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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草地螟"+’,’-%(.(-%*)%*)#"*-#发生危害规律$!""#年%代幼虫的虫源数量以及温湿条件可能变化趋

势的分析!对我国!""#年%代幼虫的发生危害程度进行了预测%!""#年%代幼虫的有效虫源面积为8""万9,!!总
量为$)"!!亿头!为!""$年%代幼虫虫源数量的%%)倍%为此!预测!""#年%代幼虫的发生危害面积将超过%%""
万9,!!为历年历代最重%到时将有$)"万亿头幼虫危害!如不防治!将有!6%&亿:的植物被吃掉%其中以东北和华

北地区受害较重%同时还会波及一些与虫源区相邻$但历史上较少发生草地螟危害的地区%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发生

危害早!本地虫源与外来虫源混合发生!受害十分严重的现象%由于越冬成虫的羽化时期长!蛾蜂多$虫态重叠$作物

多次受害的现象将十分突出%最后!本文就如何应对!""#年%代幼虫大发生!减少草地螟灾害损失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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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已在)个周期内暴发成灾!8年"给我国的农牧

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改善$提高草

地螟的预测预报水平"减少草地螟造成的灾害损失"

我国对草地螟的生活史特征及影响其种群动态规律

的环境生理因子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并以此为

依据建立了多种测报方法%%!&#其中以根据越冬虫

源数量预测翌年%代幼虫发生危害程度的测报技术

较为成熟"并在%代幼虫发生危害程度预测实践中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并为减少草地螟造成的灾害损

失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全球性气候变暖以及%代成虫从俄罗斯

的大量迁入"!""P年我国!代草地螟幼虫经历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面积最大"危害程度最重的一

个世代%&&#在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为

!""#年草地螟%代幼虫 暴 发 成 灾 留 下 了 巨 大 隐

患%&8&#为此"国内有关专家通过对我国!""P年草

地螟越冬虫源的分析"已对我国!""#年%代幼虫

的发生危害 趋 势 进 行 了 预 测%8&#但 是"!""#年%
代幼虫发生危害面积有多大"发生危害的特征以及

地区等人们较为关心的问题尚未有人进行过探讨#

为了更好地预测!""#年%代草地螟的发生危害程

度"做好防治上的准备工作"减轻草地螟造成的灾

害损失"笔者根据对草地螟发生危害规律的了解"

结合对!""P年草地螟!代幼虫的发生危害情况以

及越冬虫源的调查结果"草地螟发生危害区主要气

候因子的变化规律等对!""#年%代草地螟幼虫的

发生危害趋势及特征进行了预测"现将主要结果整

理报告如下"仅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B.!越冬虫源数量的估计

越冬幼虫数量是通过对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

!""P年%%月组织的全国草地螟越冬调查结果%8&分析

而得#进行越冬调查的地区都是!""P年发生过!代

幼虫危害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河北$山西$吉林$黑

龙江和辽宁等8个省区%!个地市’盟(!$个县8)个

调查点#各个调查点的距离都在百公里以上#调查

范围南北纵跨%"个纬度’)#T&&U"$#T%PUO("东西横

跨%&个经度’%%%T!"U"%!8T!#U*("海拔从P!,’辽宁

彰武(到!"V),’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

在调查过程中"记录每个调查点的植被种类及

防治情况"以及根据WJ;确定的地理位置#每个调

查点随机取样数十个到上百个"每个样本调查面积

为%,!#记录%,! 获得的越冬幼虫数量"并计算出

每个调查点的幼虫密度’头),!(#然后根据发现和

未发现越冬幼虫的调查点比率以及!""P年!代幼

虫的发生面积和农田内$外幼虫越冬面积的比例推

算出实际的越冬幼虫面积#

将部分调查点的部分越冬幼虫带回实验室"待

成虫和寄生天敌羽化后计算其寄生率及越冬幼虫的

平均存活率#最后根据所确定的越冬幼虫面积$密

度和存活率估算出越冬幼虫总数#

.B+!其他主要预测依据

在根据历史经验"即我国历年以草地螟的越冬幼

虫面积’虫源总量(预测翌年%代幼虫的方法%!$"V&进

行预测的同时"根据积温法则以及草地螟对温度的反

应%P#&"推算出越冬成虫的大致发育和羽化进程#

鉴于目前没有可用的!""#年越冬代成虫发生期

间的气象资料"这里仅根据我国历年8月份的气温和

降雨变化趋势推算!""#年的 气 温 和 降 雨 的 变 化

情况#

其他有关!""#年%代幼虫发生危害特征的预

测"主要是根据草地螟的发生危害规律及越冬成虫

迁飞生物学习性进行#

+!结果分析

+B.!越冬幼虫数量巨大!.代幼虫将暴发成灾

越冬幼虫面积!在8)个调查点中"找到和未找

到越冬幼虫的点分别为8"个和)个"未找到越冬幼

虫的点约占全部调查点的$6PX#因此"越冬幼虫

面积约占!代幼虫发生危害面积的#&X左右#由

于!""P年!代 幼 虫 发 生 危 害 面 积 为%"8V万

9,!%&&"因此"越冬幼虫面积应为%"%)万9,!#但

由于在农田越冬的幼虫在羽化前会受到耕翻$犁耙

和播种等农事活动的影响而死亡"因而成为有效虫

源的可能性较小#因此"这部分越冬面积应该从整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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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越冬面积中减除!由于具有越冬虫源的农田面积

约占草地螟越冬面积的$"X左右"8#$我国!""#年越

冬幼虫面积应为8""万9,! 左右!

越冬幼虫密度和数量%全国8"个调查点的越冬

幼虫密度平均为%$)6&头&,!’图%(!但对V个越

冬调查点的寄生率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越冬幼虫

的寄生率为$6!X"V%6)X$平均为$"6&X’图!(!
由于部分越冬幼虫还会受到捕食天敌的侵害’#
%"X(!因此$越冬幼虫的存活率为&"X左右$即实

际的幼虫密度为V%6V头&,!!这样$我国!""#年将

有$)"!!亿头本地越冬成虫发生!

图.!+,,C年+代草地螟幼虫越冬调查统计

图+!各调查点+,,C年+代草地螟

越冬幼虫的总寄生率

预测发生面积%!""$年越冬幼虫总量约为)P"
亿头")#$%代幼虫发生危害面积为P""万9,!"$#!

!""#年越冬虫源数量为!""$年的%%)倍!虽然由

于环境条件的限制$!""#年%代幼虫的发生危害面

积不可能为!""$年的%%)倍$但发生危害面积及危

害程度比!""$年大是肯定的!为此$保守地预测我

国!""#年%代草地螟幼虫的发生危害面积将会超

过%%""万9,!$并将成为我国历年同代危害最重

的一个世代%到时将有$)R%"%)头幼虫在三北地区

取食危害!如不防治$至少有!6%&亿:的植被被

吃掉!

+B+!东北地区受害早!受害程度十分严重

做出这种预测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东北’内蒙

东部)黑龙江中西部和吉林西部(的越冬幼虫面积超

过!""万9,!$密度平均为#%6!头&,!"8#!按 照

&"X存活率计算$越冬幼虫密度可达$&6!头&,!!
另外$由于我国华北主要越冬区和俄罗斯的越冬成

虫还会随风迁入到东北地区产卵危害"&$%"%!#$因此$
东北地区不仅会出现本地与外地虫源混合发生的情

况$而且虫口密度)作物受害面积及程度等都会比当

地历年或华北地区更加严重!第三$由于东北地区

的气温回升较快$因此无论是越冬成虫羽化还是%
代幼虫的发生危害时期都会提前!这与!"世纪东

北很少出现越冬幼虫$%代幼虫发生危害的时间主

要取决于华北主要越冬区成虫的迁入时间完全不

一样"%)#!

+BD!将出现多个越冬成虫高峰!作物会多次受害

!""P年!代幼虫不仅越冬面积大$而且范围

广%南北纵跨%"个纬度$东西横跨%&个经度$海

拔相差约!""",’P!"!"V),(!由 于 我 国 气

温变化的 特 点 是 东 高 西 低$南 高 北 低$达 到 越 冬

幼虫发育起 点 温 度 的 时 间 以 及 积 累 到 成 虫 羽 化

所需的 积 温 会 随 纬 度 和 海 拔 的 升 高 而 推 迟"P#!
因此$越冬 成 虫 会 呈 现 成 批 次 的 羽 化$并 会 出 现

多个蛾峰!估计越冬代成虫将从&月开始出现并

会持续到V月上旬!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同一

个地区可能会出现多个成虫高峰$并会出现作物

多次受害的现象!另外$在%代幼虫发生危害后

期$还可能在同一时间看到卵)幼虫)蛹和成虫混

合发生的现象!这可能与!""$年%代幼虫的发

生危害情况相似"$#!

+BE!越冬虫源区受害严重!与之相邻的地区将会受害

虽然草地螟的暴发成灾需要具有一定的环境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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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而且草地螟传统发生危害区的气候条件也确

实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这些改变还不足以使

!""#年%代幼虫发生危害区发生变化%!""#年%

代幼虫发生危害较重的地区依然是内蒙古&河北&
山西&黑 龙 江&吉 林 和 辽 宁 等 主 要 传 统 受 害 省 份

’图)(%

图D!+,,-年.代幼虫发生危害区分布预测

!! 然而"由于!""P年越冬幼虫分布范围广&数量

多"成虫羽化时期长"再加上成虫具有较强的迁飞能

力#%&%8$"以及在华北和东北地区频繁迁飞#%V%P$"且

会)随 风 飞 行"随 雨 降 落*%这 样"与 虫 源 区 相 邻

)""M,左右的地区如北京&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

等省区等都可能因越冬代成虫的迁入而发生危害

’图)(%而处于常发区之内的山西太原&河北中东

部地区都可能发生%代幼虫危害%新疆!""#年%
代幼虫的发生危害情况目前还很难作出预测%主要

是因为当地是否存在越冬虫源&哈萨克斯坦!""P年

!代草地螟发生危害情况以及俄罗斯的越冬成虫是

否会迁入到新疆等目前均不清楚%

D!讨论

DB.!.代草地螟幼虫大发生不可避免

我国草地螟%代幼虫的发生危害程度大多与上

年的越冬虫源数量密切相关#%#!"$%因此"越冬虫源

数量已被作为预测我国来年草地螟%代幼虫发生危

害程度的主要依据#!"V$%如全国草地螟科研协作组

%#PV年曾把越冬幼虫面积超过!"万9,!"幼虫密度

%""!"头+,! 作为翌年%代幼虫大发生的标准%

!"")年!代幼虫的发生危害面积超过%))万9,!"

以及)P"亿越冬幼虫的存在是!""$年%代幼虫大

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样"由于我国!""P年!代幼

虫越冬面积达到8""万9,!"有效虫源数量达到

$)"!!亿头"并超出了%代幼虫大发生所需虫源数

量的上百倍"因此!""#年%代幼虫的发生危害程度

有多重已不难想象%而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亚洲

部分!""P年!代幼虫发生危害也很严重#!%!!$%从

这些地区羽化的成虫还可能会随气流迁入到我国

危害#&"%"%%$%

草地螟的分布及发生危害特征与气候因素的关

,##,



!""#

系十分密切!其中以成虫盛发期间的温湿度条件最

为关键"&#P##%$$!但总体而言#温湿度条件对我国%
代幼虫的发生危害的抑制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这是

因为在越冬成虫数量足够大时#某些地区可能会由

于温湿度条件不适宜而%代幼虫发生危害很轻#但

是其他条件适宜的地区依然会暴发成灾#因此#全国

草地螟大发生的趋势不会改变!如%#P)年#东北和

河北坝上地区越冬成虫数量很大#但由于成虫盛发

期间低温多雨#成虫无法产卵#%代幼虫基本上不需

防治"!)!8$!而在山西雁北地区#则发生了空前的草

地螟灾害"!$!因此#%#P)年依然是我国草地螟%代

幼虫的大发生年份!由于!""#年越冬数量已经超

过了大发生标准的%%)倍#而且我国草地螟主要发

生危害区的8月份的降雨量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图$-&#8月份的平均温度已经明显升高%图$F&#%
代草地螟幼虫在全国大发生不可避免!

图E!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草地螟主要发生危害区F月降雨量和温度变化

DB+!积极应对!将草地螟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综合以上分析#!""#年%代草地螟大发生不可

避免!但是#草地螟是否必然成灾并造成重大损失

则取决于当地政府对这次大发生的重视程度以及科

学防治的水平!草地螟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生物灾

害#只要预测准确’监测到位’提前做好防治准备工

作并进行科学防治#就可以控制草地螟的危害#并减

少其造成的灾害损失#做到在大发生之年确保农牧

业生产安全!但如果听之任之#重大的经济损失在

所难免!

笔者曾就如何控制草地螟灾害")$$以及!""#年

%代幼虫的防治工作"8$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这里

再补充几点意见!

%%&提前做好监测准备!由于!""P年暖冬#越

冬代成虫将提前羽化!除了加强对越冬幼虫发育进

度的监测之外#在$月底就应做好黑光灯的维修’安

装’使用及监测工作!在&"8月间#除了注意成虫

数量之外#还应密切关注降雨和气温的变化情况!

若每晚每个黑光灯诱集成虫数量$&"""头#气温适

宜%!%Y左右&并伴有降雨的地区#幼虫肯定大发

生!此时#应开始检查灰菜等杂草上的落卵量以确

定需防治的地块!成虫高峰日过后的第%)天是用

药防治的最佳时期!

%!&加强虫情信息交流!由于草地螟越冬虫源

发生范围广#数量巨大#而成虫羽化后可以随风飞

行#并迁飞到数百公里以外的地区产卵危害!因此#

具有越冬虫源的地区应及时发布越冬幼虫发育进度

以及成虫发生情况的信息#以供其他地区参考!而

没有越冬虫源的地区应在加强对当地草地螟发生危

害情况监测的同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获取虫源

区成虫发生动态的信息#如成虫羽化时间以及数量

等#以做到心中有数!

%)&提前准备好防治工作!要避免或减少草地

螟造成的灾害损失#必须把幼虫消灭在)龄前!而

提前准备好防治工作#显得特别重要!在成虫高峰

期来临之前把田间地边的双子叶杂草除掉#可以获

(""%(



)&卷第)期 罗礼智等!!""#年%代草地螟将为我国发生最重的世代

得很好的防治效果"准备好化学杀虫剂和施药器械

等#在干旱缺水地区#应准备一些粉剂和喷粉器"

组建好训练有素的专业防治队伍#做好统防统治#

尽可能在同一时间进行更大面积的防治"掌握正确

的施药方法#先田边后田间#并加强对田边地角杂

草的防治$

%$&加强科学研究$草地螟的生活史及发生危

害规律本来就很复杂#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草地

螟的发生危害规律变得更加难以掌握’&(#原有的监

测)预报技术已经不能适应防治上的需要$如何科

学地揭示这些规律#并制定出相应的监测)预报和防

治技术#将是减轻草地螟灾害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而加大对草地螟科学研究的投入#则是中央到各级

地方政府做好草地螟监控工作)减少草地螟灾害损

失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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