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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越两国同属东亚季风区，水稻病虫害在发生危害上为一个整体。每年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以下简称

“两迁”害虫）随着季节和气温变化，在两国间往返迁飞，发生为害，相互影响。研究两国水稻迁飞性害虫发生的关系

和影响规律，对于提高监测预警的早期预见性和防控工作的主动性，有效控制其危害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０年以来，

中越两国实施了中越水稻迁飞性害虫监测与防治合作项目，通过连续多年开展交流合作，初步明确了越南“两迁”害

虫发生规律。本文简要分析了影响越南“两迁”害虫发生的主要因素，探讨了中越两国水稻“两迁”害虫发生规律的

相关性，对提高中国“两迁”害虫中、长期预报能力和综合治理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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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迁飞性害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以下简称

“两迁”害虫）是危害我国和许多亚洲国家水稻生产的

重要害虫［１２］。在我国，２００５年以来“两迁”害虫发生

面积剧增，发生程度加重，重发频率增加。据统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年均发生面积分

别为２８６７万ｈｍ２和１９６９万ｈｍ２，占水稻种植面积

（２９６８万ｈｍ２）的９６．６％和６６．３％；造成产量损失１

３２２．５万ｔ和７０２．７万ｔ，相当于平均每年水稻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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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８万ｔ）的６．８％和３．６％。除直接为害造成的

严重损失，稻飞虱还可通过传播病毒病造成危害［３７］，

对水稻安全生产构成严重威胁。研究表明，“两迁”害

虫具有远距离跨境迁飞的特性，每年春季从中南半岛

国家（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随季风迁飞至我国华

南稻区为害、繁殖，６－８月，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西移北抬”，进一步迁飞至江南、长江流域稻区危

害［８］。因此，研究东南半岛国家“两迁”害虫发生特

点，及时、准确掌握虫源国家“两迁”害虫发生和防治

动态，对提高我国“两迁”害虫及其传播病毒病监测预

警的早期预见性、增强防控主动性、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０年以来，中越两国通过水稻迁飞

性害虫监测与防治合作项目，经过连续多年开展交流

合作，初步明确了越南“两迁”害虫发生规律，分析了影

响越南“两迁”害虫发生的主要因素，探讨了中越两国水

稻“两迁”害虫发生规律的相关性，对提高我国“两迁”害

虫中、长期预报能力和综合治理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１　越南水稻迁飞性害虫发生特点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气候特点总体表现为

气温高、湿度大、风雨多，可常年种植水稻［９］。越南

水稻病虫发生种类多，常年发生的有褐飞虱、白背飞

虱、稻纵卷叶螟、三化螟、稻瘿蚊、纹枯病、稻瘟病等

１３种病虫害
［１０］。受越南南北跨度大、气候地形差异

明显等因素影响，南北方主要病虫种类有明显差异，

但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是在南北方均造成危害损失

严重的病虫种类，也是对我国有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

病虫种类。据越南植保局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越南平

均每年种植水稻７８５．４万ｈｍ２，其中稻飞虱平均发生面

积５４．８万ｈｍ２，稻纵卷叶螟平均发生面积７９．４万ｈｍ２，

分别占水稻种植面积的７．０％和１０．１％，受不同气候

条件和地形等影响，不同年份、不同区域、不同季节

“两迁”害虫的发生特点略有差异。

１．１　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大于稻飞虱

从不同年份来看，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每年发

生面积不尽相同，但都表现为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

大于稻飞虱（图１）。其中，稻飞虱在２０１０年发生明

显重于其他年份，发生面积达到１０８．２万ｈｍ２，占种

植面积的１２．９％；２０１１年以来稻飞虱发生总体平

稳，每年发生面积约５０万ｈｍ２，２０１５年发生面积仅

有３３．８万ｈｍ２。稻纵卷叶螟呈间歇性暴发特点，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发生面积分别达１１８．９万ｈｍ２、

１０７．３万ｈｍ２，２０１５年发生面积仅有４５．４万ｈｍ２，

其他年份发生面积约７０万ｈｍ２。

图１　越南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两迁”害虫发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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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北部稻区重于南部稻区

越南植物保护局下设４个区域植物保护中心，

这４个区域植物保护中心负责上传下达、分片管理

病虫测报、防治、农药等技术推广事务；其中，北部植

物保护中心分管宁平省以北的２５省市植保工作，第

四区植物保护中心分管清化省以南、顺化省以北的

北中部６省市植保工作，中部植物保护中心分管岘

港以南、平顺省以北的南中部１３省市植保工作，南

部植物保护中心分管九龙江平原及其东北部１９省

市植保工作。通过统计分析４个区域稻飞虱和稻纵

卷叶螟的发生面积，结果表明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

都是北部稻区重于南部稻区（图２）。其中，稻飞虱

在北部和北中部年均（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平均，下同）发

生面积分别为２９．４万ｈｍ２和４．８万ｈｍ２，占种植面

积的１６．５％和６．８％；在南中部和南部年均发生面

积为１．２万ｈｍ２ 和１９．３万ｈｍ２，仅占种植面积的

１．７％和４．２％。而稻纵卷叶螟在北部和北中部发生

明显重于稻飞虱，年均发生面积分别为６１．６万ｈｍ２

和７．４万ｈｍ２，分别比稻飞虱偏多１０９％和５４．４％；

在南中部和南部发生轻于稻飞虱，年均发生面积分

别是２３８９ｈｍ２、１０．２万ｈｍ２，分别比稻飞虱偏少

８０．４％、４７．４％。

图２　越南不同稻区“两迁”害虫发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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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秋冬稻稻飞虱为害相对突出

从不同季节的水稻来看，各季水稻发生面积和

发生程度差异明显（图３）。其中，从发生面积角度

分析，稻飞虱在冬春稻和夏秋稻上年均发生面积分

别为２５．１万ｈｍ２和２６．０万ｈｍ２，分别是秋冬稻发

生面积的６．９倍和７．１倍；稻纵卷叶螟在冬春稻和夏

秋稻上年均发生面积明显高于稻飞虱，分别比稻飞虱

偏多９．８％和９２．０％，而在秋冬稻上发生面积比稻飞

虱偏低４８．１％。从发生程度角度分析，稻飞虱在秋冬

稻上为害相对突出，发生面积占种植面积的１４．８％，

明显高于冬春稻的８．１％和夏秋稻的５．８％；稻纵卷

叶螟在三季稻上总体平稳，夏秋稻上发生面积比例

略高于冬春稻和秋冬稻。

图３　越南不同季节水稻“两迁”害虫发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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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影响越南“两迁”害虫发生的因素

２．１　气候特点是造成“两迁”害虫南北差异的主要

因素

　　越南纬度跨度大，南北气候特点差异明显。南

方一般分为旱季（１０月－次年３月）和雨季（４－９

月），最热为４月，平均气温约２９℃，最冷为１２月，平

均气温约２６℃；一年可种植三季稻，其中冬春稻一

般在上年１１月底至１月初撒播，３月底至５月初收

获，早的在１０底就开始撒播，２月底收获。北方四

季分明，最热为７月，平均气温约２９℃，最冷为１月，

平均气温约１５℃；一年种植两季稻，冬春稻一般在２

月中下旬移栽，５月下旬到６月上旬收获，夏秋稻一

般在７月播种，１０－１１月收获
［１１］。稻纵卷叶螟和稻

飞虱产卵量和孵化率等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尤以

稻纵卷叶螟表现得更为明显。南方冬春稻适合稻纵

卷叶螟为害的敏感生育期的时间为旱季，此时又旱

又热，不利于稻纵卷叶螟卵的孵化，所以稻纵卷叶螟

在越南南部发生面积仅占种植面积的２．３％；而北

方冬春稻稻纵卷叶螟为害的时期为３－５月份，温湿

度适宜稻纵卷叶螟的发生为害，故发生面积大且程

度重，越南北部发生面积占种植面积达２０．３％。

２．２　冬季温湿度是造成“两迁”害虫发生年度间差

异的重要因素

　　冬季温湿度不仅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还是影响

“两迁”害虫发生动态的重要因子。以２０１５年冬春

稻为例，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越南冬季温度比常年偏高，

降水偏少，对稻纵卷叶螟的发生、产卵、孵化有明显

不利影响，尤其是南方稻区，降水比常年偏少５０％，

发生面积仅有２．０万ｈｍ２，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均值减

少５６．１％；在越南中部稻区，２－３月水稻正处于分

蘖至孕穗期，是稻纵卷叶螟为害的敏感生育期，此时

降水偏少５０％左右，亦不利于其产卵、孵化，南中部

和北中部分别发生６７１ｈｍ２和９２３ｈｍ２，比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均值偏少３２．７％、６６．８％；在越南北部稻区，

受暖冬气候影响，水稻生育期比２０１４年早７～１０ｄ，

稻纵卷叶螟发育历期较２０１４年早１０～１５ｄ，第一代

蛾发生高峰期在３月５日－１５日，此时水稻正处于

返青至分蘖初期，田间还未封行，未能形成适温高湿

的田间小气候，故错开了水稻最佳生育期，不利于卵

的孵化和幼虫的发生，发生面积１３．１万ｈｍ２，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均值偏少４２．２％（图４）。

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越南各稻区冬春稻稻纵卷叶螟发生动态

犉犻犵．４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犚犔犉犻狀狑犻狀狋犲狉狊狆狉犻狀犵狉犻犮犲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犻犮犲狉犲犵犻狅狀狊狅犳犞犻犲狋狀犪犿犳狉狅犿２０１０狋狅２０１６

稻飞虱因其产卵部位在稻株基部，故受暖冬影

响略小于稻纵卷叶螟。在南部和中部稻区，稻飞虱

可在当地越冬繁殖，其中南方冬春稻因处旱季，加之

降水偏少５０％，故稻飞虱发生明显轻于２０１４年；而

中部稻区属沿海地区，虽降水偏少，但田间小气候能

满足稻飞虱的发生繁殖，加之温度偏高１～２℃，有

利于发生代数的增加，故中部稻区明显重于２０１４

年；北部稻区稻飞虱主要以迁入为主，其迁入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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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老挝、泰国等地因受暖冬干旱气候影响，田间虫量偏

少，故迁入越南北部虫量明显减少，尽管迁入期较

２０１４年早５～７ｄ，但不足一个世代，故发生程度、面

积仍较２０１４年偏轻、偏少（图５）。

图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越南各稻区冬春稻稻飞虱发生动态

犉犻犵．５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犚犘犎犻狀狑犻狀狋犲狉狊狆狉犻狀犵狉犻犮犲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犻犮犲狉犲犵犻狅狀狊狅犳犞犻犲狋狀犪犿犳狉狅犿２０１０狋狅２０１６

３　中国越南“两迁”害虫发生关系分析

３．１　“两迁”害虫在越南冬春稻迁出期与中国早稻

迁入期一致

　　越南冬春稻区是我国早期“两迁”害虫的主要虫

源地，尤其是越南的中部和北部稻区对我国早稻有

直接影响。越南中部水稻一般在１２月底至１月初

开始撒播，在３月中旬至４月初陆续进入抽穗灌浆

期，此后稻飞虱陆续迁出越南中部；而中国从３月中

旬开始，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早稻区陆续出现

迁入峰，与越南中部稻区稻飞虱的迁出期基本一致。

越南北部水稻生育期较中部稻区一般晚１５～２０ｄ，

４月下旬后稻飞虱陆续迁出越南北部，作为越南第二

大水稻产区，４月下旬后稻飞虱的迁出范围广、虫量

大；与此同时，中国华南、西南和江南南部稻区能监

测到单灯单日千头以上稻飞虱同期突增峰，峰期持

续时间长，迁入虫量大。如２０１５年越南北部、北中

部冬春稻区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发生高峰期较

２０１４年早５～１５ｄ，中国华南、江南早稻区“两迁”害

虫迁入期也比２０１４年相应提前１０～３０ｄ；２０１７年

越南水稻生育期较常年偏迟１０ｄ左右，加上华南入

汛偏迟影响，导致“两迁”害虫迁入我国早稻区也较

常年偏迟５～１０ｄ，防治适期比常年偏迟１０ｄ左右。

因此，越南中部稻飞虱的发生动态可作为我国稻飞

虱迁入期、迁入量和主降区的早期预警指标；越南北

部稻飞虱发生动态可作为我国早稻中后期的稻飞虱

迁入期、迁入量和主降区的预警指标。

３．２　越南北部是中国早稻稻飞虱的主要虫源地

通过执行中越水稻迁飞性害虫监测与防控合作

项目，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越两国每年定期交流稻飞虱

和稻纵卷叶螟的发生面积。本文利用ＳＰＳＳ软件的

双变量相关分析方法统计分析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越

南各稻区与中国早稻各主产省稻飞虱发生面积相关

性，结果发现稻飞虱的发生面积在越南北部稻区与

中国早稻主产省大部分呈正相关（表１），在越南南

部稻区与中国早稻主产省呈负相关。如稻飞虱发生

面积在中国福建与越南北部呈极显著相关，相关系

数达０．９１９；与越南北中部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为０．８３３；而在越南南部与中国福建、湖南呈显著负

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９０、０．８７４。由此推断，

越南北部是我国早稻稻飞虱的主要虫源地，为我国

华南和江南稻区提供大量的迁入虫源。

表１　越南冬春稻与中国早稻稻飞虱发生面积相关性分析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狅犳狉犻犮犲狆犾犪狀狋犺狅狆狆犲狉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犪狉犲犪犫犲狋狑犲犲狀狑犻狀狋犲狉狊狆狉犻狀犵狉犻犮犲犻狀犞犻犲狋狀犪犿犪狀犱犲犪狉犾狔狉犻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中国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中国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中国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中国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中国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越南北部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６１８ ０．５５３ －０．０６０ ０．９１９ ０．２７０

越南北中部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５１４ ０．４０２ －０．４５１ ０．８３３ －０．１７３

越南南中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５４１ ０．０７３ －０．６８７ ０．０９７ －０．６２７

越南南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７９９ －０．６７８ ０．３６５ －０．８９０ －０．０２０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中国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越南北部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８０６ ０．７１６ ０．３６３ ０．０４６ ０．５００

越南北中部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５２０ ０．２９０ ０．０７９ －０．１５４ ０．２６８

越南南中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１４４ －０．３０１ －０．７１３ －０．１６４ ０．３０３

越南南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８７４ －０．６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３ －０．５５２

　１）表中数据为相关系数，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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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中越两国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呈负相关

同样，通过分析比较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越南各稻区

与中国早稻各主产省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相关性，

我们发现稻纵卷叶螟的发生面积在越南中部和南部

与中国早稻主产省呈负相关，在越南北部与中国早

稻主产省没有明显相关性（表２）。如稻纵卷叶螟发

生面积在越南南部与中国海南呈极显著负相关，与

中国广东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２０

和－０．８２８；在越南南中部与中国海南、广东、湖北呈显

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３５、－０．８５０、－０．８１２；

在越南北中部虽没有表现显著的相关性，但相关系

数表现出一致的负相关。

表２　越南冬春稻与中国早稻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相关性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狅犳狉犻犮犲犾犲犪犳犳狅犾犱犲狉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犪狉犲犪犫犲狋狑犲犲狀狑犻狀狋犲狉狊狆狉犻狀犵狉犻犮犲犻狀犞犻犲狋狀犪犿犪狀犱犲犪狉犾狔狉犻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中国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中国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中国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中国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中国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越南北部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５８８ ０．０２７ －０．４４４ ０．４２１ －０．４８５

越南北中部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５４５ －０．６２９ －０．２６３ －０．６９８ －０．４５４

越南南中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８ －０．８５０ －０．１３６ －０．８３５

越南南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３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８２８ －０．０１９ －０．９２０

中国湖南

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中国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中国湖北

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中国安徽

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中国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越南北部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１４２ ０．２１２ －０．１２３ －０．６８５ －０．５２２

越南北中部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６９５ －０．５８４ －０．６０８ ０．３３７ －０．３４６

越南南中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０３２ －０．６８１ －０．８１２ －０．２７０ －０．３５１

越南南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４２２ －０．５４８ －０．７５ －０．２０７ －０．０９２

３．４　个例分析中国越南“两迁”害虫诱虫量相关性

根据中越水稻迁飞性害虫监测与防控合作项目

合作内容，中越两国在各自境内的水稻迁飞性害虫

主要发生区，共联合建立了８个数据共享观测点，统

一配备虫情测报灯等必要的监测专用设备。其中，

中方４个观测点分别建在海南琼海、广东雷州、广西

合浦、云南麻栗坡，越方４个观测点分别建在南定

省、义安省、广南省、富安省。因部分监测点在个别

年份出现故障，造成监测数据不完整，故本文收集整

理了其中的中国琼海、雷州、合浦和越南南定省、义

安省、广南省这６个联合监测点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

“两迁”害虫诱虫量，分析了“两迁”害虫在中国３－６

月与越南２－４月份诱虫量的相关性。

白背飞虱在越南义安、广南和中国雷州、合浦发

生趋势一致，表明中国华南南部间歇性越冬区白背飞

虱虫源主要来自越南北中部和南中部稻区（图６）；褐

飞虱在越南南定、广南和中国雷州、合浦发生趋势一

致，表明越南北部和南中部可以为中国华南南部间

歇性越冬区提供褐飞虱虫源（图７）。稻纵卷叶螟在

２０１３年中越两国发生趋势表现明显的负相关，２０１４

年发生趋势又表现出一致性，２０１５年越南南定和中

国雷州表现为增长趋势，越南义安、广南和中国合

浦、琼海表现为下降趋势，表明中国越南在稻纵卷叶

螟从诱蛾量上没有表现明显的相关性（图８）。

图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国越南联合监测点

白背飞虱诱虫量比较

犉犻犵．６　犆狅犿狆犪狉犲犾犻犵犺狋狋狉犪狆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犠犅犘犎犫犲狋狑犲犲狀犼狅犻狀狋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犻狋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犞犻犲狋狀犪犿犳狉狅犿２０１２狋狅２０１５

图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国越南联合监测点

褐飞虱诱虫量比较

犉犻犵．７　犆狅犿狆犪狉犲犾犻犵犺狋狋狉犪狆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犅犘犎犫犲狋狑犲犲狀犼狅犻狀狋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犻狋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犞犻犲狋狀犪犿犳狉狅犿２０１２狋狅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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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国越南联合监测点

稻纵卷叶螟诱蛾量比较

犉犻犵．８　犆狅犿狆犪狉犲犾犻犵犺狋狋狉犪狆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犚犔犉犫犲狋狑犲犲狀犼狅犻狀狋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犻狋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犞犻犲狋狀犪犿犳狉狅犿２０１２狋狅２０１５

４　小结与讨论

本文从越南水稻生育期和“两迁”害虫发生高峰

期及中国“两迁”害虫迁入高峰期的角度进行分析，

得出了越南中部、北部“两迁”害虫发生动态可分别

作为我国“两迁”害虫早期、早稻中后期预警指标的

结论。这与先前利用轨迹分析方法得出的我国早稻

前期４月份的虫源主要来自于越南中部的结论一

致［１２］，从侧面反映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这一结论

对提高我国“两迁”害虫监测预警的早期预见性、增

强防控主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越南各稻区与中国早稻主产省发生面积相关性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正负相关性，但只有少数表现为

显著相关，这与实际调查监测到的情况有一定误差。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中越两国统计面积的标准不一

致。如越南稻飞虱２０００头／ｍ２（相当于４０００头／百

丛）才记为发生面积，比国内３０００头／百丛的大发

生指标还要高；越南稻纵卷叶螟在水稻分蘖期幼虫

量超过５０头／ｍ２、孕穗抽穗期幼虫量超过２０头／ｍ２

记为发生面积，而国内稻纵卷叶螟在分蘖期、孕穗抽

穗期的幼虫量分别超过１５、９头／ｍ２就记为发生面

积，这样造成越南年度间发生面积差异比中国要显

著。当然，虽然中越两国记载“两迁”害虫发生面积

的标准不一样，但通过比较年度间发生面积的相关

性，还是能客观反映“两迁”害虫在中越两国发生增

减趋势的相互关系。

通过分析比较中国越南各３个联合监测点“两

迁”害虫诱虫量的相关性，得出越南的南中部（广

南）、北中部（义安）和北部（南定）可为我国华南南部

间歇性越冬区（合浦、雷州）提供稻飞虱虫源；越南北

中部与中国南部稻纵卷叶螟并没有表现明显的相关

性。其中稻飞虱从诱虫量角度的分析结果与从发生

面积角度的分析结果相吻合，而稻纵卷叶螟的吻合

度不高。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稻纵卷叶螟的趋光性

不强，在发生程度差异较大的年份能反映年度间的

增减趋势，如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但在发生程度相近

的年份，诱蛾量并不能准确反映增减趋势，如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建议今后在稻纵卷叶螟的监测上加强

高空探照灯、性诱监测等测报技术的推广应用。

本文通过研究越南“两迁”害虫的发生特点及其

原因，从迁入量、发生面积、发生量的角度深入分析

了对我国“两迁”害虫的影响，为我国“两迁”害虫的

提前预测提供了可靠依据。但我们也发现在监测

点、监测标准、分析方法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和

加强。一是增建联合监测点。目前中越两国各仅

有４个联合监测点，数量偏少，不足以代表中越两

国水稻“两迁”害虫总体发生情况，建议增加联合

监测点，提高数据代表性。二是加大联合培训力

度。加大对联合监测点技术人员的培训，尤其在病

虫发生面积统计、测报新技术、虫情测报灯维修等

方面的培训，提高数据完整性和可比性。三是增强

数据分析能力。应用迁飞轨迹分析方法，分析联合

监测点虫情测报灯下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的迁入

迁出虫量，可以更准确直观反映稻飞虱和稻纵卷叶

螟的迁飞路径，进一步提高中越两国水稻迁飞性害

虫早期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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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病、褐根病等已知根病与犔．狋犺犲狅犫狉狅犿犪犲和犉．狊狅

犾犪狀犻最简单、方便的识别方法。

橡胶树速衰病在山地一般４－１１月发生，８－１０月

为高峰期；在冬春季有一定量的降水时，春季２－

３月份也会有发生；在水分保持较好的缓坡地周年

均可发生。调查橡胶树速衰病的传播方式时发现，

其传播方式与其他根病的相似：挖开感病死亡树可

以见到已经枯腐或感病严重的病根与树头相连，这

是最早感病的根，同时挖开与感病死亡树相邻的健

康树中间根交错的地方，多数可以发现有健康树的

根与病根交错在一起，有的根已感病；将感病的根带

回实验室进行保湿观察，一般都能观察到在病根表

面出现黑色点状物质或白色菌丝，镜检可分别看到

可可色二孢和茄镰孢的分生孢子；但橡胶树速衰病

较其他已知根病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对橡胶生产

是极其危险的病害。调查根病区的形成过程发现：

平地、缓坡地的发病率、传播速度较坡地高、快，在平

地，常以最早感病死亡的树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扩散，

形成病区；在坡地，一般向左右和向下扩散形成病

区，向上扩散的概率较低。根据以上调查，笔者认为

橡胶树速衰病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根与根

接触传播，二是病残体上形成的分生孢子随雨水流

动传播。

在根病防治试验过程中发生施药处理后有的参

试橡胶树发生突然死亡的现象，在对死亡原因调查

过程中发现了致病菌可可毛色二孢和茄镰孢，这或

许就是导致试验结果发生异常的主要原因，同时也

是云南橡胶树根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之一。

在同一根病区中既有红根病，又有褐根病，同时还存

在速衰病等不同种类根病混合发生的现象，因而，橡

胶树根病控制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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