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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黏虫暴发特点分析与监测预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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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在东北、华北、西南部分地区暴发，对间歇性暴发的迁飞性害虫监测工作敲响了警钟。本文

分析了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具有发生面积大、范围广、区域北扩，高密度区域呈带状分布，隐蔽为害造成集中损失，玉米

受害最重等暴发为害特点；指出了当前监测预警工作中存在难以掌握迁飞路径，监测范围大、重点多，系统调查时间

长、频度高、专业性强，评价标准尚未统一等难点问题，这正是导致部分地区失查失治的客观原因。提出开展跨体系

多部门协同科研攻关、制定全国评价标准、继承使用多种监测手段、健全基层监测网络和提高测报专业技能等建议，

对进一步做好黏虫监测预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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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由于前期虫源的逐

代累积、适宜的环境条件和迁飞动力场、迁飞后的聚

集降落等因素，导致三代黏虫在东北、华北、西南部分

地区暴发［１］，发生范围之广、面积之大、密度之高为历

史罕见。针对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严重发生形势，各地

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监测预警，强化宣传和指导，强化

统防统治，各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实现了虫口夺粮、保障秋粮丰收的目标。夺取黏虫防

控战役的胜利后，及时总结分析黏虫暴发的时空分布

和年际变化特点，认真思考虫害暴发时猝不及防的原

因，提出切实可行的监测预警对策和建议，对将来进

一步做好病虫害监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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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暴发特点

１．１　发生面积大、范围广、区域北扩

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见虫面积达３９７．４万ｈｍ２，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年平均值（６９．３万ｈｍ２）增加４．７倍。

主要发生范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

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云南、贵州等

１３个省（市、区）９２个市（地区、州）４７６个县（市、区、

旗）（见表１）。各区域见虫面积相差悬殊，内蒙古

（东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为２２３．２万

ｈｍ２，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华北地区为１１３．０万

ｈｍ２，山东、河南和陕西等黄淮地区为５２．８万ｈｍ２，

即东北、华北、黄淮三大区域见虫面积占全国总面

积的比率分别为５６．２％、２８．４％和１３．３％。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年平均值比较，东北、华北、黄淮三

大区域见虫面积比率分别为２１．８％、４７．５％、

３０．７％，即２０１２年与近几年相比，东北地区发生

面积比率增加了３４．４百分点，华北地区发生面积

比率减少了１９．１百分点，黄淮地区发生面积比率

减少了１７．４百分点，即三代黏虫主要发生区域由

常年的黄淮、华北地区北扩至东北地区，发生区域

重心明显北扩。

表１　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发生面积及分布区域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狉犲犪犪狀犱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３
狉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犪狉犿狔狑狅狉犿犻狀２０１２犻狀犆犺犻狀犪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见虫面积

／万ｈｍ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达标面积

／万ｈｍ２

Ａｒｅａａｂｏ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防治面积

／万ｈｍ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重发面积

／万ｈｍ２

Ｓｅｖｅｒｅａｒｅａ

叶片被吃光

面积／ｈｍ２

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ｌｅａｆ

ｅａｔｅｎｏｆｆ

见虫区域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ｅｇｉｏｎ

市级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县级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辽宁 ６４．３ ４６．７ ６０．９ １３．９ ０ １３ ２７

吉林 ３７．５ ３４．１ ４０．６ １１．０ ６００．０ ７ ３３

黑龙江 ３５．５ ２９．６ ３６．４ ０ ０ ７ ３０

内蒙古 ８５．９ ８５．９ ８９．７ ２６．７ ３４６６．７ ４ ２９

北京 ４．１ ２．６ ３．７ ０．１ ２０．０ １ ９

天津 ８．４ ４．９ ８．３ ２．２ １６６．７ １ １２

河北 ６６．０ ５７．３ ５８．７ ４．９ ２９２．０ １１ １２３

山西 ３４．５ １８．７ １６．９ ３．４ ０．７ １１ ５３

山东 ３４．１ ２１．５ ２８．０ ２．０ １７３．３ １４ ６８

河南 １１．２ ２．１ １８．８ ０ ０ １１ ５３

陕西 ７．５ １．９ ２．９ ０．６ １４６．７ ６ ２５

云南 ８．０ ８．０ １０．０ － － ５ １３

贵州 ０．３ － ０．２ － ０ １ １

合计 ３９７．４　 ３１３．３　 ３７５．１　 ６４．７ ４８６６．１　 ９２ ４７６　

１．２　高密度区域多，带状分布明显

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重发区域多，在河北省廊坊、

唐山、沧州、保定、秦皇岛，天津市宝坻、蓟县、静

海、汉沽，北京通州、大兴、平谷，内蒙古通辽、赤

峰，辽宁省阜新、沈阳、锦州、铁岭，吉林省松原、长

春、四平、吉林、白城、通化，黑龙江省大庆、齐齐哈

尔、绥化、哈尔滨，山西省晋中、运城、长治，山东省

滨州、济南、淄博、聊城，云南迪庆、楚雄、玉溪、临

沧、保山等地均出现高密度种群为害。在空间分布

上，形成了三条东北－西南走向的重发带，分别位于

华北北部（自内蒙古巴林右旗至河北涞水，即

１１８．６５～１１６．６３°Ｅ、４３．５２～３８．７０°Ｎ）、东北中西部

（自黑龙江肇州至辽宁辽中，即１２５．２５～１２２．７０°Ｅ、

４５．７２～４１．５２°Ｎ）和云南西南部（自宾川至澜沧，

即１００．５５～９９．９０°Ｅ、２５．８２～２２．５０°Ｎ）（见图１）。

这些重发带的分布区域和地理走向，恰好与７月下

旬我国北方高空气流的汇合沉降事件吻合，是迁飞

动力场影响黏虫降落和发生区域的典型证明［１］。

其中，华北北部重发带与７月２１日西南气流与蒙

古共和国东南部气旋在华北地区的汇合重叠，也与

７月２５－２６日西南气流与西北方向高空冷气流在

华北北部的再次相遇重叠；东北中西部重发带与７

月２６日东北地区受气旋天气控制的降雨、２８日西

南气流与东北气流在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处相遇

重叠。

１．３　早期隐蔽为害难发现，后期集中为害损失重

与一、二代黏虫为害的寄主种类和生育期相比，

三代黏虫发生时已进入秋作物生长中后期，植株高

大繁茂、田间郁闭，为害隐蔽性更高。由于黏虫产卵

有强烈的选择性，倾向于产在枯黄卷缩的植物叶片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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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２３］，特别是产在禾本科杂草上［４］，因此孵化后的

低龄幼虫多分布于田间杂草和管理粗放的田块中，

为害较隐蔽、难以查见；高龄幼虫进入暴食期后，转

移至作物上大量啃食作物叶片和穗部，重发田块玉

米百株虫量一般为１００～５００头，最高可达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头。据初步统计，三代黏虫重发面积达６４．７

万ｈｍ２，有４８６６．１ｈｍ２的玉米叶片被吃光，其中河

北、天津、山西３省（市）发生危害程度居３０年来之

首，吉林省居２０年来之首，内蒙古、北京、云南省

（区、市）居１５年来之首。

图１　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发生区域及密度分布图

犉犻犵．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３
狉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狋犺犲犪狉犿狔狑狅狉犿犻狀２０１２犻狀犆犺犻狀犪

１．４　田间受害程度差异明显，受害作物以玉米为重

各地调查发现，不同类型田块之间发生密度差

异大，以杂草多、管理粗放的失管田块，降雨集中、受

涝严重的低洼田块，以及播种较晚、长势较差的夏玉

米上发生最为严重。由于种群数量大、迁入地优势

作物种类不同等原因，三代黏虫在东北、华北和黄淮

玉米主产区，不仅为害玉米，还为害水稻、谷子、高

粱、大豆、花生等主要农作物；在云南等西南地区山

地，除为害玉米和水稻外，还为害甘蔗、燕麦、青稞等

经济作物。总体上以玉米为害面积最大、受害最重，

发生面积为３６１．３万ｈｍ２，为总见虫面积的九成多。

２　监测预警难点

２．１　迁飞路径尚难掌握

自１９６１年全国黏虫迁飞研究协作组明确黏虫

在我国东部的发生和迁飞为害规律［２］以来，针对其

迁飞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雷达高空监测、迁飞动

力场分析、迁飞轨迹逆推［５８］上。这些研究较好地解

释了黏虫重发年份典型迁飞事件中的虫源问题，但

由于这些典型事件及其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独立

性、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对系统全面地揭示黏虫在

全国范围内的周年性迁飞路径仍然只能是“管中窥

豹”，或者说，黏虫迁飞行为在大体遵循“春季北上、

夏秋季南回”的季节性远距离迁飞的基本规律之下，

还因气候背景条件多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难以

预测的问题，如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明显北扩即是多年

罕见的。

２．２　监测范围大、重点多

黏虫主要为害小麦、玉米、水稻、谷子、高粱等禾

谷类粮食作物，其中，在江淮一代发生区主要为害小

麦，在黄淮、华北、东北等二、三代发生区主要为害玉

米、谷子、高粱、水稻，在西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

区为害玉米、水稻、小麦、谷子等，可以说各大粮食主

产区均具备适宜黏虫发生为害的寄主条件，均存在

局部暴发成灾的潜在威胁，均有列为重点监测区域的

必要。此外，近年来我国玉米种植面积持续增加，华

北、东北等玉米主产区高产优质品种的连片大规模种

植更是创造了有利于黏虫发生的生境条件。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水稻、小麦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

３０００万ｈｍ２和２４００万ｈｍ２，而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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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种植面积达２６８０万ｈｍ２，比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年均

值增加１７％，２０１２年全国种植面积达３３３３．３万ｈｍ２，

其中，东北和华北８省种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近６

成。如此巨大的寄主种植规模，加上黏虫重点发生

区域的不确定性，令成虫诱测、田间调查等工作难免

“以点带面”、存在盲区。

２．３　系统调查时间长、频度高、专业性强

按照《黏虫测报调查规范》［９］的规定，对黏虫主

要发生区而言，需要持续监测的时间短则２～３个

月，长则４～６个月。在这一较长的监测周期中，调

查监测任务详尽具体、时效性要求高，如灯下诱虫量

检查（包括虫量、雌雄比）每天１次，雌蛾卵巢解剖每

２ｄ１次，诱卵和幼虫系统调查每３ｄ１次，另外还有

在各世代发生关键时期进行的卵量、幼虫量和迁出区

残虫量普查各１次。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调查监测任

务要求基层技术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植保专业技能

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如黏虫蛾、卵、幼虫等各虫

态、各龄期体态特征和雌蛾卵巢发育级别的准确识

别，各生态发育历期的推测判断，田间调查取样方法

的灵活运用，虫量高峰和预警状态的经验把握等。

２．４　评价标准尚未统一

由于各地常年发生密度、为害作物种类和生育

期以及种植经济效益等差异，目前全国应用的《黏虫

测报调查规范》中没有关于发生程度分级指标的统

一规定，各省掌握的发生虫量指标高低不一。如以

玉米百株虫量为例，作为计算达标面积限值的防治

指标，黑龙江为２０头，北京为３０头，辽宁、内蒙古、

河北、山东为５０头，天津为１２０头，吉林各地为２０～

２００头不等；作为重发指标，山东为７０头，北京为

３００头，黑龙江为５００头，吉林各地为５０～３０００头

不等。对于黏虫这种迁飞性、暴发性重大害虫的监

测工作而言，尽管各地可以遵循因地制宜、属地管理

的原则，但缺少全国统一发生程度指标，还是对跨区

域虫情的综合评价和防控指导带来了不便和困难。

３　监测预警对策和建议

３．１　切实开展跨体系多部门协同科研攻关

针对黏虫迁飞规律等基础性难题，应以信息交

流为基础、以“地、空结合”为重点，加强与科研教学

单位的交流合作，一方面增加高空雷达监测点、逐步

构建雷达监测网络、实现高空网捕，以寻求多条可能

迁飞路径的直接证据，一方面要加强地面诱测数据与

高空数据的对应关系研究［１０］，以揭示迁出地与迁入地

种群消长的时空联系，提出适用于全国跨区域早期预

警的异地发生指标，真正实现黏虫的“异地测报”。针

对黏虫区域性暴发原因、年度间长期发生趋势等问

题，应以生产实际需求为前提，重点开展北方玉米主

产区及黏虫重发区的发生规律演变研究；同时，要加

强与种植业数据统计部门、气象部门的交流合作，结

合种植结构变化与田间小生境条件、气候变迁与特殊

过程性天气条件等不同尺度、不同范围、不同时限的

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和全面评价。

３．２　制定全国黏虫发生程度分级指标

以往关于发生程度评价指标的研究，多集中在

经济阈值推算与防治指标制定上。其中，关于江淮

地区一代黏虫为害小麦的防治指标［１１１２］研究较为深

入、结果也比较一致，为２０头／ｍ２左右；关于黄淮华

北地区二代黏虫为害玉米的防治指标研究，因玉米

生育期不同结果差异较大［１３１４］，为５～８０头／ｍ２；关

于三代黏虫防治指标的研究还不系统，只在测报专

业手册［１５］中有所规定。根据为害呈上升趋势、局部

暴发危害风险增大的现状，综合参考各主发区现行

指标，建议以不同代次不同作物上的虫口密度划分

发生程度，以发生面积比率作为衡量大区域内发生

程度的参考指标，以偏轻发生（２级）上限值作为防

治指标，初步形成一至三代黏虫发生程度分级的全

国标准（见表２），从而更好地统筹监测、指导防治、

服务生产。

３．３　继承使用多种监测手段

黏虫监测准确与否，与诱测曲线能否真实地反

映虫量消长动态密切相关，这受诱测方法、检查频

度、工具种类、放置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一是要充

分利用当前普遍使用的自动虫情测报灯，按照测报

规范要求，尽量设置在远离光源、地形开阔、连片种

植寄主作物、成虫活动频繁的田间地头，以提高灯诱

的效率。二是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选择糖醋液诱

蛾器、毒草把等工具灵活安排监测点，以弥补测报灯

数量有限、位置难以变动的不足。在黑光灯源、糖醋

液、毒草把等诱测效果均不理想的情况下，还可以选

择使用镓钴灯［１６］等诱集效率更高的工具。三是要

根据荒草地等田间小生境适宜产卵程度，设置草把

诱卵，根据产卵峰期和峰值推算幼虫发生盛期和种

群密度，减少田间查卵查虫的工作量，提高预警的准

确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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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全国一至三代黏虫发生程度分级指标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犵狉犪犱犻狀犵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犳狅狉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狋犺犲１
狊狋－３狉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狋犺犲犪狉犿狔狑狅狉犿

虫口密度指标

Ｉｎｄｅｘｏｆ

ｌａｒｖ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一代

１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小麦、水稻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ｒｉｃｅ

头／ｍ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ｅｒ

二代

２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玉米、高粱

Ｃｏｒｎａｎ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小麦、谷子、水稻

Ｗｈｅａｔ，ｍｉｌｌｅｔ

ａｎｄｒｉｃｅ

头／百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

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头／ｍ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ｅｒ

三代

３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玉米、高粱

Ｃｏｒｎａｎ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小麦、谷子、水稻

Ｗｈｅａｔ，ｍｉｌｌｅｔ

ａｎｄｒｉｃｅ

头／百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

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头／ｍ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

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ｅｒ

参考指标：

发生面积

比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轻发生Ｌｉｇｈ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１级ｇｒａｄｅ１） ０．１～１０．０ １．０～５．０ ０．１～１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１～１０．０ ＜５

偏轻发生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２级ｇｒａｄｅ２）１０．１～２０．０ ５．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５

中等发生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３级ｇｒａｄｅ３）２０．１～３５．０ １０．１～２５．０ ２０．１～３５．０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５．０ ＞１０

偏重发生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ｓｅｖｅｒ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４级ｇｒａｄｅ４）３５．１～５０．０ ２５．１～３０．０ ３５．１～５０．０ １００．１～２２０．０ ３５．１～５０．０ ＞１０

大发生Ｓｅｖｅ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５级ｇｒａｄｅ５） ＞５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

　１）标数值即为该代次对应作物上的防治指标。

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ｉｓｋ（）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４　健全基层监测网络、提高测报专业技能

一是要积极争取国家建设项目支持，加大区域

站建设力度，增加重大迁飞性害虫国家级监测点数

量；二是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增加基层植保技

术人员编制，配备足量的专职测报员；三是要普及群

众测报点，恢复健全国家 省 县 乡（村）四级植保服

务体系，解决监测点数量不足与监测任务面广量大

的矛盾；四是要坚持开展测报技术培训，特别是调查

预测方法等基本技能的培训，提升基层技术人员的

专业水平。只有具备以上条件，才能构建覆盖全国、

运转高效、快速反应的监测预警网络，才能保障系统

调查扎实、关键时期普查广泛，才能在面对黏虫突发

紧急态势时做到“手中有数、心中不慌”，做到密切跟

踪、早期预警、及时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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