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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深入了解草地贪夜蛾在全球范围的研究动态和趋势#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知网$万方$维普$

MPBFY*7/P47P

和
'(K

文摘数据库为数据源#对
#$#"H!"#$

年在国内外发表的
%":"

篇草地贪夜蛾文献进行了统

计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外关于草地贪夜蛾的文献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整体上升趋势#

!"

世纪
$"

年代以来出

现井喷式增长%学术期刊论文占总发文量的
@$9!D

#

I'/&$#"'

.

G)'$'2*)G$%'2'"'

0<

和+植物保护,分别是发文

量最多的外文和中文期刊%在外文发文量方面#美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名列前茅&在中文发

文量方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北京农学院位列前三%草地贪夜蛾的研

究热点与其可持续防控高度相关#尤其侧重生物防治和
LQN

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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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红梅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重大入侵害虫草地贪夜蛾的研究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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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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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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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名
J#

,

5

<0

2#

.

&/

0

*

,

(&-#*-/<=j(BBF<

$属鳞

翅目$夜蛾科$灰翅夜蛾属$俗称秋黏虫$是一种重要

的迁飞性农业害虫'

#:

(

&草地贪夜蛾寄主范围广泛$

已记载
&>

科
:%:

种$主要包括禾本科)菊科和豆科

植物'

?

(

$尤其对玉米)水稻)高粱)花生)棉花)大豆和

甘蔗等作物为害较重'

:

$

%@

(

&草地贪夜蛾幼虫在寄

主作物幼苗期)营养生长期)花期和果实生长期皆可

通过取食生长点)根基部)叶片)花丝)花蕾或果穗等

部位造成危害'

:

(

$特别是
>

龄幼虫为害最严重'

%

(

&

与玉米生长晚期的虫害相比$玉米生长发育早期的

虫害会造成更多的叶片损害和产量损失&尽管部分

研究表明草地贪夜蛾造成玉米减产
%"D

以上$但是

多数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其为害导致玉米减产在

!"D

以下'

$

(

&

草地贪夜蛾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

$

周年发生于南至阿根廷拉潘帕省)北至美国佛罗里

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南部之间的广阔区域$并季节性

向北迁飞至加拿大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

!

$

#"

(

&

!"#>

年
#

月$草地贪夜蛾第一次在西非的尼日利亚被发

现'

##

(

$随后在两年内迅速在非洲大陆扩散传播$现

在已经被证实入侵撒哈拉以南的
??

个非洲国

家'

#!

(

&

!"#@

年
%

月$草地贪夜蛾入侵到亚洲的印

度$

##

月进入孟加拉和斯里兰卡$

#!

月入侵缅甸和

泰国'

#:

(

&

!"#$

年
#

月$我国云南首次发现了草地贪

夜蛾'

#?#%

(

$截至
%

月底$已经入侵到云南)广西)贵

州)广东)福建)湖南)海南)浙江)湖北)四川)重庆)

河南)安徽)陕西)上海等
#%

省!市)自治区"的
:@"

多个县'

#>#&

(

$并有继续向北迁飞扩散到北方玉米主

产区的可能性$严重威胁我国玉米产业的安全'

#&

(

&

文献计量学是基于文献本身信息$采用数学)统

计学等计量方法客观地分析研究文献信息的分布)

结构)数量关系等$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某些结构)

特征和规律的一门学科'

#@

(

&基于大数据信息的文

献计量分析可以定量评估及预测研究对象的发展方

向与趋势$为学科发展提供宏观指导&草地贪夜蛾

作为新近入侵我国的重要农业害虫$已对我国的玉

米生产构成威胁$我们利用文献计量学这一研究手

段$对国内外有关草地贪夜蛾的文献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分析与汇总%从科研文献产出角度分析了国内

外草地贪夜蛾的研究现状)发展动态和趋势$旨在为

从事草地贪夜蛾研究)预测和防控的学者与决策者

提供数据支持$加强草地贪夜蛾防控阻截工作$更好

地为草地贪夜蛾可持续治理提供信息支撑&

/

!

材料与方法

/0/

!

数据来源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

'(KL4<PG4.</F4.0

"拥

有现今世界上最权威的农业与生物文摘数据库之一

'(K

文摘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农业领域最早最全

的数据库$从
#$#"

年建立到现在已经收集摘录了来

源于
#:"

多个国家出版的
#9?

万余种期刊)图书)专

业报告以及会议论文集等&

MPBFY*7/P47P

是美国

科技信息研究所!

L*L+L48</<R<PYFG*7/P4</Y/7L4YFG+

-.</F4

"基于
M,K

开发的产品$包括三大引文数据

库!

*'L

)

**'L

和
(j\'L

"和两个化学数据库!

'')

)

L'

"$以
L*LMPBFYX4F30PO

5

P

作为检索平台&

/01

!

检索方法

采用主题词检索的方法$首先在
'(K

叙词表中

搜索
+

,

'-'

,

%(&#

.

&/

0

*

,

(&-#

$获得所有相关的异名

和英文名$并对这些名称进行审核$最后确定
*_h

,

8FR<=PG4

5

G.883FG-

-

J)

,

+

,

'-'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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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Y.00.G-

2

3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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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J#

,

5

<0

2#

.

&/

0

*

,

(&-#

-

进行检索&

利用
MPBFY*7/P47P

VN平台$首先通过
'(K

文

摘数据库检索国内外草地贪夜蛾的研究进展$检索

时段为
#$#"

年
H!"#$

年%然后利用
MPBFY*7/P47P

的核心合集对
#$$%

年
H!"#$

年的关键词进行深入

挖掘分析&中文文献通过知网)万方)维普等平台检

索国内的文献资料$检索式用
*_h

,草地贪夜蛾-

J)

,秋黏虫-$检索时段为
#$&"

年
H!"#$

年&

/02

!

研究动态分析

对获得的所有发表文献$导出到
,4O4F<P

软件!版

本
d@

"进行去重处理$获取了
%":"

篇有效文献$其中中

文文献
&$

篇&利用
aJ*̂/P3PG

软件!版本
#9>9##

"对

研究机构)研究国家和高频关键词等进行了共现聚

类分析&

.

%:

.



!"#$

1

!

结果与分析

10/

!

草地贪夜蛾论文发文量分析

在检索时间段内!

#$#"

年到
!"#$

年
%

月
!&

日"$

共获得有关草地贪夜蛾的论文
%":"

篇&以
#"

年为一

个单位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国际上关于草地贪夜蛾的

文献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图
#

"&

有关草地贪夜蛾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于
#$#!

年发表在

I'/&$#"'

.

G)'$'2*)G$%'2'"'

0<

$是关于草地贪夜蛾天

敌甲腹茧蜂
45("'$/3%(;#$/3

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

$到

现在已经超过了
#""

年&前期的论文数量较少$直至

!"

世纪
>"

年代年均发文量才达到
#"

篇以上%到
$"

年

代$年均发文量达到
#""

篇以上&随着草地贪夜蛾分别

于
!"#>

年和
!"#@

年入侵非洲和亚洲$更多国家的科研

和技术研发人员加入到草地贪夜蛾研究中&鉴于本文

统计数据截止到
!"#$

年
%

月$因此$

!"#"

年
H!"#$

年

的研究论文发文量预计将超过
#$$"

年
H#$$$

年的

发文量$草地贪夜蛾必将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图
/

!

/B/C

年
T1C/B

年
O=K

数据库中关于草地贪夜蛾的

论文发文量

(%

;

0/

!

5<#&E)*78)>'%8#:&8*:#+%7O=K=6+8:&$8+:#'&8#98)

!

"

#$#

"

%&'(

)

'*

+

,

"

&'$(9*:%7

;

/B/CT1C/B

101

!

国内外载文期刊分析

对已发表的论文类型进行分析发现$有关草地

贪夜蛾的文献发表在不同的媒介上$其中期刊论文

占所有文献的
@$9!D

!图
!

"%会议论文也是学者们交

流的重要途径$占所有文献的
%9@D

&对期刊上发表

的论文做进一步分析表明#共有
&:"

多个国际期刊以

及
:#

个国内期刊发表了有关草地贪夜蛾的论文&中

外文期刊中$

I'/&$#"'

.

G)'$'2*)G$%'2'"'

0<

发文量

最多$为
:$&

篇$占总发文量的
@9@D

&*植物保护+是

中文发文量最多的期刊$为
#"

篇$占中文总发文量

的
#!9&D

%其次*昆虫学报+和*中国植保导刊+分别

发文
>

篇和
%

篇$各占中文总发文量的
&9>D

和

>9:D

&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我国后$植物保护类的期

刊在第一时间关注并发表了有关重大入侵生物预

测)监测和防控方面的论文&自
!"#>

年草地贪夜蛾

入侵到非洲后$国内的发文量开始明显增加$

!"#&

年和
!"#@

年分别为
$

篇和
&

篇$

!"#$

年的数量已超

过
!"

篇!含网络优先发表论文"&

图
1

!

O=K

数据库中关于草地贪夜蛾发文的媒介类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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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9%&8

I"

#+

"

*6'%+<%7

;"

&

"

#:+:#'&8#98)

!

"

#$#

"

%&'(

)

'*

+

,

"

&'$(%7O=K=6+8:&$8+

对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表
#

"$

I'/&$#"'

.

G)'$'2*)G$%'2'"'

0<

是外文发

文量最多的期刊$总被引次数远远超过其他期刊&

5

指数是一种科研活动的评估方法$数值越大即科研

活动影响力越大&对排名前
#"

的期刊进行比较发

现$

I'/&$#"'

.

:*&'"'

0<

期刊的
5

指数最高$这说

明病毒领域是草地贪夜蛾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是

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

年$严家骐研究了草地

贪夜蛾多粒包埋核型多角体病毒
WS(

基因组的物

理图谱和克隆'

!"

(

$这是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有关

草地贪夜蛾的中文论文&

102

!

文献发表国家'机构和作者分析

共有
@&

个国家的学者发表了有关草地贪夜蛾

的学术论文!图
:

"&其中美国学者的发文量最多$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最多$例如美国与巴西)中

国)墨西哥和智利均开展了大量合作&有关草地贪夜

蛾的论文数量排名前
#"

的世界机构分别来自美国)

巴西和墨西哥$其中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和相关大

学是绝对的主体!表
!

"&来自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

的
NP.

5

=PG

自
#$$@

年发表第一篇有关草地贪夜蛾的

论文$到目前已发表
>%

篇相关论文$他主要研究草地

贪夜蛾信息素和田间诱捕等技术和方法&来自墨西

哥的
M/00/.-

主要研究草地贪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等

!表
:

"&我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核

型多角体病毒)细胞凋亡和细胞克隆等方面&我国与

美洲的巴西)墨西哥以及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等国

家也有合作$但与非洲国家基本没有合作发表论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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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红梅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重大入侵害虫草地贪夜蛾的研究动态分析

表
/

!

U#6)>!$%#7$#

数据库中关于草地贪夜蛾的论文数量排前
/C

位的期刊

5&6'#/

!

5)

"

/C

V

)*:7&'+

"

*6'%+<%7

;"

&

"

#:+:#'&8#98)!

"

#$#

"

%&'(

)

'*

+

,

"

&'$(6&+#9)7U#6)>!$%#7$#

期刊

;FRG4.0

影响因子

L-

6

.7<Y.7<FG

载文量/篇

SF9FY

6

.

6

PG

总被引次数

VF<.07/<PO</-P8

每篇被引次数

NP.47/<PO</-P8

6

PG

6

.

6

PG

5

指数

5/4OPT

;FRG4.0FY,7F4F-/7,4<F-F0F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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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FG/O.,4<F-F0F

5

/8< "9@& #"? @>! @9!$ ?%

;FRG4.0FYa/GF0F

52

?9!? $# >&> &9?: !>@

;FRG4.0FYL4̂PG<PBG.<PQ.<=F0F

52

!9?! @% ?!$ %9"% &!

QUF*JS, :9"# @! :?@ ?9!? !?#

;FRG4.0FYZP4PG.0a/GF0F

52

!9>@ @# :?& ?9!@ #?&

a/GF0F

52

:9#? &# ?$! >9$: #%$

L48P7<K/F7=P-/8<G

2

.4ONF0P7R0.GK/F0F

52

:9@! >> !$: ?9?? $&

*FR<=3P8<PG4,4<F-F0F

5

/8< "9%# %% @% #9%% !#

;FRG4.0FY'=P-/7.0,7F0F

52

!9:# %? #$: :9%& $$

图
2

!

U#6)>!$%#7$#

核心合集中关于草地贪夜蛾发文的国家概况

(%

;

02

!

5<#$)*78:%#+%7M)'M#9%78<#

"

*6'%$&8%)7+:#'&8#98)!

"

#$#

"

%&'(

)

'*

+

,

"

&'$(6&+#9)7U#6)>!$%#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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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事草地贪夜蛾工作的主要机构包括中国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和北京农学院等$主要领域包括草地贪夜蛾

的监测)防控以及相关的病毒研究等&昆虫杆状病

毒
*YNSQa+W&

能在连续传代的草地贪夜蛾细胞中

进行复制$并产生多角体病毒和未封闭在多角体内

的病毒'

!"

(

&而大多数昆虫杆状病毒不能在昆虫细

胞培养中进行复制$因此草地贪夜蛾细胞为有关病

毒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在草地贪夜蛾入侵我

国之前$我国学者利用草地贪夜蛾细胞做了大量病

毒方面的研究&

!"#@

年
$

月$*世界农业+

'

!#

(摘录并

发表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

年
@

月
#?

日发出的

预警信息$草地贪夜蛾很有可能从印度蔓延至以东

南亚和中国南部为主的亚洲其他地区&

!"#@

年
#!

月$郭井菲等'

!!

(发表了,警惕危险性害虫草地贪夜

蛾入侵中国-一文$从生物学特征)为害)分布区域及

入侵性)形态及分子鉴定方法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

的论述$并对其入侵中国的风险进行了预测分析$同

时提出应对策略&随着草地贪夜蛾的入侵$我国学

者的研究方向正在转变为草地贪夜蛾的预测)监测)

迁飞和可持续治理&吴孔明)姜玉英和张志勇是发

文量最多的中国学者$分别为
@

篇)

&

篇和
>

篇&

表
1

!

U#6)>!$%#7$#

数据库关于草地贪夜蛾发文量前
/C

位的研究机构

5&6'#1

!

5)

"

/C:#+#&:$<%7+8%8*8%)7+

"

*6'%+<%7

;"

&

"

#:+:#'&8#98)!

"

#$#

"

%&'(

)

'*

+

,

"

&'$(6&+#9)7U#6)>!$%#7$#

机构

L48</<R</F4

论文总数/篇

VF<.04F9FY

6

.

6

PG8

总被引次数

VF<.07/<PO

</-P8

第一作者总数

VF<.04F9FYY/G8<

.R<=FG

第一作者被引次数

VF<.07/<POFY

Y/G8<.R<=FG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
_*W((

5

G/7R0<RG.0)P8P.G7=*PĜ/7P :@# !%@" !"> #:"!

巴西圣保罗大学
_4/̂PG8/O.OPOP*

&

.FQ.R0F

$

KG.1/0 #%@ &?? $# ?$#

巴西维科萨大学
_4/̂PG8/O.OPIPOPG.0OPa/7F8.

$

KG.1/0 #:" ?@# %" !"@

美国佐治亚大学
_4/̂PG8/<

2

FYZPFG

5

/.

$

_*( $& $:: ?" :?: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_4/̂PG8/<

2

FYI0FG/O.

$

_*( $> %?$ ?? !::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VPT.8(jN_4/̂PG8/<

2

$

_*( @> >?? :> !%: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UFR/8/.4.*<.<P_4/̂PG8/<

2

$

_*( @% &:& %"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QP448

2

0̂.4/.*<.<P_4/̂PG8/<

2

$

_*( &% !>% !%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_4/̂PG8/O.OS.7/F4.0(R<b4F-.OPN[T/7F >! :&& :" !!?

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

L48</<R<PS.</F4.0OP0.)P7=PG7=P(

5

GF4F-/

c

RP

$

IG.47P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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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热点分析

文献关键词是作者用简洁的词语对论文主旨内

容的高度概括$用
aJ*̂/P3PG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

行网络聚类$高频关键词间共现强度的聚类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代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热点'

!:

(

&对

MPBFY*7/P47P

核心合集收录的
:>>"

篇发表于

#$$%

年
H!"#$

年的草地贪夜蛾相关文献进行高频

关键词聚类分析&将频次阈值设定为
@

$从
&!#@

个

关键词中筛选出
!"#

个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
@

个聚类$即草地贪夜蛾研究的
@

个热点#杆状

病毒$苏云金芽孢杆菌!

K<

"$核型多角体病毒$生物

防治$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LQN

"$寄主抗性及抗性管

理$种群繁殖)行为及监测$生物化学与分子遗传学

!表
?

"&

表
2

!

U#6)>!$%#7$#

数据库关于草地贪夜蛾发文量前
/C

位的作者

5&6'#2

!

5)

"

/C&*8<):+

"

*6'%+<%7

;"

&

"

#:+:#'&8#98)!

"

#$#

"

%&'(

)

'*

+

,

"

&'$(6&+#9)7U#6)>!$%#7$#

作者

(R<=FG

论文总数/篇

VF<.04F9FY

6

.

6

PG8

总被引次数

VF<.07/<PO</-P8

第一作者总数

VF<.04F9FYY/G8<

.R<=FG

第一作者被引次数

VF<.07/<PO</-P8FY

Y/G8<.R<=FG

通信作者数

SF9FY7FGGP8

6

F4O/4

5

.R<=FG

NP.

5

=PG)U >% @%% #@ #&% #$

M/00/.-8V %% ?%$ : %" #&

S.

5

F8=/)S %# >$$ :" %"$ :#

'.B.00PGFQ ?& ?!& " " !!

J-F<F' :$ :$% # :& #"

M/00/.-8MQ :& :&% #! #?: #!

VPGG.M) :% !#& # " :

].4R47/F;' :? #!% : !: #?

IPGGP/G.' :! #$@ ! !" !"

'P8

6

POP8'U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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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草地贪夜蛾高频关键词聚类八大研究热点及其对应的关键词

5&6'#3

!

S%

;

<8H#

I

P):9+$'*+8#:+)>!

"

#$#

"

%&'(

)

'*

+

,

"

&'$(

"

&

"

#:+&79:#E&:H&6'#H#

I

P):9+%7#&$<$'*+8#:

聚类序号

SFFY70R8<PG

研究热点

)P8P.G7==F<8

6

F<8

关键词

XP

2

3FGO8FY

6

.

6

PG8

#

杆状病毒
K.7R0F̂/GR8

$

/48P7<7P008

$

B.7R0F̂/GR8PT

6

GP88/F4

$

8Y$7P008

$

6

RG/Y/7.</F4

$

5

P4PPT

6

GP88/F4

等

!

苏云金芽孢杆菌
8#)*""/3%5/&*$

0

*($3*3

$

/48P7</7/O.0.7</̂/<

2

$

<FT/7/<

2

$

8RB0P<=.0PYYP7<

$

B/F

6

P8</7/OP

等

:

生物防治
K/F0F

5

/7.07F4<GF0

$

P

556

.G.8/<F/O

$

=F8<8<G./48

$

-/

5

G.</F4

等

?

核型多角体病毒
SR70PF

6

F0

2

=POGF̂/GR8

$

E$%*)#&3*#

0

(22#%#"*3

$

H("*'%5*37*&(3)($3

$

7G

2

#(7

$

(7NSQa

等

%

寄主抗性和抗性管理
)P8/8<.47P

$

GP8/8<.47P-.4.

5

P-P4<

$

6

0.4<GP8/8<.47P

$

/4=PG/<.47P

$

H("*)'7(&

,

#>(#

等

>

种群繁殖)行为及监测
SF7<R/O.P

$

6

.G.8/<F/O8

$

4.<RG.0P4P-/P8

$

-F4/<FG/4

5

$

BP=.̂/FG

$

-./1P

$

6

=PGF-F4P

$

.G</Y/7/.0O/P<

等

&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L4<P

5

G.<PO

6

P8<-.4.

5

P-P4<

$

BF<.4/7.0/48P7</7/OP

$

.4</YPPO.4<

$

8

2

4PG

5

/8-

$

B/F.88.

2

等

@

昆虫生理生化与分子遗传学
(

6

F

6

<F8/8

$

8'29

<

;2'&*

$

)S(/4<PGYPGP47P

$

A

R̂P4/0P=FG-F4P

等

!!

深入剖析生物防治与其他研究热点的关键词共

现关系发现$生物防治除了与昆虫生理生化和分子

遗传学研究热点无直接关联外$与其他
>

个研究热

点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图
?

"$特别是与寄主抗性

和抗性管理$种群繁殖)行为和监测两个研究热点交

叉非常多&以生物防治作用物的种类对草地贪夜蛾

生物防治相关文献进行进一步分析$可见寄生蜂相

关研究最为活跃$发文量占草地贪夜蛾生物防治发

文量的
!$9&D

$其次是捕食性天敌和细菌类!以
K<

为主"$均约占
#$9%D

%病毒类相关文献占
#>9>D

$

主要包括杆状病毒)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线虫和真菌

类相关文献相对较少$各约占
&9"D

&

图
3

!

草地贪夜蛾生物防治相关论文关键词与其他研究主题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图

(%

;

03

!

W#

I

P):9+$)J)$$*::#7$#7#8P):HE&

"

6#8P##76%)')

;

%$&'$)78:)'$'*+8#:&79)8<#:$'*+8#:+)>

!

"

#$#

"

%&'(

)

'*

+

,

"

&'$(:#'&8#9

"

&

"

#:+

2

!

讨论

尽管文献计量学研究受下列因素的影响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如文献数据库的选择)个别文献的遗漏

或者重复)人工筛选文献时的主观因素)关键词的覆

盖面等$但还是能够客观)全面)科学合理地分析和

反映被研究对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

&本研究通

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关于草地贪夜蛾的研究自

.

$:

.



!"#$

!"

世纪
$"

年代以来出现井喷式增长$年均发文量

持续在
#""

篇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害虫如亚洲玉米螟

A3%&*$*#

.

/&$#)#"*3

!

ZRP4[P

"

'

!%

(

)扶桑绵粉蚧
!5(6

$#)'))/33'"($'

,

3*3 V/480P

2

'

!>

(

)桃 小 食 心 虫

4#&

,

'3*$#$*

,

'$($3*3M.08/4

5

=.-

'

!&

(和铃木氏果蝇

K&'3'

,

5*"#3/>/=**N.<8R-RG.

'

!?

(等的发文量&这

不仅表明草地贪夜蛾的科研活动维持在一个较高的

水平和强度$也反映出草地贪夜蛾的重要程度$同时

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

随着草地贪夜蛾在非洲和亚洲的入侵和快速大

范围扩散$目前其已经演变为世界性的重大害虫&

在美国$草地贪夜蛾暴发成灾的最早两次记录出现

在
#&$&

年和
#@%>

年$然后多年来不定期的发生虫

灾$严重影响玉米)谷子和棉花等作物的生产%

#$&%

年和
#$&>

年在美国东南部各州为害作物造成的经

济损失估计分别在
>#!"

万和
:#$"

万美元%

#$&&

年成灾尤其严重$仅在佐治亚州造成的经济损失就

高达
#9:&%

亿美元'

%

(

&在巴西$草地贪夜蛾为害造

成玉米减产最高可达
:?D

'

!@

(

$经济损失每年约为
?

亿美元'

!$

(

&在已被入侵的非洲
#!

个玉米种植国家

中!包括加纳)赞比亚)贝宁)喀麦隆)刚果)埃塞俄比

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

津巴布韦"$草地贪夜蛾为害导致玉米年减产
?#"

万

"

#&&"

万
<

$经济损失每年高达
#"9@@

亿
"

?>9>#

亿美元$严重影响非洲粮食安全和小农户生计'

#!

(

&

可以预计$随着草地贪夜蛾在全球范围的进一步扩

散和定殖$草地贪夜蛾对于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草地贪夜蛾具有远距离迁飞能力)杂食性)高繁

殖力和抗药性等特点$入侵非洲后两年时间就席卷

了撒哈拉以南地区$被称为,超级害虫-

'

#:

(

&自
!"#@

年起$在亚洲多个国家发生为害%自
!"#$

年
#

月入

侵我国云南后$在
%

个月内$席卷了全国
:@"

多个

县$并有继续大范围扩散为害的趋势'

#>

$

:"

(

&因此$借

鉴和分析草地贪夜蛾在美洲大陆和非洲的防控十分

必要&美洲大陆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可以为两个阶

段$

!"

世纪以化学农药防治为主$并使草地贪夜蛾

的发生与为害得到有效控制&随着长期大量使用化

学农药$草地贪夜蛾对氨基甲酸酯类)有机磷类和拟

除虫菊酯类化学药剂产生了抗性'

:#:!

(

$防治效果显

著下降&

!"

世纪后期开始$转基因抗虫作物和其他

综合防治手段逐渐成为美洲大陆控制草地贪夜蛾发

生为害的主要手段$特别是田间释放天敌昆虫)使用

微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昆虫病原线虫以及利用昆

虫性信息素诱捕害虫等生物防治方法和措施等&

K.<P-.4

等'

::

(对非洲地区防治草地贪夜蛾的潜在

生物农药进行了评估$综合分析了原产地
##

个国家

和
#$

个非洲国家已登记农药$明确了有
%"

种生物

农药活性成分已在一个或多个国家登记注册$其中

!:

个建议用于生物测定和田间防治$包括含有异硫

氰酸酯和辛酸蔗糖酯)大蒜油)辣椒素)绿僵菌和橙

油等活性成分的生物农药&另外$白僵菌)

K<

)核型

多角体病毒以及杆状病毒等一些昆虫病原微生物杀

虫剂已在国外登记用于防治草地贪夜蛾%表达

'G

2

#I

杀虫蛋白的转基因抗虫玉米是美洲大陆种植

较为广泛的品种$并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洪都

拉斯)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国家种植'

:?

(

&但近年来$

草地贪夜蛾已对
'G

2

#I

)

'G

2

#(B

和
'G

2

!(B!

等
K<

蛋白产生抗性$需要使用新的杀虫蛋白如
a/

6

:(.!"

和高剂量 庇护所管理策略来发挥更持久的抗虫

作用'

!!

(

&

我们通过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草地贪夜

蛾的研究热点与其可持续防控高度相关$包括杆状

病毒$苏云金芽孢杆菌!

K<

"$核型多角体病毒$生物

防治$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LQN

"$寄主抗性及抗性管

理$种群繁殖)行为及监测等&其中$草地贪夜蛾的

生物防治研究与其他研究热点均有不同程度的关

联$特别是寄生蜂)捕食性天敌以及细菌和病毒等病

原微生物的研究&在其原产地$草地贪夜蛾的寄生

性天敌昆虫资源非常丰富$包括
#%"

多种膜翅目和

双翅目天敌昆虫'

:%:&

(

&其中$寄生卵和幼虫的寄生蜂

和寄生蝇占
$"D

以上$又以姬蜂科
L7=4PR-F4/O.P

)茧

蜂科
KG.7F4/O.P

和寄蝇科
V.7=/4/O.P

的种类最多%卵

寄生蜂岛甲腹茧蜂
45("'$/3*$3/"#&*3

!

'GP88F4

"和幼

虫寄蝇
E&)5

<

%#32#&2'&#%/3

!

VF348P4O

"分布的国

家和生境寄主植物最为广泛%美国)巴西)洪都拉斯

和尼加拉瓜发现的幼虫寄生蜂种类最多$尼加拉瓜)

巴西)巴巴多斯和墨西哥发现的卵寄生蜂种类最多%

寄生蜂和寄生蝇来源的主要生境植物包括玉米)高

粱)棉花)花生)紫花苜蓿)水稻和狗牙根
4

<

$'-'$

-#)%

<

"'$U9

'

:%

(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三个县连

续
>

年的甜玉米田间调查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幼

虫的自然寄生率在
#D

"

$#9&D

$非化学防治田的

寄生率明显高于化学防治田的寄生率&缘腹绒茧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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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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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红梅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重大入侵害虫草地贪夜蛾的研究动态分析

4'%(3*#2#&

0

*$*7($%&*3

!

'GP88F4

"和岛甲腹茧蜂是

两种最主要的寄生蜂'

:&

(

&鉴于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玉

米叶片背面)心叶或者是穗内取食为害$很难完全接

触到药剂$寄生性或者捕食性天敌昆虫可以有效地

解决这一难题而在田间发挥自然控制作用&

源自东南亚马来半岛的夜蛾黑卵蜂
1("($'2/3

&(2/3S/TF4

被引入到世界多个国家防治灰翅夜蛾

属害虫$目前已经分布在美洲的
#?

个国家和非洲的

%

个国家'

:%

$

:@:$

(

&与赤眼蜂只寄生草地贪夜蛾卵块

的外层卵相比$夜蛾黑卵蜂具有明显的寄生效率优

势$能够寄生卵块的每一粒卵'

?"

(

$平均产卵量为
!&"

粒'

?#

(

&在玉米田助增式释放夜蛾黑卵蜂后的寄生

率最高达到
$"D

以上$能够有效防治草地贪夜

蛾'

!$

$

?#?!

(

&尽管用于商业或者田间释放试验的夜

蛾黑卵蜂大规模饲养已经在拉丁美洲的
&

个国家得

以实现'

?!

(

$但是夜蛾黑卵蜂大范围应用的主要挑战

在于利用适合的中间寄主)提高大规模饲养效率和

降低生产成本'

!$

$

?#

$

??

(

&

与原产地的草地贪夜蛾寄生蜂种类相比较$夜

蛾黑卵蜂)短管赤眼蜂
1&*)5'

0

&#22#

,

&(%*'3/2

)/0P

2

)螟蛉盘绒茧蜂
4'%(3*#&/

.

*)&/3

!

\.0/O.

2

"和

棉铃虫齿唇姬蜂
4#2

,

'"(%*3)5"'&*-(#(_7=/O.

在

我国也有分布'

?%?>

(

&田间调查发现草地贪夜蛾与同

属的甜菜夜蛾
+F(;*

0

/#

!

\kB4PG

"和斜纹夜蛾
+F

"*%/&#

!

I.BG/7/R8

"混合发生'

?&

(

$而甜菜夜蛾和斜纹

夜蛾在我国的天敌物种比较丰富'

?%

$

?@%"

(

&这些天

敌昆虫在我国是否能够迅速适应并寄生草地贪夜

蛾$对于草地贪夜蛾的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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