁飞、产卵和

幼虫初孵等关键时期，气候及生态条件的适宜程度

对草地螟的时空分布和发生程度具有重要影

响［８，１０１２］。鉴于草地螟暴发的间歇性和时空分布的

不确定性，及时总结不同年度的发生特点，分析发生

原因和暴发主导因素，对掌握草地螟发生为害的年

度差异、阐明气候条件对其发生的影响机制，从而提

高监测预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１　发生特点

１．１　全国发生面积小，区域间差异悬殊

２０１２年全国草地螟成虫共发生１１４．３万ｈｍ２，

其中越冬代１００．３万ｈｍ２，一代１１．１万ｈｍ２，二代

２．９万ｈｍ２；幼虫共发生４７．５万ｈｍ２，其中一代

４５．７万ｈｍ２，二代１．８万ｈｍ２。与近年全国草地螟

幼虫发生面积相比，２０１２年发生面积大于轻发生的

２０１０年
［７］、２０１１年

［８］，但远远小于大范围暴发的

２００８年
［６］，也明显小于局部重发的２００９年

［９］，为第

３个暴发周期以来发生面积较小的一年。

从各省发生面积（图１）看，在全国总发生面积

较小的前提下，新疆、内蒙古两省（区）合计的成虫和

幼虫发生面积分别占全国面积的８０．８％和９４．５％，

其他各省发生面积的绝对值和所占比例均很小，即

不同省区之间发生面积相差悬殊。各虫态和代次发

生面积超过１万ｈｍ２的省份，越冬代成虫有新疆、内

蒙古、河北、山西和黑龙江５省（区），分别为４９．２万、

３５．２万、９．０万、４．２万和１．０万ｈｍ２；一代成虫仅有

内蒙古、新疆和河北３省（区），分别为４．４万、３．４万和

１．９万ｈｍ２；二代成虫仅有山西省，为２．７万ｈｍ２；一代

幼虫仅有新疆和内蒙古，分别为３４．７万和９．２万ｈｍ２。

１．２　见虫区域少，分布集中

２０１２年草地螟越冬代成虫发生范围有限，集中

分布在３个区域内，即内蒙古与黑龙江、吉林两省交

界处，内蒙古与河北、山西、陕西和宁夏４省（区）交

界的狭长地带，新疆北疆北部、西部和南疆西南

部，包括８个省（区）２４个市（盟、地区）７０个县

（市、旗、区）。一代幼虫发生区域涉及７个省（区）

１７个市（盟、地区）４１个县（市、旗、区），与越冬代

成虫相比，一代幼虫分布区域缩减主要在黑龙江西

部、内蒙古中部与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交界地区以

及新疆博州和伊犁州。

图１　２０１２年各省草地螟发生面积（不足１万犺犿２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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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成虫发生区域包括７个省（区）１９个市

（盟、地区）５１个县（市、旗、区），仍然分布在越冬代

成虫的３个集中发生区，但见虫区域有所缩减。二

代幼虫仅在新疆北疆阿勒泰、塔城地区、河北张家

口市康保县、山西大同市新荣区有一定数量和规模

发生，内蒙古、吉林、陕西、宁夏均为少量零星发

生；与一代成虫发生区域相比，发生县点数缩减

６６．７％。

二代成虫发生区域包括７个省（区）９个市（盟、

地区）１８个县（市、旗、区），主要集中在山西北部３

市，但均为无效虫源，未出现三代幼虫为害。

草地螟各世代和各虫态发生分布情况见表１和

图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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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２年草地螟各代次和各虫态发生区域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犿犲犪犱狅狑犿狅狋犺犱狌狉犻狀犵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狊狋犪犵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犻狀２０１２

代次和虫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ｇｅ

见虫区域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ｅｇｉｏｎ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河北

Ｈｅｂｅｉ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吉林

Ｊｉｌｉｎ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Ｔａｉｙｕａｎ）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Ｘｉ’ａｎ）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合计

Ｔｏｔａｌ

越冬代成虫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ａｄｕｌｔ

市（盟、地区）级 ８ ５ ２ ２ ２ ３ １ １ ２４

县（市、旗、区）级 ２０ ２３ ７ ４ ３ ７ ４ ２ ７０

一代幼虫

１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ｒｖａ

市（盟、地区）级 ７ ４ １ — ２ １ １ １ １７

县（市、旗、区）级 １１ １９ ２ — ４ １ ２ ２ ４１

一代成虫

１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ｕｌｔ

市（盟、地区）级 ７ ４ ２ — ２ ２ １ １ １９

县（市、旗、区）级 １５ ２０ ２ — ４ ４ ４ ２ ５１

二代幼虫

２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ｒｖａ

市（盟、地区）级 １ ２ １ — ２ １ １ １ ９

县（市、旗、区）级 ２ ７ １ — ４ １ １ １ １７

二代成虫

２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ｕｌｔ

市（盟、地区）级 １ — １ — ２ ３ １ １ ９

县（市、旗、区）级 ２ — １ — ５ ８ １ １ １８

图２　２０１２年草地螟越冬代成虫和一代幼虫分布区域

犉犻犵．２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犪犱狌犾狋狊犪狀犱狋犺犲１狊狋

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狋犺犲犿犲犪犱狅狑犿狅狋犺犻狀犆犺犻狀犪犻狀２０１２

图３　２０１２年草地螟一代成虫和二代幼虫分布区域

犉犻犵．３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１狊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犱狌犾狋狊犪狀犱狋犺犲

２狀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狋犺犲犿犲犪犱狅狑犿狅狋犺犻狀犆犺犻狀犪犻狀２０１２

１．３　越冬代成虫发生期和发生量区域差异显著

１．３．１　始见期西部偏早、东部偏晚

据４－５月各地灯下监测数据表明，华北、西北

草地螟主发区越冬代成虫始见期集中在４月底至５

月上旬，东北地区为５月下旬；与常年相比，陕西、宁

夏、河北、新疆北疆偏早，其他地区接近或偏晚。

１．３．２　盛发期短，高密度区域集中

５月中下旬至６月上旬，宁夏北部（石嘴山市）、

新疆北疆（阿勒泰地区）、内蒙古中西部（鄂尔多斯

市、乌兰察布市）、河北北部（张家口市、承德市）陆续

出现灯下蛾峰，峰期分别为５月９—１２日和１８—２１

日、５月２７日—６月９日、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８日、６

月１６—２０日，峰期单灯单日最高诱蛾量可达１０００

～６０００头。其他地区灯下诱蛾量大多维持在几头

至十几头的低水平，未出现明显蛾峰。

越冬代成虫并未在所有出现灯下蛾峰的地区宿

留，田间高密度区域集中在新疆北疆、河北北部局部

田块。其中，新疆北疆５月底至６月初田间蛾量突

增、且分布广泛，阿勒泰、塔城２个地区发生面积达

６０万ｈｍ２；百步惊蛾量，塔城市一般为３００～８００头、

部分乡镇最高达６０００头，额敏县一般为１００～１０００

头、最高达１２００头、农田周边杂草上为５００～１５００

头，阿勒泰地区一般为１５０～３００头，发生较重的

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哈巴河县、福海县部分乡镇

最高达３０００头以上。河北北部６月中旬后期出

现迁入峰，康保县、丰宁县、围场县田间调查，平

均百步惊蛾量为３～２００头；局部田块密度高，康

保县一块面积为１３ｈｍ２左右的马铃薯田内（周围

有藜）达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头，围场县一块玉米田中

为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头。

各地越冬代成虫发生期和灯下、田间峰期蛾量

见表２。

１．４　一代幼虫整体偏晚轻发，西北局部早发重发

１．４．１　发生期大部偏晚、西北局部偏早

一代幼虫始见期，宁夏惠农区为５月１５日，比常年

早２５ｄ；内蒙古西部为５月２２日，比２０１１年早２３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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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早５ｄ；新疆阿勒泰地区为６月１０日，比２０１１年早

５ｄ，比常年早１０ｄ；山西、河北、内蒙古中东部和吉林分

别为６月１９日、６月２１日、７月初，大部地区比常年偏

晚１０ｄ以上。一代幼虫为害盛期，宁夏北部、内蒙古西

部、新疆北疆为６月上、中旬，其他大部地区为６月下旬

至７月上、中旬。

表２　２０１２年草地螟越冬代成虫发生期和峰期蛾量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犗犮犮狌狉狉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狊犪狀犱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狅犳犿犲犪犱狅狑犿狅狋犺犪犱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犪犻狀２０１２

省份

（或地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始见期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始见日

／月日

Ｄａｔｅ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始见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比２０１１
年早晚

／ｄ

Ｓｏｏｎｅｒｏｒ

ｌａｔｅｒｔｈａｎ

２０１１

比常年早

晚／ｄ

Ｓｏｏｎｅｒ

ｏｒｌ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ａｒｓ

灯下蛾峰

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ｉｎｔｒａｐｌｉｇｈｔ

监测点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

盛期

／月日—

月日

Ｐｅａｋｓｔａｇｅ

蛾峰日

／月日

Ｄａｔｅ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日单灯最高

诱蛾量／头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ｉｎ

ｏｎｅｔｒａｐ

ｌｉｇｈｔａｔｏｎｅ

ｎｉｇｈｔ

田间蛾峰

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

监测点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

盛期

／月日—

月日

Ｐｅａｋｓｔａｇｅ

平均（最高）百步

惊蛾量／头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ｒ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ｄｕｌｔｎｕｍｂ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１００ｆｅｅｔ

ｓｔａｒｔｌｉｎｇ

新疆南疆

Ｓｏｕｔｈ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０４２５

和田地区

Ｈｅｔ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 －（５～１０）

和田地区

Ｈｅｔ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０６０１ ４２

于田县

Ｙｕｔ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７月初 ５００

新疆北疆

Ｎｏｒｔｈ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０５０３

博乐市

ＢｏｌｅＣｉｔｙ
＋６ ＋２０

阿勒泰地区

Ａｌｔａｙ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０５２７—

０６０９

０５２７

０６０２

７７６

１１１９

塔城市

ＴａｃｈｅｎｇＣｉｔｙ

额敏县

ＥｍｉｎＣｉｔｙ

阿勒泰地区

Ａｌｔａｙ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０５２５—

０６０５

３００～８００（６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３００（３０００）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Ｘｉ’ａｎ）
０４２５

府谷县

ＦｕｇｕＣｏｕｎｔｙ
＋１４ ＋１５ 无明显蛾峰Ｎｏｎｅｏｆ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 无明显蛾峰Ｎｏｎｅｏｆ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０４２７
巴彦淖尔市

ＢａｙａｎｎｕｒＣｉｔｙ
＋３ －（９～１５）

杭锦旗

ＨａｎｇｊｉｎＢａｎｎｅｒ

四子王旗

Ｓｉｚｉｗａｎｇ

Ｂａｎｎｅｒ

０５２８—

０６１８

０５２８

０６１１

０６１６

０６１７

１１８

１３００

１１５０

２１００

无明显蛾峰Ｎｏｎｅｏｆ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４２８

汾阳市

ＦｅｎｙａｎｇＣｉｔｙ
－８ －（８～１０）

阳高县

ＹａｎｇｇａｏＣｏｕｎｔｙ

应县

Ｙ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０６１４—

０６１８

０６１７

０６１７

８９

４６

应县

Ｙ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０６１７ １００（１０００）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０５０１

惠农区

Ｈｕｉｎ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５ ＋１６

惠农区

Ｈｕｉｎ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２

０５１８—

０５２１

０５０９

０５２０

１５３

２１６

惠农区

Ｈｕｉｎ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５月下旬 ５０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０５０３

蔚县

ＷｅｉＣｏｕｎｔｙ
＋１４ ＋１５

丰宁县

Ｆｅｎｇ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康保县

ＫａｎｇｂａｏＣｏｕｎｔｙ

围场县

Ｗｅｉｃｈ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０６１６—

０６２０

０６１６

０６１７

０６１８

７０

５２７２

１３４

康保县

ＫａｎｇｂａｏＣｏｕｎｔｙ

围场县

Ｗｅｉｃｈ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丰宁县

Ｆｅｎｇ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０６１７—

０６１８

３～２００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５２０

泰来县

ＴａｉｌａｉＣｏｕｎｔｙ
＋３ －５ 无明显蛾峰Ｎｏｎｅｏｆ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 无明显蛾峰Ｎｏｎｅｏｆ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

吉林

Ｊｉｌｉｎ
０５２９

镇赉县

ＺｈｅｎｌａｉＣｏｕｎｔｙ
－５ －８ 无明显蛾峰Ｎｏｎｅｏｆ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 无明显蛾峰Ｎｏｎｅｏｆ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ｕｌｔｐｅａｋ

　１）“＋”表示偏早，“－”表示偏晚。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ｏｏｎｅｒｔｈａｎ２０１１ｏｒｎｏｒｍａｌｙｅ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ｌ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２０１１ｏｒｎｏｒｍａｌｙｅａｒｓ．

１．４．２　总体轻发生、新疆北疆重发

一代幼虫发生盛期田间平均密度，新疆、内蒙

古、宁夏分别为４８、５、２．５头／ｍ２，其他大部地区为

０．５头／ｍ２以下，高密度区域主要集中在新疆北疆，

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的个别田块也出现了集中为

害。新疆北疆发生范围广、密度高、为害作物多，发

生区域包括阿勒泰地区所有７个县（市）、塔城地区

５个县（市）以及首次发生的伊犁州昭苏县，农田发

生面积达２０万ｈｍ２；阿勒泰地区平均密度为５０～

１５０头／ｍ２、最高达１５００头／ｍ２，塔城地区平均密度

为３０～８０头／ｍ２、最高达５００头／ｍ２、田边荒滩一般

密度２００～９００头／ｍ２；为害作物主要有小麦、苜蓿、

甜菜、玉米、马铃薯、西瓜（籽瓜，俗称“打瓜”）等。内

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农田发生面积０．２万ｈｍ２，

平均密度为３０头／ｍ２、最高８０头／ｍ２，主要为害厚皮

甜瓜（俗称“蜜瓜”）和棉花；草场发生面积５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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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密度为５０头／ｍ２、最高１２０头／ｍ２。宁夏惠农

区有１３ｈｍ２苜蓿田虫口密度达１０～４０头／ｍ２，仅次

于偏重发生的２００４年。

１．５　一代成虫和二代幼虫总体轻发生

６月底至７月上旬，陕西、宁夏、新疆、内蒙古、

山西等省（区）部分监测点灯下陆续见一代成虫，始

见期接近常年；河北、吉林始见期为７月底，比常年

偏晚２０ｄ；仅新疆北疆、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局部

地区出现明显蛾峰。其中，新疆北疆阿勒泰地区发

蛾盛期为７月１７日—３１日，７月１７日、１９日、２７日

单灯诱蛾量分别达到１１１２、１３２１、１１２７头，其他时

段为５００～８００头；但田间蛾量较低，平均百步惊蛾

量为１０～２０头，最高１８０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

蓝旗、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发蛾盛期分别为７月２６

日—２７日、８月８日—１５日，正蓝旗田间平均百步惊

蛾量为２００～３００头、最高１０００头，丰镇市峰日单灯最

高诱蛾量为２５６头、农田草埂百步惊蛾量为３００～５００

头。河北康保县出现迁入迁出峰，灯下蛾峰为８月８

日—１２日、２０日、２５日，峰日单灯最高诱蛾量分别为

８１７、１６７１、３４７头，但均为过境蛾峰，田间蛾量低。

二代幼虫在新疆北疆阿勒泰和塔城地区、吉林

白城市和松原市、河北康保县、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宁夏惠农区和陕西定边县零星发生；农田虫口密度，

新疆、河北平均为５头／ｍ２ 左右、最高为１８０～３００

头，其他各地为１头／ｍ２ 以下。但二代幼虫于７月

２３日在山西大同市新荣区破鲁乡裴家窑村暴发，以该

村２０ｈｍ２黄芪地为中心，农田发生面积６６．７ｈｍ２、草

地发生面积２０ｈｍ２；其中，马铃薯单株一般有虫３０～

４０头、最高５５头，夏杂豆田平均密度为１８０头／ｍ２、最

高４８０头，黍子和黄芪地杂草上平均密度为２００头／

ｍ２、最高４００头。

２　虫源基数小是总体轻发的决定因素

２．１　境内主要虫源地越冬范围小、基数低

据２０１１年秋季各地越冬基数调查表明，我国境

内主要越冬虫源地越冬范围小、基数低。仅在内蒙

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鄂托

克前旗、兴安盟阿尔山市、科右前旗３盟市５旗（市），陕

西榆林市靖边县、神木县，河北康保县查到越冬活茧，山

西、宁夏、吉林等省均在幼虫发生区域进行了大范围调

查，未发现越冬活茧。３省（区）越冬面积分别为４４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和８００ｈｍ２，越冬活茧加权平均密度分别为

０．００４６、０．００２０和０．０１００头／ｍ２，越冬总虫量为２１４．０

万头，较２０１０年同期低９９．８％，为２００１年以来较轻的

年份。另外，新疆和田、阿勒泰２个地区３个县调查发

现越冬虫源，越冬面积为２．７万ｈｍ２，越冬活茧加权平

均密度为０．０６７６头／ｍ２，越冬总虫量为１８０２．７万头，

较２０１０年同期低９９．９％，是２００８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２．２　境外虫源未大规模迁入常发区

２０１２年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等影响我国的主

要境外虫源地［１３］草地螟并未重发，不具备向我国境

内大量迁入的种群基础。另据各地监测，在易受俄罗

斯远东地区、蒙古等境外虫源影响的内蒙古东北部、

黑龙江西部等边境地区，草地螟整个发生期内灯下、

田间虫量一直维持低水平，并未出现明显的灯下迁入

峰和田间落地产卵现象，可以推断当地及周边地区没

有境外虫源的大量迁入。因此，东北、华北等我国北方

草地螟常发区并未受到大规模境外迁入虫源的影响。

２．３　北疆疑似境外虫源影响范围有限

对于２０１２年草地螟一代幼虫重发的新疆北疆

地区而言，其虫源值得商榷。一是２０１１年秋季，北

疆仅在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查见越冬活茧，越冬总

面积１万ｈｍ２，活茧密度０．４２头／ｍ２，当地越冬总虫

源量小，不足以提供翌年引起一代幼虫大面积重发

的虫源。二是南疆主要越冬虫源地和田地区，无论

从秋季虫源量、春季越冬代成虫发生量等方面推断，

也不足以提供北疆一代幼虫重发的虫源。三是从北

疆越冬代成虫发生动态、生理特征和种群空间分布

特征看，尽管５月３日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

市始见，但自始见日至５月底之前的近一个月内，整

个北疆地区灯下、田间都没有出现明显蛾峰；导致一

代幼虫重发的越冬代成虫高密度种群集中出现在５

月２７日至６月９日，呈现灯下与田间蛾量同期突

增、雌蛾卵巢发育级别高、落地产卵等外来迁入种群

的明显特征，且集中分布在与哈萨克斯坦毗邻的阿

勒泰、塔城、博州和伊犁地区。因此，可以初步判断，

引起２０１２年北疆地区草地螟一代幼虫重发的越冬

代成虫来源于毗邻的哈萨克斯坦等境外地区，但目

前缺乏相关境外虫源地同期草地螟严重发生的情况

报道，并且仍需高空风场与轨迹推测分析、雷达观测

与高空诱捕等方面的实例来证明。尽管如此，新疆

北疆地区的疑似境外虫源，由于种群规模有限、且受

高空气流走向和沉降区域限制，其影响范围仍局限

于中哈边境及其邻近地区，为我国华北、东北等广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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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提供虫源的可能性不大。

３　气象条件时空分布不利是总体轻发的重

要因素

　　据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１２年气候系统监测
［１４］和气

候影响评价［１５］等资料显示，我国北方草地螟常发区

夏季气候条件呈现前期气温偏低、后期降水分配不

均等特征，气温和降水的配合程度和时空分布总体

不利于草地螟的发育。

３．１　春末夏初气温偏低不利于越冬代成虫羽化

草地螟越冬代蛹的发育起点温度为１０．８℃、有

效积温为１７６．９日度，越冬代成虫产卵前的发育起

点温度为１６．７℃、有效积温为２１．４日度
［１６］，成虫

发育适宜气候条件为温度１８～２３℃、相对湿度

５０％～８０％
［１］。对于我国北方草地螟常发区、尤其

是虫源地而言，春末夏初温度的高低决定了发蛾时

间的早晚和蛾峰峰值的大小（新疆北疆蛾峰可能主

要受境外虫源影响，在此不作为气象条件影响草地

螟越冬虫源发育进度的事例进行分析）。

５月平均温度，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东部地区

北部和东部仅为１０～１５℃，内蒙古东南部和西部、

东北地区中西部、河北北部、山西中北部、陕西、新疆

北疆为１５～２０℃，新疆南疆为２０～２５℃，即我国大

部分草地螟虫源地５月份平均气温达不到越冬代成

虫发育起点温度，有效积温也达不到满足越冬蛹和

越冬代成虫完全发育的条件。因此，整个５月份，除

宁夏惠农区在５月中旬、内蒙古西部２县在５月底

出现越冬代成虫蛾峰外，其他大部地区蛾量一直

很低。

６月平均温度，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山西北

部、河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为１５～２０℃，新疆北疆

和南疆、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宁夏、东北

地区中西部为２０～２５℃，其中内蒙古、辽宁、河北月

平均气温比常年偏低１～２℃，即除内蒙古西部和新

疆以外，我国大部分虫源地６月份平均气温刚好达

到越冬代成虫的发育起点温度，但不满足发蛾期适

宜的气候条件（主要是适温条件）。因此，越冬代成

虫羽化期表现为“西部偏早、东部偏晚”，且大部分地

区蛾峰不明显、灯下与田间蛾量低。

３．２　气温偏低地区湿度过大不利于成虫产卵

温湿度的组合对成虫生殖力有显著影响［１６］，成

虫产卵的温度临界范围为１５～３０℃、相对湿度临界

范围为３０％～８０％，且在低温条件下，相对湿度越

大，草地螟成虫产卵量越小、不孕率越高、寿命越短。

５－６月为２０１２年草地螟越冬代成虫主要发生期，

且田间出现的有效虫源多集中在６月份，则６月份

的温湿度配合条件对成虫产卵的影响最大。

据６月全国降水量空间分布显示，东北大部、内

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等地普遍在１００～２００ｍｍ，陕

西和山西北部为５０～１００ｍｍ，内蒙古西部、新疆大

部为１０～５０ｍｍ；与常年同期相比，东北大部、华北

西北部和东北部以及内蒙古、陕西北部、宁夏大部、

新疆南疆和北疆偏多３成至２倍。在６月份温度较

低的地区（东北大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降水

过多、湿度过大，对成虫交尾、卵巢发育和产卵有不

利影响；如河北康保县，由于６月中下旬气温偏低、

降雨偏多，越冬代成虫产卵量低，多为散产在植株上

部叶片，每处仅有１～３粒，为不适宜气候条件下产

卵的显著特征［１７］。在满足适温条件的地区（内蒙古

西部、新疆），尽管降水量绝对值较小，但高于常年平

均值，因此越冬代成虫能够进行正常繁殖，繁衍出具

备一定规模的一代幼虫。

３．３　初夏温湿度条件对一代卵和幼虫的发育无不

利影响

　　草地螟第一代卵的发育起点温度为１１．３℃、有

效积温为３６．３日度，第一代幼虫的发育起点温度为

１１．２℃、有效积温为１８０．２日度，发育期适宜气候

条件为温度２２～２６℃、相对湿度６０％～８０％
［１６］。

２０１２年我国草地螟常发区一代幼虫发生期集中在６

月份，期间温湿度条件（见３．１、３．２）对其发育无明

显不利影响。因此，在有一定种群规模的越冬代成

虫宿留产卵的前提下，新疆北疆阿勒泰和塔城地区、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宁夏惠农区出现一代幼

虫集中为害的情况。

３．４　夏季中后期降水分布与一代成虫和二代幼虫

发生期不匹配

　　７、８月份，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月平均气温为２０

～２５℃，温度条件适宜成虫、卵和幼虫的发育；但在

有一定种群规模的草地螟发生区，一代成虫羽化产

卵高峰期和二代幼虫发生高峰期的旬累计降水

量［１８］偏少，不利于草地螟的发育，导致总体轻发生。

如新疆北疆一代成虫发蛾盛期为７月下旬、二代幼

虫发生期为７月底至８月上旬，而阿勒泰、塔城等草

地螟主发区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累计降水量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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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５０％～８０％；内蒙古中

部一代成虫发蛾盛期为７月底至８月上旬、二代幼

虫发生期为８月上、中旬，但该地区７月底至８月中

旬累计降水量为１０～５０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

２０％；河北康保县于８月上旬末至中旬初和下旬前

期出现一代成虫迁入迁出峰，但该地区８月中、下

旬累计降水量为１０～５０ｍｍ，比常年同期偏少５０％

～８０％，且早晚气温低、在８月２２日出现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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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名录［ＥＢ／ＯＬ］．（２０１０ １２ １２）［２００７ ０５ ２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ｓｊｚｚ／ｚｈｏｎｇｚｈｉｙｅ／ｚｈｉｆａ／２０１００６／Ｐ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６

５８０５１２８３１４６８．ｄｏｃ．

［４］　ＢａｒｎｅｓＨＦ．犆狅狀狋犪狉犻狀犻犪犿犪犾犻ｎ．ｓｐ．ｔｈｅａｐｐｌｅｂｌｏｓｓｏｍｍｉｄｇｅ，

ｗｉｔｈ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ｏ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ｇａｌｌｍｉｄｇｅｓ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ａｐｐｌｅａｎｄ

ｐｅａｒ［Ｊ］．Ｋｏｎｔｙ，１９３９，１３：１２６ １３２．

［５］　ＹｕｋａｗａＪ．Ｓｅｔａｌｃｏｕ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ｅｂｌｏｓ

ｓｏｍｍｉｄｇｅ，犆狅狀狋犪狉犻狀犻犪犿犪犾犻Ｂａｒｎｅｓ（Ｄｉｐｔｅｒａ，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Ｊ］．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Ｋａｇｏｓｈｉｍ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４，２０：１３７ １４１．

［６］　ＴａｎａｂｅＣ．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ａｐｐｌｅｂｌｏｓｓｏｍｍｉｄｇ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３６，２３：５０９ ５１８，５９６ ６０４．

［７］　ＢａｒｎｅｓＨＦ．Ｇａｌｌｍｉｄｇ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ＩＩ：Ｇａｌｌｍｉｄｇｅｓ

ｏｆｆｒｕｉｔ［Ｍ］．Ｃｒｏｓｂｙ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Ｓｏｎ，Ｌｔｄ，１９４８，３３ ４１．

［８］　ＫｉｅｆｆｅｒＪＪ．Ｅｔｕｄｅｓｕｒｌｅｓｃéｃｉｄｏｍｙｉｅｓｇａｌｌｉｃｏｌｅ［Ｊ］．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

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９０４，２８：３２９ ３５０．

［９］　ＧａｇｎéＲＪ．Ｕｐｄａｔｅｆｏｒ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ｏｆｔｈｅ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Ｄｉｐ

ｔｅｒａ）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Ｂ／ＯＬ］．（２０１０ １１ ２３）［２０１０ ０３ ２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ＳＰ２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Ｐｌａｃｅ／１２７５４１００／

Ｇａｇｎｅ＿２０１０＿Ｗｏｒｌｄ＿Ｃａｔａｌｏｇ＿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ｐｄｆ．

［１０］江明耀．苹果瘿蝇（犇犪狊犻狀犲狌狉犪犿犪犾犻）风险分析报告［ＥＢ／ＯＬ］．

（２００９ ０１ １３）［２００７ １１ 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ｐｈｉｑ．ｇｏｖ．

ｔｗ／ｐｕｂｌｉｃ／Ｄａｔａ／６１２２２９３９２４７１．ｐｄｆ．

［１１］焦克龙，牛春敬，卜文俊．检疫性有害生物－苹果瘿蚊［Ｊ］．植物

检疫，２０１３，２７（４）：７７ ８０．

［１２］ＡｎｆｏｒａＧ，ＩｓｉｄｏｒｏＮ，ＤｅＣｒｉｓｔｏｆａｒｏＡ，Ｉｏｒｉａｔｔ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犕犪犮狉狅犾犪犫犻狊犿犪犾犻ｓｐ．ｎｏｖ．（Ｄｉｐｔｅｒａ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ａｎｅｗ

ｉｎｑｕｉｌｉｎｅｇａｌｌｍｉｄｇ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ｇａｌｌｓｏｆ犇犪狊犻狀犲狌狉犪犿犪犾犻ｏｎａｐ

ｐｌｅｉｎＩｔａｌｙ［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５８（２）：９５ ９９．

［１３］ＲüｂｓａａｍｅｎＥＨ．Ｖｏｒｌｕｆｉｇｅ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ｎｅｕｅｒ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ｄｅｎ

［Ｊ］．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１８９３，１９：１６１ １６６．

［１４］ＨａｒｒｉｓＫＭ．Ｇａｌｌｍｉｄ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Ｄｉｐ

ｔｅｒａ，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Ｐａｒｔ１：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Ｃｅ

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ｎａｅ；ｓｕｐｅｒｔｒｉｂｅ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ｉ［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６，１１８：３１３

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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