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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我国后呈现快速蔓延为害态势%对我国玉米安全生产

造成较大威胁!本文通过全国范围的系统监测%总结了
!"#$

年我国草地贪夜蛾侵入扩散区域"为害作物种类"发生

面积"发生时间"虫口密度和为害情况!监测结果显示%玉米是我国草地贪夜蛾为害最重的作物!草地贪夜蛾在长

江以南地区普遍发生%发生区域由南至北逐步扩散%虫口密度由南至北逐步递减%发生时间西部早于东部%虫口密度

西部大于东部!缅甸是我国
!"#$

年重要的虫源地%未来应加强对缅甸"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虫源的监测&我国

热带和南亚热带存在冬繁区%应尽快摸清其区域和面积&分析了草地贪夜蛾在我国可能发生的代次%提出南方春玉

米的种植对草地贪夜蛾起到诱集作用%可延缓或减轻其北迁的时间和虫量%因此%应重视我国玉米品种和种植方式

的合理布局%实现对草地贪夜蛾的长期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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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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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由于具有较强的适

生性)迁飞性)杂食性%目前已成为跨国界跨洲际的

重大农业害虫(南北迁飞是草地贪夜蛾在美洲季节

性发生的原因&

#

'

%也是在非洲各国快速扩散)由非洲

侵入亚洲以及在亚洲国家间蔓延的重要因素&

!8

'

(

!"#$

年
#

月发现草地贪夜蛾侵入我国云南省江城

县&

%

'

%

#m8

月份在云南多地蔓延为害%

%

月份相继侵

入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海南%

>

月份快速扩散至

福建)湖北)浙江)四川)江西)重庆)河南等地&

>

'

(分

析我国虫情扩展%缅甸等境外虫源)我国热带和南亚

热带虫源可自行迁飞)或随春季与夏季盛行偏南风

或西南季风%向东和北迁飞至黄淮海等我国玉米主

产区&

+&

'

(我国大部地区与草地贪夜蛾的发源地美

国处于同一纬度%作物生长的气候条件类似%且草地

贪夜蛾最喜食的玉米在我国广泛分布%我国大部地

区为草地贪夜蛾适生区&

@$

'

%因此%草地贪夜蛾对我

国玉米生产造成直接威胁(系统观测草地贪夜蛾在

我国发生发展动态和为害情况%做到早发现)早报

告)早预警%指导科学有效防控外%明确北迁区域)迁

入时间)种群密度和为害特点等%对研究草地贪夜蛾

在我国的发生规律)制定长效治理对策和措施具有

重要意义(

/

!

方法

/</

!

调查时间和地点

!"#$

年
#

月
8

日至
!"#$

年
#"

月
#"

日%在全国

玉米种植区域进行相关调查(

/<;

!

调查方法

幼虫及其为害调查%苗期至灌浆期的玉米等作

物田%每块田取
>

点%玉米抽雄前采用+

`

,形)抽雄

后+梯子形,取样%每点取
#"

株%各点间隔距离视田

块大小而定(观察到叶片)心叶)茎秆)雄穗)花丝)

雌穗等部位受害计为被害株%再调查受害部位的幼

虫%分辨龄期%分别记载被害株和幼虫数量%以见虫

田块面积来计算发生面积%玉米一个生长季只计一

次面积(

成虫采用性诱方法%在玉米等寄主作物全生育

期%设置罐式等类型诱捕器%诱芯置于诱捕器内%每

日上午检查记载诱到的蛾量(每块田设
8

个重复(

苗期玉米等低矮作物田在田块内部诱捕器呈三角形

放置%相邻
!

个诱捕器间距大于
>".

%每个诱捕器与

田边距离大于
>.

%诱捕器放置高度为距地面
#9!.

#

成株期玉米田%将
8

个诱捕器直线放置于同一田埂%

相邻
!

个诱捕器间距大于
>".

%距田边
#.

左右%

诱捕器放置高度为高出植物冠层
!":.

(诱芯每隔

8"F

更换
#

次(虫量少时
>F

调查
#

次%虫量多时

#

"

!F

查
#

次(田间性诱在
&

月份质量稳定%故记

录数据较为系统(

/<=

!

数据处理

按县记载首见幼虫日期)平均和最高被害株率)

平均和最高百株虫量%以本省各发生县平均被害株

率)最高被害株率)平均百株虫量和最高百株虫量的

平均值为全省值#各省按月份记载新增县数和查实

发生面积(

;

!

结果与分析

;</

!

发生区域

截至
#"

月
@

日%草地贪夜蛾侵入西南)华南)江

南)长江中下游)黄淮)西北)华北地区的
!+

省!区)

市"

#>#@

个县!区)市"%宁夏)内蒙古)北京)天津)河

北)山东)河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份的
@"

个县份

仅见成虫!表
#

"%未侵入青海)新疆)辽宁)吉林)黑

龙江等西北和东北
>

省份(其中%位置最南!纬度最

低"的点是海南省三亚市!

#"$9&>!>n,

%

#@9%""#nH

"%

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点为北京市昌平区!

##>9$&>"n,

%

%"9%>+@nH

"#位置最西!经度最低"的县为西藏自治

区林芝市墨脱县!

$>9888"n,

%

!$98!>!nH

"%位置最

东!经度最高"的县为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

#!#9#+"8n,

%

8&9%>&+nH

"%横跨
!>9@8

个经度)

!!9">

个纬度(西

南地区海拔高的点%四川省为巴塘县!竹巴笼乡%海

拔
!$"".

"%云南省为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海拔

!>&".

"%西藏自治区为林芝市芒康县索多西乡!海

拔
!%"".

"(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周年繁

殖区发生县数占比为
!>9%K

%四川)贵州)重庆)西

藏)江西)湖南)湖北)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迁飞

过渡区占比为
>!9"K

%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

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北京)天津等重点防范区

-

##

-



!"#$

占比为
!!9@K

(发生县数占农业总县数的比例%云

南和海南为
#""K

%广西)湖南)贵州)浙江为
$"K

以

上%湖北)重庆)安徽超过
@"K

%广东)江西)四川)江

苏超过
&"K

%除西藏外%地理位置越向南%其发生分

布越广(

表
/

!

;B

个省份
;@/A

年
/

月
CA

月草地贪夜蛾发生县数/

$

0&1'#/

!

D*61#E)4$)*53%#+F7#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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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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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5$#+4E)6H&5*&E

I

3)!#

"

3#61#E

%

;@/A

省份

YG;O04:6

#

月

*/4

!

月

(6C

8

月

S/G

%

月

?

E

G

>

月

S/

Q

+

月

*I4

&

月

*I1

@

月

?I

5

$

月

<6

E

=

合计

P;=/1

云南
'I44/4 #8 & #& >& !@ & " " " #!$

广西
bI/4

5

i0 " " " &+ #$ ! # ! " #""

广东
bI/4

5

F;4

5

" " " #8 +% $ % # " $#

贵州
bI023;I " " " + +@ #+ # " " $#

湖南
RI4/4 " " " ! ##! > # " " #!"

海南
R/04/4 " " " # #& " " " " #@

福建
(I

A

0/4 " " " " 88 ## # ! # %@

浙江
c36

A

0/4

5

" " " " >% #& & ! # @#

江西
*0/4

5

i0 " " " " >> #+ 8 ! ! &@

湖北
RIC60 " " " " +% !> " " " @$

四川
<0:3I/4 " " " " &! 8! !" + " #8"

重庆
L3;4

5f

04

5

" " " " !% 8 8 " ! 8!

河南
R64/4 " " " " # 8> #! !@

!

&

"

#"

!

#

"

@+

!

@

"

安徽
?43I0 " " " " %& !" !" ! " @$

江苏
*0/4

5

7I " " " " ! #> 8!

!

!

"

#8

!

#

" !

!

"

+!

!

>

"

上海
<3/4

5

3/0 " " " " % > " # " #"

西藏
P0C6= " " " " # ! " " " 8

陕西
<3//4i0 " " " " ! #$ 8!

!

!

"

@ " +#

!

!

"

山东
<3/4F;4

5

" " " " " " @ 8#

!

%

"

+

!

8

"

%>

!

&

"

甘肃
b/47I " " " " " " !!

!

8

"

+

!

8

"

" !@

!

+

"

山西
<3/4i0 " " " " " " 8 #! # #+

宁夏
H04

5

i0/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
N446GS;4

5

;10/ " " " " " " "

!

#

"

"

!

#

"

河北
R6C60 " " " " " " " !&

!

+

"

%

!

##

"

8#

!

#&

"

北京
M60

A

04

5

" " " " " " "

!

#

" !

$

" !

#"

"

天津
P0/4

A

04 " " " " " " " "

!

@

" !

@

"

合计
P;=/1 #8 & #& #>> ++& !8$ #&"

!

@

"

#%8

!

8&

"

!&

!

8>

"

#%8@

!

@"

"

!

#

"括号内为仅见成虫县数(

)/=/04

E

/G64=36767/G64I.C6G;T:;I4=067B36G6;41

Q

/FI1=7B6G6;C76GO6F9

;<;

!

为害作物

我国各地调查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的作

物有
#>

种!表
!

"%玉米是其主要的寄主%其次为甘

蔗)高粱%谷子)小麦)水稻)薏米)花生)莪术)香蕉)

生姜)竹芋)马铃薯)油菜)辣椒等作物也发现被害#

云南)海南)湖南)湖北还发现皇竹草)马唐)牛筋草)

苏丹草等禾本科杂草受害(

@

月
#%

日%广西钦州市

灵山县武利镇
"983.

! 水稻田!分蘖初期%品种为

0陵两优
#@%%

1"发生草地贪夜蛾%多为
8

"

%

龄幼

虫%田块因杂草较多而于一周前喷施除草剂(

$

月

!&

日%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金源乡约
8883.

!处于

苗期的小麦发生草地贪夜蛾%多为低龄幼虫咬食叶

片(

@

月份贵州和云南还发现其为害自生小麦苗(

各作物中%以生育早期和细嫩部位最易受害%叶片

窗孔状和破洞)寄主组织被钻蛀是其共同的为害特

征(玉米从苗期至籽粒期均可受害%首见为害期从

南至北以苗期至喇叭口期最为普遍%心叶)茎秆)

雄穗)花丝)雌穗等都是其钻蛀为害的重点部位%

云南省
%m>

月出现干旱%德宏)保山等区域还发现

幼虫从玉米)甘蔗茎基部钻入茎秆取食为害%造成

枯心苗(山东滕州
$

月中旬发现在马铃薯根茎部

钻蛀为害(

-

!#

-



%>

卷第
+

期 姜玉英等$

!"#$

年我国草地贪夜蛾扩散为害规律观测

表
;

!

;;

个省份草地贪夜蛾为害作物种类和面积/

$

0&1'#;

!

9E)

"

+&5:&E#&+)4:&6&

8

#:1

I

!

"

#$#

"

%&'(

)

'*

+

,

"

&'$(%5;;

"

E)G%5$#+

省份

YG;O04:6

发生面积*
3.

!

]::IGG64:6/G6/

玉米

S/026

甘蔗

<I

5

/G:/46

高粱

<;G

5

3I.

薏米

*;C

1

7=6/G7

谷子

S0116=

花生

Y6/4I=

生姜

b04

5

6G

香蕉

M/4/4/

竹芋

?GG;BG;;=

莪术

LIG:I./

水稻

U0:6

马铃薯

Y;=/=;

油菜

U/

E

6

辣椒

Y6

EE

6G

小麦

3̀6/=

云南

'I44/4

+8">!& $8&898 &8898 " " " "9# " " " " " " " 88898

广西

bI/4

5

i0

#8++#% #$&"9# #+98 " " !" " !898 "9! " "98 " " " "

广东

bI/4

5

F;4

5

$#!! #@9> " " " "98 " &98 " " " " " " "

海南

R/04/4

!"@ " " " " " " " " +$9# " " " " "

福建

(I

A

0/4

%>& #9# " " " " " " " " " " " "9! "

贵州

bI023;I

!!$@$ " #""+9& $> "9# " "9! " " " " " " " "

四川

<0:3I/4

&>8#8 8!>9$ +9& " " " " " " " " " "9& " "

重庆

L3;4

5f

04

5

#88& " !%89! " " " " X " " " " " " "

西藏

P0C6=

#%&! " " " " " " X X X " " " " "

江西

*0/4

5

i0

@>>+ #"+9& " " " " " X X X " " " " "

湖南

RI4/4

>+&@8 %!9> %$$9+ " " " " X X X " " " " "

湖北

RIC60

$$$@> $9@ #"+9& % " " " X X X " " " " "

浙江

c36

A

0/4

5

8&$! "9# ++9& " " " " X X X " " " " "

上海

<3/4

5

3/0

#8#8 " " " " " " X X X " " " " "

江苏

*0/4

5

7I

!!$# " " " " " " X X X " " " " "

安徽

?43I0

+8>8 " " " " " " X X " " " " " "

河南

R64/4

#&>@ " " " " " " X X X " " " " "

陕西

<3//4i0

>"## X " " " " " X X X " " " " "

甘肃

b/47I

!@+ X " " " " " X X X " " " " "

山西

<3/4i0

&!% X " " " " " X X X " " " " "

山东

<3/4F;4

5

!@# " " " " " " X X X " >98 " " "

河北

R6C60

!%+ X " " " " " X X X " " " " "

合计

P;=/1

#"+>%#@##@%&9$ !+&$9# $$ "9# !"98 "98 8"9+ "9! +$9# "98 >98 "9& "9! 88898

!

#

"+

X

,为无此作物种植(

+

X

,

.6/474;=

E

1/4=6F9

-

8#

-



书书书

!"#$

!"#

!

发生面积

草地贪夜蛾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海南!

重庆!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安徽!江苏!上

海!西藏!陕西!山东!甘肃!山西!河北等
!!

省"区!市#

#%&'

个县"区!市#见幼虫$玉米发生面积为
#"()*

万

+,

!

$占比达
$')(-

$甘蔗!高粱!谷子!小麦!薏米!花

生!莪术!香蕉!生姜!竹芋!水稻!马铃薯!油菜!辣椒等

#%

种作物累计发生面积
#)*

万
+,

!

"表
!

#%按省份$云

南!广西!湖北!四川!湖南!贵州发生面积合计占比达

$(-

$其他
#(

个省份各自占比都不足
#-

"图
#

#%按区

域$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周年繁殖区发生面积

占比为
.&-

$四川!贵州!重庆!西藏!江西!湖南!湖北!

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迁飞过渡区占比为
!(-

$河

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重点防范区占比为

")'-

%发生面积占比高的月份$广西为
%

月份$广东!

浙江为
*

月$福建!江西!四川!西藏!湖南!上海为
(

月$

云南!海南!贵州!重庆!湖北!安徽!甘肃为
.

月$江苏!

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为
'

月"图
!

#%

图
$

!

!%$&

年
$

月
'&

月
!!

个省份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面积占比

()

*

"$

!

+,-.,/01

*

,234!

"

#$#

"

%&'(

)

'*

+

,

"

&'$(51-61,3..7--,/.,1-,12)/!!

8

-36)/.,24-39:1/71-

;

03<,

8

0,9=,-

!

!%$&

图
!

!

!!

个省份
!%$&

年
$

月
'&

月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面积占比

()

*

"!

!

+,-.,/01

*

,234!

"

#$#

"

%&'(

)

'*

+

,

"

&'$(51-61,3..7--,/.,

1-,124-39:1/71-

;

03<,

8

0,9=,-

!

!%$&)/!!

8

-36)/.,2

!">

!

发生时间

#

月
##

日首先在与老挝和越南接壤的云南省

普洱市江城县宝藏镇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至
&

月

底德宏!保山!玉溪!临沧!西双版纳!红河!文山
'

市

州计
&.

个县见幼虫%

%

月份广西!广东!湖南!贵

州!海南见虫$

*

月份新增了福建!浙江!江西!湖北!

四川!重庆!河南!安徽!江苏!上海!西藏!陕西
#!

个

省份$

(

月份未增加新发幼虫省$

(

月
!"

日山东临沂

市郯城性诱到成虫&

.

月份以后$江淮以北省份扩展

快$山东!甘肃!山西见幼虫$宁夏彭阳县
.

月
&#

日

性诱到成虫$

'

月份河北发现幼虫$内蒙古阿拉善左

旗
'

月
*

日和北京昌平
'

月
!$

日性诱见成虫$

$

月

份天津东丽区性诱$

$

月
!"

日性诱到成虫%发生省

份首发地点多为该省份的南部"表
&

#%统计各省首

见幼虫县数出现的盛期"表
&

#$呈现由南至北逐步

扩散的特点&纬度接近的省份发生期从早至晚比较$

云南
"

广西
"

广东$贵州
"

湖南
"

江西$四川
"

湖

北$陕西
"

河南
"

江苏$总体呈现西部省份早于东部

的特点%按全国发生县数计$

*

月份增加的县数占

'

%#

'



%>

卷第
+

期 姜玉英等$

!"#$

年我国草地贪夜蛾扩散为害规律观测

比为
%%K

%

+

月份为
#+K

%

%

月)

&

月)

@

月为
#"K

"

#!K

%

$

月份占
%K

%

#m8

月合计占
!9>K

#按全国发

生面积计%

&

月份增加的面积占比为
8@K

%

>

月)

+

月)

@

月分别为
##K

)

!8K

)

#$K

%

%

月)

$

月占约

>K

%

#m8

月份合计占比为
>o

!图
8

"(

表
=

!

;@/A

年
;B

个省份草地贪夜蛾发生时间/

$

0&1'#=

!

,&3#)4!

"

#$#

"

%&'(

)

'*

+

,

"

&'$('&EG&#)$$*EE#5$#%5;B

"

E)G%5$#+%5;@/A

省份

YG;O04:6

首见日!月 日"及地点

(0G7=70

5

3=F/=6/4F70=6

终见日!月 日"及地点

(04/11

Q

70

5

3=F/=6/4F70=6

发生盛期

Y6/J;T;::IGG64:6

云南
'I44/4 "# ##

江城县
"+ !&

德钦县
%

月中下旬

广西
bI/4

5

i0 "% "8

都安!

"8 ##

宜州市"

"@ #@

福绵区
%

月中下旬

广东
bI/4

5

F;4

5

"% !8

增城区
"& !>

澄海区
>

月上中旬

海南
R/04/4 "% !>

海口市
"> ##

三亚市
>

月上旬

福建
(I

A

0/4 "> "+

南安市
"$ #&

流清县
>

月下旬

贵州
bI023;I "% !%

望谟县
"& "@

织金县
>

月中旬

四川
<0:3I/4 "> "@

西昌市
"@ !$

宝兴县
>

月下旬

重庆
L3;4

5f

04

5

"> "@

北碚区
"$ ##

忠县
>

月下旬

西藏
P0C6= "> 8"

墨脱县
"+ !@

芒康县
+

月上旬

江西
*0/4

5

i0 "> "&

信丰县
"$ !>

黎川县
>

月下旬

湖南
RI4/4 "% !>

宜章县
"& "8

天元区
>

月下旬

湖北
RIC60 "> "@

仙桃市
"+ !#

利川市
>

月下旬

浙江
c36

A

0/4

5

"> "@

建德市
"$ ">

路桥区
>

月下旬

上海
<3/4

5

3/0 "> !!

奉贤区
"@ "+

闵行区
+

月上旬

江苏
*0/4

5

7I "> !%

宜兴市
"@ !@

洪泽区!

"$ #8

灌南县"

+

月中旬

安徽
?43I0 "> #&

黄山区
"@ "+

颍泉区
>

月下旬

河南
R64/4 "> #"

河区
"$ "&

封丘县!

"$ "8

偃师市"

+

月中旬

陕西
<3//4i0 "> 8#

洋县
"@ !"

潼关县
+

月中旬

甘肃
b/47I "& "!

武都!

"& !&

西峰区"

"@ #&

靖远县!

"@ #+

环县"

&

月中旬

山西
<3/4i0 "& ">

曲沃县
"$ #"

尧都区
@

月中旬

山东
<3/4F;4

5

"& #+

滕州市!

"+ !"

郯城县"

"$ #&

东明县!

"$ #%

岱岳区"

&

月底至
@

月初

宁夏
H04

5

i0/

!

"& 8#

彭阳县" !

"$ "%

沙坡头区"

@

月上旬

内蒙古
N446GS;4

5

;10/

!

"@ ">

阿拉善左旗"

m m

河北
R6C60 "@ #+

魏县!

"@ #+

栾城县"

"$ "!

临城县!

"$ !%

霸州"

@

月中下旬

北京
M60

A

04

5

!

"@ !$

昌平区" !

"$ 8"

门头沟区"

$

月下旬

天津
P0/4

A

04

!

"$ !"

东丽区" !

"$ 8"

武清区"

$

月下旬

!

#

"括号内为成虫时间和地点(

)/=/04

E

/G64=36767/G6T;G/FI1=79

图
=

!

草地贪夜蛾
;@/A

年
/

月
CA

月全国发生县数和发生面积占比

(%

8

<=

!

J#E$#53&

8

#+)4$)*53

I

5*61#E&5:)$$*EE#5$#&E#&)4

!

"

#$#

"

%&'(

)

'*

+

,

"

&'$(%597%5&4E)6H&5*&E

I

3)!#

"

3#61#E

%

;@/A

;<?

!

虫口密度和为害情况

各省发生县调查玉米田百株虫量)被害株率和

严重发生区域被害株率数据显示!表
%

"

>

"%云南)

广西)海南)广东)西藏等偏南省份发生最重%其次是

贵州)福建)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江苏以北省份

发生相对较轻%即为害情况由南至北逐渐减轻(纬

度接近的省份发生由重至轻比较%云南
$

广西
$

广

东%贵州
$

湖南
$

江西%西藏
$

四川
$

湖北%陕西
$

安徽
$

江苏%总体呈现西部省份重于东部的特点(

=

!

讨论

=</

!

境外虫源地和迁飞路径

迁飞是草地贪夜蛾在美洲)非洲各国)非洲至亚

洲)亚洲各国快速蔓延的重要因素(截至
!"#$

年
8

月草地贪夜蛾侵入也门)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

老挝)泰国)缅甸)中国)越南等
$

个亚洲国家&

#"

'

%马

-

>#

-



!"#$

表
>

!

;;

个省份草地贪夜蛾玉米被害株率和百株虫量

0&1'#>

!

J#E$#53&

8

#+)4%5

K

*E#:

"

'&53+&5:'&EG&5*61#E+

"

#E/@@6&%L#

"

'&53+%5;;

"

E)G%5$#+

省份

YG;O04:6

被害株率*
K

Y6G:64=/

5

6;T04

A

IG6F

E

1/4=7

平均值

?O6G/

5

6

最高值平均

?O6G/

5

6./i0.I.O/1I6

最高值

S/i0.I.O/1I6

百株虫量*头

D/GO/4I.C6G

E

6G#""

E

1/4=7

平均值

?O6G/

5

6

最高值平均

?O6G/

5

6./i0.I.O/1I6

最高值

S/i0.I.O/1I6

云南
'I44/4 #@9> %>9# #"" #$9! +!9# 8""

广西
bI/4

5

i0 ##9% %%9& #"" ##98 >#9> %!"

广东
bI/4

5

F;4

5

#"9+ !!9" $8 #"9@ !89+ 8""

海南
R/04/4 #@9# !&9> @" #>9$ !"9# &"

福建
(I

A

0/4 &9# #!9@ +@ @9$ #$9> 8>"

贵州
bI023;I @9@ !%9> @+ $9> !>9! 8""

四川
<0:3I/4 +9# #$9! @+ ##9+ 8&9$ 8>"

重庆
L3;4

5f

04

5

%9! #&9& $+ +98 #>9& >%"

西藏
P0C6= ##98 !%9" %" #898 !%9" +"

江西
*0/4

5

i0 +9" #+9% &" >9> #@9! #>"

湖南
RI4/4 &9# !%98 #"" +9# !%9+ !+"

湖北
RIC60 >9# #+9% $+ 89+ #>9% #">

浙江
c36

A

0/4

5

>9# #>98 $! >9> #&98 #>"

上海
<3/4

5

3/0 !9+ !89+ +> 898 #+9+ %@

江苏
*0/4

5

7I 89& $9$ +" !9+ &9> %&

安徽
?43I0 !9% @9& >" #9& >9+ 8&

河南
R64/4 #98 89@ !> #9! !9% 8"

陕西
<3//4i0 89$ #>9@ $> !9$ #"9! %+

甘肃
b/47I +9% #89# @" +98 ##9$ +>

山西
<3/4i0 89" #"9@ !> !9+ ##98 !>

山东
<3/4F;4

5

#9> @9> >% #9> %9+ !$

河北
R6C60 "9# #9" 8 "9"& #98 8

表
?

!

;;

个省份草地贪夜蛾严重发生区域和被害株率

0&1'#?

!

!#E%)*+'

I

)$$*EE#:&E#&&5:

"

#E$#53&

8

#+)4%5

K

*E#:

"

'&53+1

I

!

"

#$#

"

%&'(

)

'*

+

,

"

&'$(%5;;

"

E)G%5$#+

省份

YG;O04:6

地点!调查时间*月 日"

D;:/=0;4

!

)/=6;T04O67=0

5

/=0;4

"

被害株率*
K

Y6G:64=/

5

6;T

04

A

IG6F

E

1/4=7

云南

'I44/4

西双版纳市景洪县)勐海县)勐腊县!

"> #%

"%临沧市耿马县)镇康县)沧源县)临翔县)永德县!

"> #%m"> #@

"%

德宏州盈江县!

"> #%

")芒市!

"> !&

"%文山州麻栗坡县!

"> #>

"%玉溪市元江县!

"> !!m"> !>

"%红河州开远

县!

"+ "#m"+ "8

"

#""

广西

bI/4

5

i0

河池市宜州市!

"> !&

")都安县!

"+ "%

")环江县!

"+ !%

")巴马县!

"& "%

"%崇左市宁明县!

"+ "%

"%南宁市马

山县!

"+ #%

"%来宾市兴宾区!

"+ #%

"

#""

南宁市武鸣区!

"> !&

")邕宁区!

"+ "%

"%防城港市恭城区!

"+ "8

"%河池市大化县!

"> !$

"%柳州市柳江区!

"+

"%

"%百色市隆林县!

"+ #>

"%桂林市兴安县!

"+ !>

"

$"

"

$@

广东

bI/4

5

F;4

5

广州市丛化区!

"> !&

")增城区!

"+ #!

"%肇庆市高要县!

"> !@

"封开县!

"+ #!

"

@+

"

$!

韶关市仁化县!

"> #%

")乳源县!

"> !"

"%深圳市宝安区!

"> !"

"

&"

贵州

bI023;I

黔西南州罗甸县!

"> !!

"%遵义市正安县!

"> !@

"%黔南州惠水县!

"+ #&

"

&>

"

@+

安顺市关岭县!

"> !@

"%六盘水市盘州市!

"+ "%

"%黔南州贵定县!

"+ #%

"%遵义市道真县!

"+ #%

"

+"

"

++

海南

R/04/4

万宁区!

"> "&

"%陵水!

"> "&

"%琼中!

"+ 8"

"

@"

临高县!

"> "&

"%三亚!

"> #%

"%东方!

"> !$

"

+"

"

&"

福建

(I

A

0/4

福州市闽侯县!

"+ #&

"%漳州市长泰县!

"+ !%

"

+"

"

&"

南平市武夷山!

"> #"

"%泉州市惠安县!

"> #+

"%三明市沙县!

"+ !%

"%龙岩市新罗区!

"+ !%

"

%"

"

%8

湖南

RI4/4

永州市江华县!

"+ "+

")江永县!

"+ #+

"%岳阳市平江县!

"+ #"

"%怀化市会同县!

"+ #&

"

$"

"

#""

邵阳市新宁县!

"> #>

"%永州市道县!

"+ "8

"%衡阳市珠晖区!

"+ "+

"%郴州市嘉禾县!

"+ #"

"%长沙市长沙县!

"+ #"

"

+"

"

@>

四川

<0:3I/4

凉山州宁南县!

"+ "@

")会东县!

"+ #@

"%泸州市合江县!

"> !!

")古蔺县!

"> !@

"

+"

"

@"

凉山州盐源县)金阳县)西昌市!

"+ "@

"%广安市广安县!

"+ "&

"%宜宾市筠连县!

"+ "@

"%攀枝花市盐边县!

"+ #%

"

%"

"

>"

重庆

L3;4

5f

04

5

巫山县!

"+ %"

"

$"

涪陵区!

"> #8

"%武隆区!

"> !&

"%永川区!

"> 8#

"

>"

"

&"

-

+#

-



%>

卷第
+

期 姜玉英等$

!"#$

年我国草地贪夜蛾扩散为害规律观测

续表
?

!

0&1'#?

#

9)53%5*#:

$

省份

YG;O04:6

地点!调查时间*月 日"

D;:/=0;4

!

)/=6;T04O67=0

5

/=0;4

"

被害株率*
K

Y6G:64=/

5

6;T

04

A

IG6F

E

1/4=7

浙江

c36

A

0/4

5

杭州市淳安县!

"+ !&

"

$!

宁波市宁海县!

"+ #&

"%衢州市衢州区)江山市!

"+ #&

"%台州市温岭市!

"+ #&

")玉环县!

"+ !&

"%丽水市青田

县)景宁县!

"+ !&

"

8"

"

>"

江西

*0/4

5

i0

吉安市峡江县!

"> !$

"%九江市彭泽县!

"+ >

"%赣州市赣县区!

"+ ">

"%上饶市余干县!

"+ #!

"

+"

"

&"

鹰潭市余江区!

"> !$

"%九江市德安县)武宁县!

"> !@

"%萍乡市上栗县!

"> !@

"%赣州市大余县!

"+ "8

"%景德

镇市浮梁县!

"+ #8

"

%"

"

>"

湖北

RIC60

黄冈市黄州区!

"+ "%

"

$+

黄冈市浠水县!

"> !#

")武穴市!

"+ #%

"%孝感市安陆市!

"> !@

"%襄阳市老河口市)襄州区!

"+ !"

"%鄂州市鄂

州区!

"+ #$

"

&"

"

@"

安徽

?43I0

黄山市歙县!

"> !>

"%六安市金安区!

"> !@

"

%"

"

%!

宣城市宁国县!

"> #@

")泾县!

"> !!

")旌德县!

"> !&

"%六安市霍山县!

"> !#

"%黄山市徽州区!

"> !#

")屯溪

区!

"> !>

")祁门县!

"> !>

")休宁县!

"> !$

"%安庆市桐城县)怀宁县!

"+ "!

"%桐城市义安区!

"+ "!

"

!"

"

8%

上海

<3/4

5

3/0

宝山区!

"+ "%

"

+>

崇明区)浦东区!

"+ ">

"%金山区!

"+ "%

"

!!

"

%!

西藏
P0C6=

林芝市墨脱县!

"> 8"

")察隅县!

"+ "+

"%昌都市芒康县!

"+ !@

"

!"

"

%"

江苏

*0/4

5

7I

盐城市大丰市!

"+ #$

"%常州市溧阳县!

"> !%

"

+>

"

&"

无锡市宜兴市!

"> !%

"%苏州市吴江区!

"+ ##

"%盐城市建湖县!

"+ #$

"%南通市海门县!

"+ "8

"

!"

"

>"

河南

R64/4

南阳市南召县!

"+ !+

"%周口市鹿邑县!

"+ !+

"

!"

"

!>

漯河市临颍县!

"+ #!

")舞阳县!

"+ !&

"%开封市祥符县!

"+ #&

"%商丘市睢阳县!

"+ #$

")扶沟县!

"+ !#

"

>

"

#"

陕西

<3//4i0

咸阳市泾阳县!

"& ##

")汉中市镇巴县!

"& !%

")西安市周至县!

"& !%

")

>"

"

$>

西咸新区!

"& #"

")渭南市澄城县!

"& "%

")汉中市宁强县!

"& "!

")宝鸡市凤县!

"& ">

"

8#

"

>"

汉中市汉台县!

"> !$

")洋县!

"> 8#

")西乡县!

"+ #"

")城固县!

"+ #!

")勉县!

"+ !!

"%商洛市镇安县!

"+

"%

"%安康市镇平县!

"+ !&

"

#+

"

8"

甘肃

b/47I

天水市麦积区!

"& ##

"

@"

陕南市康县!

"& "&

")成县!

"& "&

")礼县!

"& #"

")西和县!

"& #!

"

!%

"

8"

山西

<3/4i0

运城市曲沃县!

"@ ">

"

!>

运城市芮城县)平陆县!

"@ ">

")永济市!

"@ #%

")闻喜县!

"@ !"

")绛县!

"@ !#

"

>

"

#"

山东

<3/4F;4

5

日照市岚山区!

"& !%

"

+"

威海市荣成市!

"& 8"

"%烟台市海阳市!

"@ "#

")乳山市!

"@ "#

"

#>

"

8!

河北
R6C60

邢台市任县!

"@ #@

")巨鹿县!

"@ #@

"%邯郸市邱县!

"@ !"

"

!

"

8

来西亚!

!"#$

年
!

月
!>

日首见")印度尼西亚!

!"#$

年
8

月首见")柬埔寨!

!"#$

年
+

月官方证实")菲律

宾!

!"#$

年
+

月
!"

日官方证实")韩国!

!"#$

年
+

月

#8

日首见")日本!

!"#$

年
&

月首见"!来自
,YY]

b1;C/1)/=/C/76

网站"相继报道发生为害(我们在

前述文章&

%

'推测
!"#$

年
#

月中旬云南西南部发现

的幼虫%应是缅甸
#!

月中下旬首批侵入我国的成虫

种群所繁育的%孙小旭等证实
#!

月
##

日就有成虫

迁入!结果待发表"(赵胜园)孙小旭等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中旬高空测报灯诱虫量较少%

%

月

下旬虫量明显增加%至
>

月下旬达峰值!结果待发

表"%这与吴秋琳风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

'

%即

!"#@

年
#!

月至
!"#$

年
%

月气流条件不适合缅甸虫

源往西北即我国南方迁飞%草地贪夜蛾靠自身强大

的定向迁飞能力迁飞)扩散至我国%但进入
>

月份%

缅甸夏季风不断加强有利于草地贪夜蛾迁飞我国(

借鉴稻飞虱迁飞研究结果&

##

'

%泰国)越南等国家春

季也会给我国提供虫源(由于
!"#$

年这些国家的

虫源也来自缅甸)印度等早发国家%其虫源作用远不

如缅甸虫源早和直接%仅可对我国东部省份虫源起

一定补充作用%我国西部省份发生早)发生重的事实

可证明缅甸迁入的这条西线作用更大(

!"#$

年
$

月
!#

日在南宁召开的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粮食安

全合作战略圆桌会议交流获悉%缅甸全国
!"#$

年草

地贪夜蛾发生
!!>++>3.

!

%柬埔寨
##"""3.

!

%马

来西亚发生
!!>3.

!

%老挝
#!83.

!

%泰国
>"

个玉米

种植省份均有发生%西部
>

个省最为严重(这些东

南亚国家一旦发生草地贪夜蛾定殖%将同缅甸等国

一样成为该虫的周年繁殖区%明年及以后将成为我

国西部和东部省份的重要虫源地%应重视对其进行

动态监测%并进行作用再评估(

-

&#

-



!"#$

=<;

!

我国越冬区域

草地贪夜蛾不滞育%度过冬季是其生活史中最

薄弱的环节%其冬季分布决定于温度的高低(美国

佛罗里达大学
(;7=6G

等在
"p

)

m!9>p

)

m>p

)

m&9>p

和
m#"p

的温度箱中测定了草地贪夜蛾

%

个虫态经受
83

低温的耐受能力&

#!

'

%其耐寒力由

强至弱顺序为$卵
$

低龄幼虫
$

蛹
$

成虫(卵是最

耐低温的阶段%在
m#"p

下可存活
8"K

%在
m&9>p

下存活率没有显著降低#低龄幼虫暴露在
m#"p

以

上的温度下存活率也没有显著降低%高龄幼虫和蛹

在
m>p

的温度下存活率显著降低#

m#"p

下蛹只有

>K

存活#成虫期最易受低温影响%在
m>p

条件下只

有
!+K

的成虫存活%

m&9>p

或
m#"p

下无存活(

草地贪夜蛾在美国的越冬范围为南佛罗里达州约

!@nH

纬度以南&

#!

'

%按此纬度推测%草地贪夜蛾在我

国海南)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贵州大部!遵

义以南")湖南南部!湘潭以南")四川南部!西昌以

南")江西南部!宜春以南"都能越冬%有效越冬区域

和范围还决定于玉米等寄主作物冬季的种植情况(

我国冬玉米一般种植在冬季温暖)终年无霜或短时

有霜%海拔
##"".

以下的江边)河谷和热坝区%年

平均气温
#@p

以上)

#

月份低温
+p

以上%即以上越

冬区域都可种植(初步统计冬玉米面积%云南省有

近
+

万
3.

!

%广东)海南)广西)福建)贵州)四川等省

共有约
%

万
3.

!

%冬季还有小麦)甘蔗)马铃薯)烟草

和各种蔬菜%都可能成为草地贪夜蛾取食为害的寄

主%这些区域也是草地贪夜蛾周年繁殖区(摸清草

地贪夜蛾越冬区域和面积是进行趋势预测和综合治

理的基础%已成为当务之急(

=<=

!

发育温度和发生代次

R;

55

等&

#8

'

)

?10

等&

#%

'

)

<:316..6G

&

#>

'分别研究了

草地贪夜蛾的发育起点温度%卵为
#89%p

)!

#!9+$q

#98&

"

p

)

#89"#p

%幼虫为
#89$p

)!

#89#%q

"9@@

"

p

)

#!9#!p

%蛹为
#!9$p

!雄"*

#89@p

!雌")

!

#89++q#9&"

"

p

)

#89!%p

%卵到成虫!全世代

<:316..6G

&

#>

'

"为
#!9>&p

(

?10

等&

#%

'

)

<:316..6G

&

#>

'

报道了其有效积温%卵期为!

8$9$%q89$!

"日-度)

!

8>9&!q#98"

"日-度%幼虫期为!

#$&9+"q"9>%

"日

-度)!

!"!9+&q%9%>

"日-度%蛹期为!

##!9@+q

$9!>

"日-度)

#%&9"+

日-度%卵到成虫期!全世代

<:316..6G

&

#>

'

"为!

8$#9"#q#9!!

"日-度(何莉梅

等&

#+

'研究表明%草地贪夜蛾卵)幼虫)蛹及世代的发

育起点温度分别为
#"9!&

)

##9#"

)

##9$!

)

$9#+p

%有

效积温分别为
%%9>&

)

!##9$8

)

#8>9+$

)

+@"9"!

日-度%

林昌善&

#&

'研究的黏虫
>

;

%6*9$#5(

,

#&#%#

!

/̀1J6G

"

卵)幼虫)蛹)世代发育起点温度分别为
#89#

)

&9&

)

#!9+

)

$9+p

%草地贪夜蛾卵发育起点温度比黏虫低

!9@8p

)幼虫期高
89%p

%蛹期和全世代发育起点温

度与黏虫接近#黏虫卵)幼虫)蛹)全世代有效积温分

别为
%>98

)

%"!9#

)

#!#9"

)

+@>9!

日-度%草地贪夜蛾

卵)蛹和世代有效积温与黏虫接近%幼虫有效积温仅

为黏虫的
>8K

%可见其发育速度明显快于黏虫%这

也是造成草地贪夜蛾田间虫龄重叠)虫态重叠的原

因(由于草地贪夜蛾全世代有效积温与黏虫接近%

由此推算两者在我国各区域的发生代次基本相同%

即北纬
!&n

以南地区可发生
+

"

@

代%北纬
!&n

"

88n

间地区可发生
>

"

+

代%北纬
88n

"

8+n

间地区可发生

%

"

>

代%北纬
8+n

"

8$n

间地区可发生
8

"

%

代%北纬

8$n

以北地区可发生
!

"

8

代(当然非越冬区发生代

次还取决于害虫迁入时间的早晚%需经多年发生规

律的观察来确定(

<:316..6G

&

#>

'还研究明确了草地

贪夜蛾卵)幼虫和卵到成虫发育的最佳温度范围在

!+

"

8!p

之间%何莉梅等&

#+

'研究表明
!"

"

8"p

是草

地贪夜蛾种群发育的适宜温度%鲁智慧等&

#@

'研究表

明在
#&

"

8!p

范围内草地贪夜蛾可正常生长发育%

!!

"

!&p

是种群繁殖的适宜温度%可见草地贪夜蛾适

宜温度远高于黏虫%温暖区域和温暖季节发生更重%

这也是我国南方地区草地贪夜蛾发生严重的原因(

=<>

!

为害寄主和种植制度

S;4=62/4;

记载了草地贪夜蛾在巴西有
&+

科

8>8

种寄主植物&

#$

'

(我国观测结果表明%草地贪夜

蛾除在玉米上发生为害外%在甘蔗)高粱等多种作物

上也发生为害%但玉米是其最喜食的寄主作物(草

地贪夜蛾成虫产卵期与玉米苗期高度吻合%各地首

先见幼虫为害的多为处于苗期至喇叭口期的玉米%

北方
&m@

月份见虫的地块多为播种较晚的玉米(

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种植季节最杂

的作物%自
!"#8

年以来种植面积一直维持在
%#""

万
3.

!以上%这为适生性广)迁飞能力强的草地贪

夜蛾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食源(我国东自台湾和沿海

各省%西至新疆和西藏高原!西藏玉米种植可达海拔

%""".

"%南自海南的三亚!北纬
#@n

"北至黑龙江的

黑河以北地区!北纬
>8n

"都有玉米种植%

!"#$

年我

国北方玉米主产区未严重受害%草地贪夜蛾未侵入

-

@#

-



%>

卷第
+

期 姜玉英等$

!"#$

年我国草地贪夜蛾扩散为害规律观测

东北地区主要是由于虫源基数不够%不排除随后年

份虫源更为丰富时侵入东北春玉米区的可能(西南

山地丘陵种植区和南方丘陵种植区%一年三季或四季

都有玉米种植%不同时间交错种植%田间生育期多样%

田间寄主能满足草地贪夜蛾迁入虫源或当地繁殖后

代种群的营养需要%造成大部分虫源滞留当地辗转为

害(初步统计%我国云南)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周

年繁殖区%

#"

月至翌年
!

月种植的冬玉米约
#"

万

3.

!

%

8

月至
>

月中旬种植的春玉米约
@"

万
3.

!

%

>

月

下旬至
+

月底种植的夏玉米约
#>"

万
3.

!

%

&m$

月

种植的秋玉米约
!"

万
3.

!

#安徽以南的迁飞过渡

区%春玉米约
8!"

万
3.

!

%夏玉米约
!%"

万
3.

!

%秋

玉米约
#8

万
3.

!

(以上南方地区玉米种植面积仅

占全国的
!"K

%但春夏季玉米的种植起到诱集带的

作用%很大程度上延缓和减少了草地贪夜蛾的北迁

时间和数量(但随着草地贪夜蛾境内外种群数量的

加大%存在无法满足大种群取食的可能%从而增加其

对其他作物为害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导致北迁时

间提早和数量增加%北方玉米主产区受害风险加大(

因此%做好我国玉米品种和种植方式的合理布局是

做好草地贪夜蛾长期治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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