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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明确气候变暖下亚洲玉米螟发生趋势!连续
%

年调查了黑龙江省嫩江县亚洲玉米螟越冬代成虫羽化进

度和发生高峰期!同时应用松毛虫赤眼蜂防治嫩江县
%

个农场玉米田中玉米螟!结果表明!

!"#.

年亚洲玉米螟成

虫出现的高峰期比
!"#!

年和
!"#%

年有所提前"释放赤眼蜂后玉米植株的被害率%折雄率%残虫率以及钻蛀率较

未放蜂田均降低!玉米产量增加!防治效果明显"大西江农场%尖山农场和嫩北农场赤眼蜂防治效果分别为

("D

%

((9&D

和
-(9&D

!比未放蜂田产量分别提高
%'9#

%

.&9(

和
(&9"e

Y

(

((&0

!

"

%

个农场平均防治效果为
(#9#D

!产

量平均提高
-#9!e

Y

(

((&0

!

"释放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对提高玉米产量和品质%挽回经济损失!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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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张海燕等$黑龙江省嫩江地区亚洲玉米螟发生动态及利用赤眼蜂防治研究

!!

玉米是高产粮食作物之一%黑龙江是玉米主要

种植区%其产量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玉米螟是玉米上主要的钻蛀类害虫%发生

严重时会造成玉米产量降低&

#

'

(玉米螟幼虫主要分

-

个龄期%

%

龄之前主要集中在幼嫩心叶)雄穗)苞叶

和花丝上活动取食%被害心叶展开后%即呈现许多横

排小孔#

.

龄之后大部分钻入茎秆%造成玉米植株折

茎)倒伏%雌穗脱落%导致玉米严重减产(近年来%玉

米螟为害呈现逐渐加重的趋势(据报道%亚洲玉米螟

?-%&*$*#

/

,&$#)#"*-

!

W5M8fM

"为害玉米一般年份引起

减产
#"D

左右%严重时可导致玉米减产
%"D

以上%受

害株率高达
'"D

以上&

!.

'

(生产上对玉米螟的防治主

要集中在
%

龄之前%卵期防治效果最好%

.

龄之后钻入

茎秆为害%防治效果较差(化学防治便于机械化%近

些年使用范围较广%但会污染环境及杀伤天敌(

赤眼蜂
;&*)>'

<

&#11#J

KK

9

属于膜翅目
]

b

+

0M8;

K

IMN1

%细腰亚目
=

K

;:N2I1

%小蜂总科
@F13+

:2L;2LM1

%是农业生产上应用最广泛)最重要的一类

寄生性天敌昆虫&

-

'

(赤眼蜂寄主范围广泛%可寄生

.""

多种害虫%是玉米螟卵期的重要天敌昆虫%应用

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成本低)效果好)使用方便)不污

染环境%并且大面积应用赤眼蜂防治害虫已收到了

良好的防治效果和经济效益&

(

'

(目前全世界已经定

名的赤眼蜂有
#$"

余种%我国有
!'

种%寄生亚洲玉米

螟的有
#%

种%其中以玉米螟赤眼蜂
;&*)>'

<

&#11#

'-%&*$*#(?18

Y

(%@FM8

和松毛虫赤眼蜂
;&*)>'

<

&#1=

1#6($6&'"*1*H1IJ505N1

为较优势种&

&

'

(

!#

世纪末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可能升高
#9#

"

(9.S

&

$

'

%昆虫是变温动物%生命活动受气候影响明

显%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一些害虫暴发成灾&

'

'

(关于

玉米螟在气候变暖条件下世代发生改变已有报

道&

#"##

'

(本试验从
!"#!

年至
!"#.

年连续
%

年调

查黑龙江西部地区亚洲玉米螟田间发生情况%以明

确该地区玉米螟的发生情况是否发生改变%并于

!"#.

年应用松毛虫赤眼蜂防治嫩江县
%

个农场的

亚洲玉米螟%在玉米收获之前调查植株被害情况和

防治效果%同时结合玉米产量损失情况%综合评价

释放赤眼蜂的效果(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采用黑光灯诱集亚洲玉米螟
?-%&*$*#

/

,&$#)#=

"*-

(诱集地点为九三管理局植保站(释放用蜂为松

毛虫赤眼蜂
;&*)>'

<

&#11#6($6&'"*1*

引自吉林省生

物防治中心%用柞蚕卵繁殖%赤眼蜂防治玉米螟试验

于
!"#.

年
-

月
R#"

月在嫩江县尖山农场)大西江

农场和嫩北农场进行%分别选择地势平整)栽培管理

统一的玉米田%面积
%%F0

!以上(

$%=

!

方法

成虫发生羽化情况调查$

!"#!

年至
!"#.

年每

年春季从
-

月开始至
&

月末%定点采用黑光灯诱集

玉米螟成虫%每
%L

统计
#

次成虫数量%并进行雌)

雄性别鉴定%预测每年玉米螟成虫发生高峰期(

放蜂适期$从
-

月开始%选择越冬代玉米螟越冬

场所!玉米垛等"调查越冬代玉米螟化蛹率%从化蛹率

达
!"D

"

%"D

往后推
'

"

##L

为田间落卵始期%根据

玉米螟成虫羽化高峰和田间落卵量%以累计百株卵量

达
#9-

"

!

块时%为第
#

次放蜂适期(

放蜂方法$根据赤眼蜂的飞行能力计算%每
((&0

!

放蜂
.

点为宜%两点之间距离
!"0

(第
#

次放蜂

#-

万头*
F0

!

#第
!

次放蜂
#$

万头*
F0

!

%第
#

次释放

完
&L

后再释放第
!

次(放置赤眼蜂卵卡注意风)

雨)阳光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调查内容及方法$释放赤眼蜂
%L

后调查并采

集玉米对照田和放蜂田玉米螟卵块%未孵化的饱满

黑卵即为被寄生卵%统计寄生率(玉米螟卵寄生率

不能完全说明放蜂效果%必须结合调查玉米植株被

害情况及玉米产量损失情况才能正确反映放蜂效

果(在玉米收获之前调查植株被害情况%包括百株

被害率)百株残虫率)百株折雄率)百株折茎率)百株

钻蛀率和防治效果%同时结合玉米产量损失情况%综

合评价释放赤眼蜂的效果%所有调查取样按
-

点式

-

次重复(

防治效果
g

对照区被害率
R

被害区被害率
对照区被害率 V#""D

(

$%A

!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X:M3

和
C?CC#&9"

数据软件分

析%各处理间均值差异用
8̂M+c1

b

P58:18

氏新复

极差法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I$=

年嫩江地区玉米螟成虫发生情况

!"#!

年调查发现%黑龙江省嫩江县在
(

月中旬

开始发现成虫%且随着时间的延长成虫数量逐渐增

+

&"!

+



!"#'

多%在
&

月初有所下降%但在
&

月
#&

日左右玉米螟成

虫数量出现高峰期%此时雄虫数量也相对较多!图
#

"(

!"#!

年黑龙江省嫩江地区温度上升相对平稳!图
.

"%

随温度升高成虫数量逐渐增多(

图
$

!

=I$=

年黑龙江省嫩江县亚洲玉米螟成虫发生情况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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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年嫩江地区玉米螟成虫发生情况

!"#%

年调查发现%黑龙江省嫩江县
&

月份之前

未发现玉米螟成虫%

&

月初玉米螟成虫数量逐渐增

加%并在
&

月中旬出现高峰期且雄虫数量相对较多(

玉米螟成虫羽化高峰期出现在
&

月
#.

日!图
!

"(

!"#%

年
&

月之前天气整体温度偏低!图
.

"%玉米螟

在
&

月初开始羽化%

&

月上旬出现成虫高峰期(

图
=

!

=I$A

年黑龙江省嫩江县亚洲玉米螟成虫发生情况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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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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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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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I$B

年嫩江地区玉米螟成虫发生情况

!"#.

年调查发现%黑龙江省嫩江县
(

月初开始

发现玉米螟成虫%并随着时间的延长数量逐渐增加%

在
(

月
!%

日左右出现一个小高峰%成虫发生大高峰

出现在
(

月
!'

日左右!图
%

"(相对
!"#!

年)

!"#%

年高峰期出现相对较早%说明温度变化!图
.

"%使玉

米螟成虫高峰期提前(

图
A

!

=I$B

年黑龙江省嫩江县亚洲玉米螟成虫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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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海燕等$黑龙江省嫩江地区亚洲玉米螟发生动态及利用赤眼蜂防治研究

=%B

!

嫩江地区
=I$=

年至
=I$B

年
$MN

月份的气温

变化

!!

玉米螟越冬代成虫羽化高峰期与当年越冬代玉

米螟老熟幼虫开始活动至化蛹)羽化的积温有很大

关系%所以本文根据
!"#!

年至
!"#.

年气象资料数据

统计了
%

年间每年
#R&

月份月平均气温!图
.

"(

图
B

!

=I$=

'

=I$B

年
$MN

月份月平均气温

:-

7

%B

!

O364F)

K

.*'64*.

9

*,'40,*2,3.P'60',

K

43

P0)

K

-6=I$=M=I$B

结果表明%

!"#.

年
#R&

月份月平均气温较
!"#!

年和
!"#%

年相对高些%

!"#.

年
%R.

月份月平均气温

明显高于
!"#!

年和
!"#%

年%而
-R&

月的平均温度

差异不明显(

%

)

.

月份正是玉米螟老熟幼虫开始活

动并化蛹的时期%温度升高对玉米螟幼虫化蛹的快

慢有很大影响%

!"#.

年玉米螟成虫高峰期较
!"#!

年)

!"#%

年出现较早是
%

)

.

月份气温提高导致(

=%Q

!

大西江农场和尖山农场赤眼蜂对亚洲玉米螟

的防治效果

!!

大西江农场和尖山农场玉米种植品种均为/德

美亚
#

号.(表
#

和表
!

分别为大西江农场和尖山

农场玉米田释放赤眼蜂后玉米植株受害情况和玉米

产量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两个农场未放蜂的对照田

玉米百株被害率比释放赤眼蜂田的植株被害率%平

均高出
.

"

(

百分点%释放赤眼蜂后玉米田玉米植株

的残虫率)折雄率)折茎率及钻蛀率均比未放蜂的玉

米田降低%但差异并不显著%释放赤眼蜂后大西江农

场的防治效果达到
("D

%产量
(..9#e

Y

*

((&0

!

%较未

放蜂玉米田增加
%'9#e

Y

*

((&0

!

(而尖山农场的防

治效果达到
((9&D

%产量
(!"9#e

Y

*

((&0

!

%较未放

蜂玉米田增加
.&9(e

Y

*

((&0

!

(

表
$

!

大西江农场释放赤眼蜂后玉米(德美亚
$

号)被害情况和产量统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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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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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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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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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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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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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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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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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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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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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J2L513N1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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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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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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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N:M8I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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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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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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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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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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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

"表中放蜂田和未放蜂对照田调查株数为
-""

株%表中数据同列之间差异显著用,

"

-表示(下同(

>FM850EMN;\J5NOM

b

ML0126M

K

318IJ41J-""28IFM;&*)>'

<

&#11#6($6&'"*1*NM3M1JML\2M3LJ18LIFM:;8IN;39P1I142IF

,

"

-

28IFMJ10M

:;350828L2:1IMJ2

Y

82\2:18IL2\\MNM8:MJ9>FMJ10MEM3;49

表
=

!

尖山农场释放赤眼蜂后玉米(德美亚
$

号)被害情况和产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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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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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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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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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北农场赤眼蜂对亚洲玉米螟的防治效果

表
%

为嫩北农场玉米田释放赤眼蜂后玉米植株

受害情况和玉米产量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未放蜂的

对照田玉米百株被害率为
#-D

%而放蜂田的玉米百

株被害率为
(9-D

%降低
$9-

百分点%放蜂和不放蜂田

的玉米植株被害率差异显著(百株残虫率和折茎率

放蜂田比未放蜂的对照田降低
-

百分点%但差异不显

著%释放赤眼蜂后也出现了
#D

的玉米植株折雄情况(

秋收前玉米螟的钻蛀率放蜂田为
#-D

%而未放蜂田为

%D

%释放赤眼蜂减少
#!

百分点%差异显著(释放赤

眼蜂后防治效果达到
-(9&D

%产量
'!.9%e

Y

*

((&0

!

%

较未放蜂玉米田增加
(&9"e

Y

*

((&0

!

(

A

!

结论与讨论

从黑龙江省嫩江地区三年来对玉米螟成虫期发

生高峰期的调查可以看出%

!"#!

年嫩江地区温度上升

+

'"!

+



!"#'

相对平稳%成虫发生呈逐渐递增方式%高峰期出现在
&

月中旬%

!"#%

年成虫虽然
&

月初开始突然增加%但高

峰期与
!"#!

年基本相同%而
!"#.

年成虫高峰期提

前%

(

月
!'

号左右即出现高峰期%说明
!"#.

年天气回

温较早%以至于高峰期相对于
!"#!

年和
!"#%

年有所

提前(在
%

个农场的玉米田释放赤眼蜂%对玉米螟的防

治效果为
-(9&&D

"

((9&D

%平均防效
(#9#D

%挽回产

量
%'9#

"

(&9"e

Y

*

((&0

!

%平均增产
-#9!e

Y

*

((&0

!

(

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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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北农场释放赤眼蜂后玉米(德美亚
=

号)被害情况和产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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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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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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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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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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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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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暖直接影响昆虫的生长发育&

'#%

'

%从而

使害虫的发生出现新的变化%如导致害虫田间发生

的世代数增加(本研究发现气候影响了黑龙江嫩江

地区玉米螟成虫的羽化高峰%

!"#.

年玉米螟成虫羽

化高峰期较前两年有所提前%此结果在指导玉米螟

的防治过程中非常重要(嫩江县地处黑龙江第四积

温带%玉米螟一年发生一代%应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

可以取得良好的防治效果%但如错过玉米螟落卵期

则会导致赤眼蜂防效不佳%这也是很多地方农民反

映应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效果差的原因%所以做好

预测预报对于大田防治玉米螟具有重要意义(

应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在黑龙江历史悠久%但近

些年应用的面积越来越少%主要原因是$第一%玉米螟

发生的关键时期难以掌握%不同积温带气候变化对放

蜂适期有很大影响#第二%赤眼蜂释放技术没有大的

改进%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导致人工释放

赤眼蜂越来越难#第三%在追求高产稳产的情况下化

学农药)化学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的大量施用使

得生物防治被忽视(近年来%随着化学农药给人们带

来的危害%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逐渐被人们认知%

减肥减药背景下生物防治又重新受到重视(释放赤

眼蜂防治玉米螟不仅可降低虫口密度!尤其降低玉米

穗部虫量"%减轻玉米被害率%提高玉米的质量和产

量%且与化学药剂相比对人畜安全)防治成本低)可保

护其他天敌)经济效益高)防治效果好&

#.#(

'

(松毛虫

赤眼蜂防治玉米螟蜂卡只需
!9-

"

%

元*
((&0

!

%而

投放农药颗粒剂约需
.

"

-

元*
((&0

!

%可节省成本

#

"

!

元*
((&0

!以上%

#

万公顷防治面积可节省成本

%"

万元&

#&

'

(而本研究结果表明%释放赤眼蜂平均可

增产
-#9!e

Y

*

((&0

!

%如果玉米按
#

元*
e

Y

的价格计

算%平均挽回
-"

元*
((&0

!左右的损失(

黑龙江玉米种植面积大%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由于黑龙江省农场机械化作业

面积大%尤其机械化飞机作业普遍%人工释放赤眼蜂

有一定难度%所以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的释放技术需

要大力开发(目前无人机释放赤眼蜂技术正处在试

验阶段%而农用飞机释放赤眼蜂防治害虫能否得以应

用还有很多技术和限制因素需要解决%其中最关键的

是一些设备的研发%其次风)雨)温度)湿度)天敌以及

放蜂方法)放蜂时期)放蜂量等均会影响赤眼蜂的防

治效果&

#$!"

'

%这些因素产生的问题如能够顺利解决%

尤其是释放的方法)技术和设备能够更好地得以应

用%在玉米害虫的生物防治上将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

步%同时也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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