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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3()

年
(

月
((

日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首次被发现以来$截至
1

月

2!

日$全省已发生
(1

个州!市#

(2$

个县!区(市#$累计发生面积达
(('#2

万
85

2

$总体呈现由滇西南(滇南(滇西向

滇东南(滇中(滇东北和西北迁飞扩散的趋势%

!m"

月$实地调查受害株率
!'337

!

)#'337

$平均单株虫量
3'32

!

2'#2

头%同时$世代重叠现象突出$田间可见各种虫态%到
1

月下旬$随着西南季风加强和玉米种植面积的不断

扩大$云南草地贪夜蛾发生特征已经从初期的零星发生(区域间有较大差异(以境外虫源为主向全境普遍性发生(发

生程度高及境外虫源与本地虫源混合发生为害转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玉米周年种植及播期的复杂化也为

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为害提供了连续不断的丰富食料$成为其为害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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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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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秋黏虫#是一种具有

超强迁飞能力的杂食性害虫"可为害玉米(水稻和

麦类等粮食作物和果树(蔬菜(花卉和烟草等经济作

物共
6"6

种植物$

(

%

"草地贪夜蛾原产于美洲热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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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赵雪晴等!

23()

年云南省草地贪夜蛾春夏季发生特征

亚热带地区$

2

%

#

23(1

年
(

月在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

首次被发现$

6

%

#两年时间内迅速扩散蔓延至撒哈拉

以南地区$

!

%

"

23($

年
"

月#草地贪夜蛾跨海迁入印

度卡纳塔克邦并一路北上为害印度大部分地区$

"1

%

"

23($

年
(2

月泰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先后

确认被该虫入侵$

#)

%

"

23()

年草地贪夜蛾由缅甸入

侵中国#

(

月
((

日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首次发

现#随后德宏州和保山市也相继发现草地贪夜

蛾$

(3((

%

"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采用分子标记手段鉴定#确认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

蛾为玉米型$

(2

%

"玉米是云南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

冬季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夏秋季则是农家

的粮食和饲料贮备#常年种植面积超过
(#3

万
85

2

"

在云南#除夏季正季玉米大面积种植外#西南部(南

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部部分地区#由于光热条件充

足#鲜食玉米四季种植"草地贪夜蛾的入侵给云南

省玉米生产带来毁灭性打击#其惊人的扩散蔓延速

度和严峻的发生态势已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省委(省

政府以及各级专家的高度重视"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在省政府(省农业厅的支持下及时组织专家奔赴
(1

个地州)市*开展专题实地调查和防控指导"现把调

研情况汇报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数据来源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对全省

(1

个地州)市*及部分县)区*进行实地调查+全省发

生情况与相关信息由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植

保植检站及各州市植保站提供"

!"#

!

%S@

月实地调查路线

23()

年
!

月
2

日
m21

日!滇中玉溪+

23()

年
!

月
2#

日至
"

月
(

日!滇西南临沧(西双版纳和滇南普

洱+

23()

年
"

月
$

日
m((

日!滇中楚雄#滇西保山(德

宏(大理#滇西北怒江+

23()

年
"

月
(2

日!滇中昆明+

23()

年
"

月
(6

日
m(1

日!滇东北曲靖#滇南红河#滇

东南文山+

23()

年
"

月
23

日
m26

日!滇西北丽江(迪

庆+

23()

年
"

月
2#

日
m2)

日!滇东北昭通"

!"$

!

田间调查方法

采用国际粮农组织推荐的&

R

'型调查取样方

法#

"

点取样#每点
(3

株#共查
"3

株#记录玉米品

种(受害株率)

7

*(单株虫量)头-株*(虫态)低龄幼

虫(高龄幼虫(成虫(卵*(防控情况等"

!"%

!

统计方法

受害株率
?

受害株数-总调查株数
e(337

+

平均单株虫量
?

剥查到的总虫量-剥查总株数"

#

!

结果与分析

#"!

!

全省草地贪夜蛾扩散动态

23()

年
(

月
((

日#草地贪夜蛾在滇南普洱市

的中缅边境县1江城首次发现"

(

月
(!

日和
($

日在

云南边境德宏州芒市和保山市龙陵县(施甸县(昌宁

县相继查见+

2

月
2$

日#在红河州元阳查见+

6

月中旬

在滇中玉溪#滇南临沧(西双版纳查见+

6

月下旬滇东

南文山报道查见+

!

月中旬在滇东北曲靖查见#

!

月中

下旬在滇东北昭通#滇中昆明(楚雄#滇西大理(怒江

及滇西北丽江查见+

"

月中旬迪庆查见)图
(

*"

图
!

!

云南省
#N!M

年
!

月
SH

月草地贪夜蛾入侵扩散动态

()

*

"!

!

?1I&,)51&122)667,)512

:

1&8)3,56*

+

%,%

+

-").

/

)'

0

1

+

"),.6.58T&17&.

:

/5T710

$

#N!M)1L711&1

草地贪夜蛾从云南南部和西部进入#逐步向中

部(东部和东南部扩散#

!

月
(1

日自西向东#南部边

境一线全面覆盖"据统计#

!

月
63

日#云南省共
("

个州)市*

)6

个县)市(区*发生草地贪夜蛾为害#累

计发生面积
3'$"

万
85

2

+

"

月
((

日共
(3)

个县)市(

区*发现该虫为害#累计发生面积
2'2"

万
85

2

"同

期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报道#全国有
(6

省

1(

个市)州*

21(

县)市(区*查见草地贪夜蛾幼虫为

害+

"

月
2$

日云南省
(1

个州)市*

(23

个县)市(区*

发现该虫为害#累计发生面积
!'$1

万
85

2

+

1

月
(#

日蔓延至
(1

个州(市
(2"

个县)区(市*#累计发生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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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云南省草地贪夜蛾春夏季发生特征

积
$'1(

万
85

2

"截至
1

月
2!

日全省除昆明市的官渡

区外#

(2$

个县)区(市*发生为害#累计发生面积
(('#2

万
85

2

)表
(

*"总体呈现由滇南(滇西(滇西南向滇东

南(滇中和滇东北(滇西北迁飞扩散的趋势)图
(

*"

#"#

!

%S@

月份草地贪夜蛾发生特征

草地贪夜蛾自今年
(

月进入我国以来#在云南

省西南部州市相继发生#范围逐步扩大#各生育期玉

米均有受害)表
2

*"

表
#

!

草地贪夜蛾
#N!M

年
%

月
S@

月在云南田间发生实况

D&'<0#

!

()0<25337..0130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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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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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

BUFVF4NTUF

-

4.N.F%

叶片

数-片

=FG\F%

受害株率-
7

B-G/N

./VF%NFMUGNF

单株

虫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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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龄期-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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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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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
=./4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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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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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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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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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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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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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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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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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

3'"3 !

!

1

曲靖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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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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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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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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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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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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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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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6#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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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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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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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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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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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苗期叶片受害很普遍#也有咬断幼苗基部

造成缺塘少苗的现象"

"

叶期以后#低龄幼虫啃食

叶片或心叶#高龄幼虫蛀心为害"孕穗期咬断未抽

出的小穗造成雄穗受损或断穗"雄穗抽出后#幼虫

可下移至雌穗咬断花丝或钻蛀雌穗穗轴#或落地化

蛹"实地调查结果表明#临沧(西双版纳(红河(普

洱(玉溪调查的
()

个点中#

(#

个点受害株率超过

237

#占
$)'!#7

#

(1

个点超过
637

#占
$!'2(7

#

((

个点超过
137

#占
"#'$)7

#最高受害株率达
)#7

"

临沧(西双版纳(红河(普洱(玉溪的平均受害株率分

别为
"#'"#7

(

$#'1#7

(

"1'2"7

(

!)'(7

(

!2'3!7

#

平均
"$'"67

"田间虫量较大#平均单株虫量
3'(!

!

2'#2

头#

$!'2(7

的调查地块单株虫量超过
3'2

头#

"2'167

的调查地块超过
3'!

头#

23'3)7

的调查

地块超过
(

头+保山(曲靖(文山(德宏(大理(昆明共

查
(!

个点#

(3

个点受害株率超过
237

#占
#('!67

#

)

个点受害株率超过
637

#占
1!'2)7

"平均
6!'(7

#

最高受害株率达
"27

"保山(曲靖(文山(德宏(大

理(昆明的平均受害株率分别为
667

(

617

(

66'"#7

(

2!7

(

2$7

(

"37

"平均单株虫量
3'(

!

3'16

头#

"#'(!7

的调查地块单株虫量超过
3'2

头#

!2'2)7

调

查地块单株虫量超过
3'!

头+昭通(楚雄(怒江(丽

江(迪庆共查
(3

个点#受害株率分别为
()'667

(

($7

(

237

(

(('(17

(

"')7

#平均受害株率
(!'$$7

#

有
6

个点受害株率超过
237

#占
6#'"7

"单株虫

量
3'32

!

3'6"

之间#有
$#'"7

的调查地块单株虫

量低于
3'2

头"

总体上#各发生地草地贪夜蛾世代重叠现象突

出#

(

!

1

龄幼虫共存#平均受害株率
!7

!

)#7

#

有
")'"27

以上的调查点受害株率超过
637

"单

株虫量
3'32

!

2'#"

头#有
!#'127

以上的调查点

单株虫量超过
3'6

头"前期防治时若选择的药剂

合适#即使受害株率高#平均单株虫量均不足
3'6

头"未防治地块普遍单株虫量偏高#最高平均单株

虫量
2'"

头以上"田间实地调查结果表明#全省发

生程度由重到轻的顺序依次为!西双版纳(红河(

临沧(普洱(文山(大理(曲靖(保山(德宏(玉溪(昆

明(楚雄(昭通(怒江(丽江(迪庆"

#"$

!

H

月份草地贪夜蛾发生特点

根据各州市
1

月上中旬监测数据#各地虫情不同

)表
6

*#全省玉米平均受害株率
#'1$7

!

""'(7

#最高

达
(337

#平均单株虫量
3'3"

!

3'$"

头#个别田块单

株虫量高达
1

头#前期未加防治的地块大多单株虫量

为
2

!

6

头+甘蔗平均受害株率
6'67

!

(67

#最高

137

"单株虫量
3'3(

!

3'3"

头#最高
3'(

头+高粱平

均受害株率
#'"7

#最高
(37

#单株虫量
3'32

头"

表
$

!

云南各州#市草地贪夜蛾监测结果!

H

月
!O

日"

D&'<0$

!

J51)/5..0,7</,56*

+

%,%

+

-").

/

)'

0

1

+

"),.)1

-

.0603/7.0,

&

3)/)0,

!

!OT710

"

)1L711&1

州-市

BUFVF4NTUF%

-

4.N.F%

发生面积-万
85

2

P44TUUF/4FGUFG

受害株率-
7D/VF%NGN.+/UGNF

幅度
;G/

0

F

平均
IFG/

单株虫量-头
>F/%.N

S

幅度
;G/

0

F

平均
IFG/

虫龄-龄

D/%NGU

普洱
BTFU ('112 m m 3'3(

!

2'33 3'$" (

!

1

德宏
>F8+/

0

3'")) "'3

!

!"'3 m 3'32

!

2'33

!

(

!

1

保山
*G+%8G/ ('(!6 (2

!

!2'" 2$'#$ 3'3)

!

3'!# 3'22 (

!

1

红河
<+/

0

8F 3'1$2 "

!

(33 ()'2( 3'36

!

3'"6 3'(! (

!

1

,

#$

,



23()

续表
$

!

D&'<0$

!

F51/)1702

"

州-市

BUFVF4NTUF%

-

4.N.F%

发生面积-万
85

2

P44TUUF/4FGUFG

受害株率-
7D/VF%NGN.+/UGNF

幅度
;G/

0

F

平均
IFG/

单株虫量-头
>F/%.N

S

幅度
;G/

0

F

平均
IFG/

虫龄-龄

D/%NGU

临沧
=./4G/

0

3'"6" m ""'(3 m m (

!

1

玉溪
KT[. 3'($" m m m m (

!

1

西双版纳
r.%8TG/

0

LG//G 3'($" m m m m (

!

1

文山
RF/%8G/ ('12$ m (!'#3 m 3'() (

!

1

曲靖
cT

`

./

0

3'##$ ((

!

26 m (

!

6 m (

!

1

昭通
b8G+N+/

0

3'313 1'3

!

$'3 m m 3'3$ (

!

1

大理
>G-. 3'3$$

!

"'3

!

6"'3$ (3'$" 3'31

!

3'6) 3'(2 (

!

1

楚雄
C8T[.+/

0

3'((1 ('1

!

#$

!

(('33 3'3#

!

3'$! 3'(1 (

!

1

昆明
JT/5./

0

3'")$ m m m m (

!

1

丽江
=.

`

.G/

0

3'(#( 2'!2

!

(('(1 #'1$ 3'32

!

3'3$ 3'3" (

!

1

怒江
@T

`

.G/

0

3'(## m 2# m 3'(# (

!

1

迪庆
>.

d

./

0

3'336 1'3

!

("'3 ) 3'32

!

3'(( 3'3" (

!

1

合计
O+NG- $'1(3 m #'1$

!

""'( m 3'3"

!

3'$" (

!

1

#"%

!

受害寄主植物

目前#已经确认田间受害寄主植物有玉米(甘

蔗(高粱等"

!

月
2)

日#在勐海县勐混镇水稻上发

现
(

头
"

龄草地贪夜蛾幼虫#但周边未见取食斑+

"

月
6(

日#在开远县发现禾本科杂草马唐
A+

.

+1/*+/

)/%

.

(+%/#+)

)

='

*

Z4+

&

'

上有取食斑并查见
(

龄幼

虫
2

头+

"

月
2)

日普洱景谷县发现生姜上有取食斑

并查见幼虫#

1

月
"

日笔者在开远县试验时也发现

生姜上有取食斑#但未发现任何虫态草地贪夜蛾"

室内常温)

2":9":

#

#379(37

#

=

"

>?(!8

"

(38

*条件下笔者选用
!

叶期烟草苗(大豆苗(蚕豆

苗进行饲养#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能取食烟草苗和

大豆苗#但
(

!

6

龄幼虫存活率低#

!

龄以上幼虫可

化蛹#但虫蛹个体小#不羽化"蚕豆苗未见被取食"

#"@

!

云南省玉米种植区划及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统计#

23(#

年云南省粮食播

种面积
!!!')(

万
85

2

#玉米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约占粮

食总播种面积的
6$'"$7

#播种面积
(#('1)

万
85

2

#

据
23("

年
m23(#

年的统计数据#云南常年玉米播

种面积均超过
(#3

万
85

2

)图
2

*"德宏州(保山市(

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文山州以及玉

溪市(大理州和昆明市(曲靖市的部分低热河谷地区

是冬季鲜食玉米主要生产区"昭通市(曲靖市(大理

州(楚雄州(丽江市及其他州)市*的山区半山区#是

夏播玉米主产区"

截至
1

月
2!

日)图
6

*#云南省草地贪夜蛾累计

发生面积
(('#2

万
85

2

#受害面积降序为!文山
&

普

洱
&

保山
&

曲靖
&

玉溪
&

红河
&

德宏
&

昆明
&

临沧

&

丽江
&

楚雄
&

西双版纳
&

怒江
&

大理
&

昭通
&

迪

庆"其中#文山(普洱(保山受害面积超过
('6

万
85

2

#

曲靖(玉溪(红河超过
3'1#

万
85

2

#德宏(昆明(临

沧(丽江(楚雄超过
3'66

万
85

2

"据本研究团队专

家与全省各州市植保测报专家会商预测#今年草地

贪夜蛾预计发生面积不低于
#)'##

万
85

2

"截至
1

月下旬#随着西南季风加强和玉米种植面积的不断

扩大#云南省草地贪蛾的发生态势将从初期的零星

发生(区域间差异较大发生向普遍性发生转变+发生

程度由区域间差异显著向全境高级别发生程度转

变+虫源组成也由境外迁入虫源向境外和本地虫源

叠加混合发生转变"同时#云南周年种植玉米以及

玉米生育期的多样化也为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为害提

供了连续不断的丰富食料#是云南草地贪夜蛾发生

持续期长#为害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
#

!

#N!@

年
S#N!O

年云南玉米种植区划

()

*

"#

!

F5.1

-

<&1/)1

*

.0

*

)51&<);&/)51)1L711&1

-

.5I)130)1#N!@S#N!O

草地贪夜蛾在全省大部有中等偏重发生的态

势#特别是普洱(保山(德宏(临沧(红河等首批虫源

迁入区域局部有重发生可能#其次曲靖(玉溪(大理(

楚雄等玉米主要种植区#其繁殖(扩散(蔓延和加重

为害的风险较高"

,

$$

,



!"

卷第
"

期 赵雪晴等!

23()

年云南省草地贪夜蛾春夏季发生特征

图
$

!

云南省春夏玉米草地贪夜蛾发生面积图!截至
H

月
#%

日"

()

*

"$

!

>337..0130&.0&56*

+

%,%

+

-").

/

)'

0

1

+

"),.)1,

-

.)1

*

&12,7880.35.16)0<2)1L711&1

-

.5I)130

!

7

-

/5#%

$

T710

"

$

!

讨论

草地贪夜蛾于今年
(

月
((

日首次在云南江城

县发现以来#在云南各地州市相继被查见#且田间虫

情多变#世代重叠现象突出"特别在滇西南和滇南

一带#本地虫源已定殖并不断增殖#境外虫源不断迁

入叠加#各区域间虫源相互交换重叠#形成多虫态多

龄期共存的现象"已防治地块短期内种群基数可

控#但随新虫源迁入#草地贪夜蛾可迅速完成种群重

建#种群重建期间#虫情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为害

率可达到
(337

"草地贪夜蛾为害可造成玉米减产

237

!

!37

$

(6(!

%

"南美的阿根廷有其造成
#27

产

量损失的报道$

("

%

"该虫是国际公认的全球性重要

害虫#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

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抓紧指导和支持相关地区

加强监测和防控#努力遏制害虫为害#避免对粮食生

产造成不利影响"玉米是云南省主要粮食作物之

一#常年种植面积不低于
(#3

万
85

2

#在粮食生产中

占有比较重要的份额"冬作鲜食玉米是农民全年收

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夏播玉米是畜牧产业饲料的重

要组成#因此玉米产业健康发展关系到少数民族地

区脱贫攻坚战的成败以及云南省精准脱贫工程能否

按期完成"云南省有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和高原山

地气候#而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区是草地贪夜蛾入侵风

险较高的区域$

"

#

(1(#

%

"随着西南季风加强和夏播玉米

种植完成#加之境外迁入虫源和本地虫源叠加#云南

省面临草地贪夜蛾全省暴发发生的潜在威胁"据省

内各级植保测报专家预测#云南省草地贪夜蛾在玉米

上普遍发生#预计发生面积不低于
#)'##

万
85

2

#发

生程度为中等偏重态势"云南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广

泛的寄主分布#加之夏播玉米主要分布的山区(半山

区#生产条件差#缺水缺人力#夏播玉米生产和管理

相对粗放#因此#云南夏播玉米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压

力将十分严峻#应充分做好种群监测(技术宣传与培

训以及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到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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