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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性重大农业害虫#该虫自
!"#$

年
#

月入侵我国云

南省到
%

月下旬#在不到
%

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入侵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
#%

个省!市$自治区"%预计
>

月和
&

月将到达我国的玉米主产区黄淮海夏玉米区和北方春玉米区#受威胁玉米面积
#:""

多万
=-

!

#将严重威胁我国的

玉米生产安全%我国玉米的种植布局随季节和纬度变化从南至北递次推移#时间和空间上互补#为草地贪夜蛾提供

了丰富的食物资源#为其种群区域性迁移和周年繁殖为害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为做好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工作#

及时控制其为害#本文在总结国内外防控草地贪夜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我国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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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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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玉米等粮

食作物上的重大迁飞性害虫&

!"#$

年
#

月
#:

日确

认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云南省'

#

(

$至
%

月
!#

日$已

有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湖南)海南)福建)浙江)湖

北)四川)江西)重庆)河南)安徽等
#?

省!自治区"的

:@%

个县!市)区"见虫$发生面积
$9!:

万
=-

!

'

!

(

$

%

月

!!

日又在上海市的奉贤区发现为害玉米$短短不到

%

个月的时间$该虫就入侵了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

南地区&



!"#$

草地贪夜蛾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食性杂&

寄主植物广泛$包括玉米)水稻)大麦)棉花)花生)高

粱等
&>

科
:%:

种植物'

:

(

&二是繁殖能力强&雌虫

可多次交配产卵$一生可产卵
$""

"

#"""

粒$最高

可达
!"""

粒'

?

(

&三是迁飞扩散快&每晚可以迁飞

#%"

多
C-

$随气流可以迁飞到
#%""C-

以外的地

区'

%

(

&四是为害重&玉米苗期受害一般可导致减产

#"D

"

!%D

$严重地块可造成毁种绝收&幼虫可取

食幼茎)叶片)雄穗)果穗等多个部位'

>

(

&五是防控

难度大&草地贪夜蛾适生温度范围
##

"

:"E

'

&

(

$

:

龄以上幼虫对多种有机磷类)拟除虫菊酯类和氨

基甲酸酯类等化学农药有抗性'

@

(

$并且对部分转基

因玉米有抗性'

$#"

(

&已确认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

属于玉米品系!

7FG48<G./4

"$主要为害玉米)高粱和

棉花'

##

(

&根据分析预测#草地贪夜蛾将在春季和夏

季形成迁飞虫源$通过气流迁飞至我国黄淮海和西

北地区$预计在夏秋季进一步迁飞至我国华北和东

北玉米主产区'

#!

(

$受威胁玉米面积
#:::

万
=-

!

!

!

亿亩"以上$防控任务非常艰巨&

我国玉米的种植布局随季节和纬度变化从南至

北递次推移$时间和空间上互补$为草地贪夜蛾提供

了丰富的食物资源$为其种群区域性迁移为害和周

年繁育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草地贪夜蛾作为外来入侵生物$在我国短期内

缺乏有效的天敌和自然生态控制$境外虫源的不断

输入和我国已定殖种群的不断繁衍$使草地贪夜蛾

种群数量有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在我国玉米

和甘蔗主产区形成大规模暴发态势$将严重威胁我

国的玉米和糖业生产安全&为做好草地贪夜蛾的防

控工作$及时控制其为害$本文吸收国内外防控草地

贪夜蛾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我国草地贪夜蛾的

防控对策&

/

!

防控目标

/0/

!

总体防控目标

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印发的*

!"#$

年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方案!试行"+

'

#:

(

$确定草地

贪夜蛾的总体防控目标#草地贪夜蛾达到防治指标

的地块防治处置率
$"D

以上$总体防治效果达
@%D

以上$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D

以内&确保不出现玉

米和甘蔗大面积连片成灾毁种现象$并不显著影响

农业农村部
!"#%H!"!"

年农药用量零增长计划&

/01

!

玉米#甘蔗$不同生育期防控目标

玉米小喇叭口期以前!甘蔗
:

叶期以前"的防治

目标以保苗为主&玉米苗期!甘蔗
:

叶期以前"$草地

贪夜蛾幼虫一般喜欢钻蛀到玉米心叶中取食$也可在

玉米幼苗或甘蔗苗的根基部钻蛀为害&其可以咬断

生长点$或钻蛀玉米)甘蔗苗的根基部造成枯心苗$导

致植株死亡$严重地块可造成全田或部分毁种'

%

(

&

玉米大喇叭口期以前的防治目标以保功能叶为

主&玉米大喇叭口期时$草地贪夜蛾幼虫多为高龄

幼虫$其取食叶片形成不规则的长形孔洞$造成心叶

破烂&为害严重地块看上去就像冰雹突袭过一

样'

#?

(

&更严重时可将整株玉米的叶片吃光$仅剩茎

秆和叶柄&造成玉米生长点死亡)影响果穗的发育&

玉米穗期的防治目标以保穗为主&玉米穗期$躲

藏在玉米心叶里的草地贪夜蛾高龄幼虫会继续为害

发育的玉米雄穗$雄穗抽出后高龄幼虫会随雄穗抽出

而转移到叶腋或雌穗穗柄为害&也可咬食玉米花丝$

从穗顶钻蛀果穗或从果穗侧面的苞叶处咬食幼嫩穗

轴$再继续咬食籽粒$直接降低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

(

&

/02

!

不同生态区域防控目标

南部地区!草地贪夜蛾周年繁殖区"#危害损失

率控制在
#"D

以内$持续控制草地贪夜蛾种群数

量$使春季向中部)北部迁飞扩散的虫源基数逐年减

少&中部地区!迁飞过渡区"#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D

以内$使迁飞虫量逐年减少$平均施药次数控制

在
!

次以内&北部地区!重点防范区"#危害损失率

控制在
%D

以内$平均施药次数控制在
#9%

次以内&

1

!

防控策略

按照,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以生态控制

和农业防治为基础$生物防治和理化诱控为重点$化

学防治为底线$实施,分区治理)联防联控)综合治

理-策略&

10/

!

分区治理对策

在技术路线上$以虫源地种群控制为关键$调整

作物结构或播期$保护利用天敌$实施以生物防治为

基础$科学)安全)合理使用化学农药的策略$持续压

低种群数量%在关键技术上$注重作物多样性$品种

多样性$措施多样性%在防控机制上$根据发生时间

开展协调防控$将群防群治与统防统治相结合&

19/9/

!

南部地区"周年繁殖区#

南部地区主要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云南
?

省份&

.

!

.



?%

卷第
?

期 杨普云等#我国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对策与建议

!"#&

年这
?

个省份玉米种植面积为
!:%9%#

万
=-

!

$占

全国玉米种植总面积的
%9%%D

%产量约为
#!:$9#

万
<

$

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9&@D

&尽管这
?

省玉米的

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占比较低$但由于这
?

个省

份常年有玉米种植$且气候适宜$是草地贪夜蛾周年

繁殖区'

#%

(

&特别是冬季鲜食玉米的种植为草地贪

夜蛾在南部地区越冬提供了优越的寄主条件$为来

年草地贪夜蛾在全国范围的发生提供了虫源&因

此$针对南部地区要加强可持续治理和关键时期防

控$控制当地为害$减少迁出虫量&冬春季重点关注

周年繁殖区的玉米田$压低春季向北扩散蔓延的虫

源基数$春季重点在华南和西南南部冬玉米区实施

群防群治与统防统治相结合$压低一代基数&防治

上要借助南部地区植被多样)天敌昆虫资源丰富的

特点$充分利用生态防控&

19/91

!

中部地区"迁飞过渡区#

中部地区主要包括湖南)湖北)重庆)四川)浙

江)福建)江西)上海等地区&

!"#&

年我国中部地区

玉米种植面积约为
?%$9%>

万
=-

!

$占全国玉米种植

总面积的
#"9@?D

&产量约为
!:>$9>

万
<

$占全国

玉米总产量的
$9#%D

&

%

月中旬开始$伴随西南季

风$草地贪夜蛾可从南部地区进一步迁飞至中部地

区$并以中部地区作为过渡$繁殖一代后或做短暂停

留继续北迁$

>H&

月份可迁入黄淮海及北方玉米主

产区'

#!

(

&针对中部迁飞过渡区$春末夏初应对入侵

扩散区实施统防统治$提高防控效率)效果$减少虫

源迁出数量&

19/92

!

黄淮海及北方玉米主产区"重点防范区#

黄淮海及北方玉米主产区主要包括河南)河北)

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江苏)安徽)陕西)黑龙江)吉

林)辽宁)内蒙古)宁夏等地区&

!"#&

年黄淮海及北方

玉米主产区玉米种植面积约为
!$!?9:@

万
=-

!

$占全

国玉米种植总面积的
>@9$&D

$产量约为
#@>:@9@

万
<

$

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9$?D

&黄淮海及北方玉米

主产区的玉米产量高低直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是

夏季迁入为害区和重点防范区&受春季与夏季盛行

西南季风的影响$我国南部地区的草地贪夜蛾主要向

北和东北方向迁飞扩散$

>H&

月份将分别迁入黄淮海

及北方玉米主产区&因此$

>H&

月以后$要加强虫情

监测预报$密切关注玉米苗期到抽雄吐丝期草地贪夜

蛾的发生为害情况$做好关键时期的应急防控&根据

虫情监测结果$对集中降落区的迁入代成虫进行理化

诱控$对重发区的
:

龄前幼虫进行药剂防治&

101

!

联防联控对策

1919/

!

与境外虫源地国家的联合监测与信息共享

草地贪夜蛾是一种危险性的跨境害虫$需要开

展国家间的联防联控$为应对其进一步扩散和为害

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

(

&我国应积极参与联合国

粮农组织!

I(J

"和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

'(KL

"

等国际组织实施的国际草地贪夜蛾防控行动$在

I(J

框架下$加强与老挝)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家的

合作$通过落实草地贪夜蛾监测及预警系统!

I(M

NF4/<FG/4

5

.4O,.G0

2

M.G4/4

5

*

2

8<P-

$

I(N,M*

")

开发草地贪夜蛾风险地图等行动实现联合监测)信

息共享$推动国家间)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和联防联

控$提高防控能力和效果&同时$我国专家应积极与

国际专家进行交流合作$借鉴非洲国家有关草地贪

夜蛾可持续治理的方法和经验$为草地贪夜蛾的防

治提供管理技术和政策建议&针对我国以及亚洲其

他国家的玉米生产者大多数是小规模种植的情况$

可通过开办农民田间学校)制作草地贪夜蛾防治手

册等方式帮助一线植保人员和农民更好地监控和防

控$以减轻草地贪夜蛾的为害&

19191

!

我国草地贪夜蛾不同发生区域之间的协调

防控

!!

我国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区

域分为周年繁殖区)迁飞过渡区和迁入区!重点防范

区"&对于这三个区域$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开展协

调防控行动$开发以区域防控为主线的全程技术模

式&冬春季重点关注南方周年繁殖区$实施群防群

治与统防统治相结合$压低春季向北扩散蔓延的虫

源基数&春末夏初对过渡区实施统防统治$提高防

控效率和效果$压低一代虫源基数以及虫源迁出数

量&夏季以后$要重点关注黄淮海夏玉米和北方春

玉米产区$加强虫情监测$根据虫情监测结果$对集

中降落区和重发区实施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治$防止

大面积成灾现象发生&

2

!

综合治理技术措施

20/

!

监测技术

草地贪夜蛾的监测技术主要包括成虫诱测和田

间人工调查'

#&

(

&对于草地贪夜蛾成虫$可利用雷达

监测)地面测报灯)高空测报灯)性诱剂等方法进行

监测'

#@

(

&其中$信息素诱捕法目前被证明是监测草

.

:

.



!"#$

地贪夜蛾种群动态的最好方法'

#$

(

$已在北美洲国

家)非洲国家广泛应用&对于诱集到的雌蛾$也可以

通过解剖检查雌蛾的卵巢发育级别和交尾情况来推

测草地贪夜蛾的种群性质和迁飞动向'

#&

(

&田间人

工调查主要调查草地贪夜蛾卵)幼虫和蛹的数量$发

育阶段和时空分布$以及田间为害率&由于草地贪

夜蛾喜好取食幼嫩玉米植株'

#?

(

$因此在田间调查卵

和幼虫时$应以苗期至灌浆期的玉米为重点调查对

象'

#&

(

&调查幼虫时可根据田间为害症状判断幼虫

龄期$低龄幼虫为害状多为半透明薄膜,窗孔-$高龄

幼虫为害状多为不规则的长形孔洞'

&

(

&由于玉米上

草地贪夜蛾可与其他鳞翅目害虫混合发生'

!"

(

$因

此$调查时要避免与斜纹夜蛾)甜菜夜蛾和黏虫等形

态相近的鳞翅目害虫混淆&特别是其低龄幼虫特征

不明显$与其他夜蛾科的幼虫非常相似$很难从形态

上进行鉴定'

!#

(

$需要采集后带回实验室进行分子鉴

定&一般在当地老熟幼虫发生期后
&O

开始调查

蛹$取样方法与卵)幼虫相似$均采取
%

点取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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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侧重于预防&生产中可通过种植抗性

或耐受性的玉米品种)加强田间管理)保持土壤肥力

和水分充足)促进玉米健康生长等措施来提高玉米

对草地贪夜蛾的抗性和耐受性'

>

(

&也可以通过调整

作物播种期$适期提早播种$使草地贪夜蛾的幼虫期

与玉米的苗期至抽雄吐丝期错开$同时避免交错种

植$以防止持续为草地贪夜蛾提供理想的寄主植物

!即玉米幼株"&此外$利用植物多样性$保持田间植

物多元化也有助于减少草地贪夜蛾侵扰$并为自然

天敌提供栖息场所&例如$利用,推拉-伴生种植策

略!,

QR8=+QR00

-

7F-

6

.4/F47GF

66

/4

5

"防治草地贪夜

蛾已经在非洲国家取得很好的成效'

!!

(

&在我国$对

于有一定种植规模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可

种植多个品种的玉米$或将玉米与驱避害虫)吸引天

敌的其他植物进行间作或轮作&对于种植面积较小

的小农户$可采取选用抗性好)质量优的种子$加强田

间管理$调整播期等措施来减轻草地贪夜蛾的为害&

202

!

理化诱控

理化诱控技术是指利用草地贪夜蛾的趋光性)

趋化性等特性诱杀成虫和幼虫&对于成虫$可应用

性诱剂)杀虫灯)糖醋液进行诱杀'

!:

(

&在成虫发生期$

可集中连片使用黑光灯诱杀$同时搭配使用性诱剂和

食诱剂$通过控制成虫的数量来减少成虫产卵量&在

非洲$针对草地贪夜蛾的幼虫$有的采用向玉米心叶中

撒施沙子和草木灰进行防治$但这种方法需要大量劳

动力$且防治效果不佳%也有的通过向玉米植株喷洒

糖水来吸引蚂蚁等捕食性天敌$但效果一般'

!?

(

&

203

!

生物防治

草地贪夜蛾生物防治包括保护利用自然天敌)

人工释放天敌以及使用生物农药'

@

(

&草地贪夜蛾的

天敌资源丰富'

!%!>

(

$其寄生性天敌有夜蛾黑卵蜂

1("($'2/3&(2/3S/TF4

)岛甲腹茧蜂
45("'$/3*$6

3/"#&*3'GP88F4

)缘腹绒茧蜂
4'%(3*#2#&

0

*$*7($%&*3

!

'GP88F4

"等寄生蜂和一些寄蝇'

@

$

!&

(

&捕食性天敌

有蠼螋)猎蝽)花蝽)蜘蛛)蚂蚁)草蛉等'

@

(

&田间可

通过生态调控吸引和利用当地现有的天敌$也可以

从我国已有的天敌昆虫中进行筛选$或考虑从美洲

引入一些与草地贪夜蛾协同进化的天敌$通过驯化

并大规模饲养后进行田间投放'

!@

(

&最新研究发现$

将原产美洲的夜蛾黑卵蜂引入非洲后对草地贪夜蛾

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

(

&在拉丁美洲$短管赤眼

蜂
1&*)5'

0

&#22#

,

&(%*'3/2 )/0P

2

等赤眼蜂已经被

证明对草地贪夜蛾有较好的防治作用$并实现了商

业化生产'

:"

(

&我国是利用赤眼蜂防治农林害虫最

成功的国家之一'

:#

(

$可以筛选对草地贪夜蛾卵寄生

效果好的赤眼蜂种用于该虫的防治&苏云金芽孢杆

菌!

K<

")球孢白僵菌
8(#/7(&*#9#33*#$#

)核型多角

体病毒以及杆状病毒等生物农药对草地贪夜蛾都有

很好的防治效果'

!:

(

&此外$类黄酮)双稠哌啶类生物

碱)洋椿苦素)柠檬苦素类似物等植物提取物对草地

贪夜蛾也有明显的毒杀)拒食或生长抑制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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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防治

2949/

!

防治指标

草地贪夜蛾的为害状十分典型$田间调查以观

测和统计被害植株为主&目前参照国外的经验$玉

米心叶初期!

!

"

%

片完全展开叶"平均被害株率

!"D

!

#"D

"

:"D

"时必须施药防治%玉米心叶末期

!

@

"

#!

片完全展开叶"平均被害株率
?"D

!

:"D

"

%"D

"时需要用药防治%玉米穗期果穗平均被害率

!"D

!

#"D

"

:"D

"时需要用药防治'

:%

(

&今后随着

对草地贪夜蛾研究的深入$将研究和制定出适合我

国国情的不同玉米生育时期的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指

标$用于指导草地贪夜蛾的防治&

29491

!

施药方法

在利用杀虫剂防治草地贪夜蛾时要根据其幼虫

.

?

.



?%

卷第
?

期 杨普云等#我国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对策与建议

的为害特点$在适宜时期进行喷雾&由于草地贪夜

蛾的高龄幼虫会躲藏在玉米组织内部和排泄物下

面$所以要在幼虫
:

龄前进行防治'

@

(

&此外$根据草

地贪夜蛾幼虫通常在夜间取食的特点$一般在清晨

和傍晚施药'

:>

(

&施药时$要根据田间种群监测及经

济为害水平来指导用药$同时要根据农药使用说明

书推荐的浓度和剂量进行适量喷洒$并注意药剂的

轮换使用'

:&

(

&根据不同玉米生育阶段$喷药时要将

药喷洒在玉米心叶)雄穗或雌穗等草地贪夜蛾为害

的关键部位&

29492

!

用药种类

用药时$要充分考虑化学农药给人类健康)环境

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避免使用高毒农药&

根据国家立法和国际准则$选择国际上已经注册登

记)允许使用的农药来防治草地贪夜蛾'

:@

(

&国际上

可用于草地贪夜蛾防治的杀虫剂有氟氯氰菊酯)氯

虫苯甲酰胺)乙酰甲胺磷)顺式氯氰菊酯)丁硫克百

威等'

:>

(

&由于草地贪夜蛾刚入侵我国$国内尚无登记

农药可用&目前$室内研究结果表明$

!"D

甲氰菊酯

,'

)

#%D

唑虫酰胺
*'

)

!%

5

/

U

溴氰菊酯
,'

)

!%

5

/

U

高效氯氟氰菊酯
,'

和
!"D

呋虫胺
*'

对草地贪夜

蛾卵具有较高的杀卵活性%

#D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
,'

)

%D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N,

)

&%D

乙

酰甲胺磷
*Q

)

>D

乙基多杀菌素
*'

和
!"D

甲氰菊

酯
,'

对草地贪夜蛾
!

龄幼虫具有较强的杀虫活

性'

:$

(

$这些农药可用于草地贪夜蛾的应急防控&

3

!

工作机制

草地贪夜蛾是一种世界性)迁飞性和毁灭性的

重大害虫$防治工作需要多部门和多地区协同推进&

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牢固树立

,公共植保)绿色植保-两个理念$不断完善,政府主

导)属地管理)联防联控-重大病虫防控工作机制&

一是要确立政府主导的公共植保体制&认真落实公

共植保理念$成立以政府主管领导挂帅的草地贪夜

蛾防控指挥部$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工作近几年内必

须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二是要建立完善属

地管理)联防联控的工作协调机制&按照,政府主

导)属地管理)联防联控-的要求$逐步形成纵向分级

负责)横向联合协作的防控工作机制&针对草地贪

夜蛾跨区域迁飞性和暴发性的特点和防控要求$成

立防控协调机构$开展信息共享)技术协作)配合密

切)责任明确的区域联防联控行动&针对我国玉米

主产区局部地区突发性的草地贪夜蛾暴发为害$应

建立和完善应急防控预案)物资储备)队伍组建及快

速反应相互配套的应急防控机制&三是要充分利用

专业化统防统治的组织方式开展应急防控&针对一

家一户防病治虫难)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的实

际$积极探索和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的有效形式$为

切实做好草地贪夜蛾的区域性应急防控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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