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7(*2+

收稿日期!

!

&%$) %,&"

!!!

修订日期!

!

&%$) %, &'

基金项目!

!

云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

通信作者
UX+4A:

!

@>0=42,'

$

$,#(F7+

'

为并列第一作者

!R<S

年缅甸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考察报告

李向永$

'

!

!

尹艳琼$

'

!

!

吴
!

阔&

!

!

>̂A=M>0A=J

5

9=;

#

!

>̂A=J

5

0A=P>4=

!

!

!

赵雪晴$

!

!

谌爱东$

$

"

$(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昆明
!

,"%&%"

+

&(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昆明
!

,"%&%"

+

#(30

R

4?;+0=;78S

6

?AF9:;9?4:]0@04?F>

$

EA=A@;?

5

78S

6

?AF9:;9?0

$

<A_0@;7Fc4=2I??A

6

4;A7=

$

[0eA=S?04

$

J4

5R5

A;4N

!

$"%$#

$

E

5

4=+4?

+

!(KA7;0F>=7:7

65

]0@04?F>30

R

4?;+0=;

$

EA=A@;?

5

78U29F4;A7=

$

^

5

49c@03A@;A=F;

$

E4=24:4

5

3A_A@A7=

!

%"$"$

$

E

5

4=+4?

#

摘要
!

缅甸是我国草地贪夜蛾的重要境外虫源区$为了掌握草地贪夜蛾在缅甸的发生与防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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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与缅甸农业研究司专家联合对缅甸南部(中部(中北部和东部草地贪夜蛾开展了实地调

查#结果表明&缅甸全境均有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严重$田间多种虫态并存#其中$南部玉米大部分已经收获$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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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块已成熟收获$处于吐丝 乳熟期的田块虫株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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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严重%东

部掸邦虫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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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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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株#玉米是缅甸第二大种植作物$全年玉米种植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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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与我国云南接壤的东部掸邦是主要种植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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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因无有效降雨$全境玉米尚未大面积种植$仅有零星种植$

随着雨季的来临$玉米种植面积将全面增加$草地贪夜蛾种群数量也将随之增加#因此$加强与缅甸相关部门合作$密

切掌握缅甸玉米种植及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与防控情况$对我国草地贪夜蛾的监测预警及防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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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秋黏虫$是世界性重大迁飞性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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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美

洲热带与亚热带地区$于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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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传入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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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于
&%$'

年传入缅甸)

!

*

$我国云南省的普洱(临沧(

德宏(保山(西双版纳等州市与缅甸接壤$边境线达

&%%%c+

%缅甸与云南省处于迁飞害虫同一迁飞带

"场#$是云南省重大迁飞入侵性农业害虫的重要虫

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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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自
&%$)

年
$

月
$$

日首次在

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发现后$目前已扩散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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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区$并呈继续向北迁移的态势$对我国的玉米安

全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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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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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工作组.与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

泰国农业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签订了

共同开展迁飞性害虫的监测与防控技术研究的工作

协议%为充分掌握缅甸草地贪夜蛾发生与防控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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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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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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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受缅甸农牧灌溉部农

业研究司"

30

R

4?;+0=;78S

6

?AF9:;9?4:]0@04?F>

$

EA=A@;?

5

78S

6

?AF9:;9?0

$

<A_0@;7Fc4=2I??A

6

4;A7=

#

的邀请$在缅甸农业研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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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陪同和协助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

研究所谌爱东研究员带队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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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缅甸南部"伊

洛瓦底江#(中部"内比都#(中北部"曼德勒#和东部

"掸邦#的玉米主产区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情况进行了

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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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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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田间种群数量调查!每个调查点选择
"

块田$每

块田采用-

O

.法
"

点取样$每点调查
$%

株$记录受

害株数$剖查受害植株并记录草地贪夜蛾的龄期及

虫量$计算虫株率(虫口密度%

实地调查!到缅甸农业研究司和各分中心实验

基地$与缅甸科技人员交流$记录当地玉米的种植时

间(种植面积(草地贪夜蛾发生的时间(数量及防治

情况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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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

虫株率
/

受害株数&总株数
h$%%.

+虫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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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虫数&总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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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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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南部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省为水稻(玉米混种区$雨

季种植水稻$旱季种植玉米%玉米每年种
&

季$分别

为
$$

月播种$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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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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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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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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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首次发现

草地贪夜蛾%调查时该地区玉米处于拔节期$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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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

块虫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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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叶鞘靠近茎秆处可见
&

"

!

龄死虫%

J

5

49=

6

27=

实验农场玉米株高
"%

"

,%F+

$

'

叶期$周边田块荒

芜$未种植作物%调查田块是缅甸农牧灌溉部农业

研究司性诱剂监测点和性诱剂对比试验田$设置有

船型粘胶型诱捕器$诱芯分别来自美国和印度%草

地贪夜蛾为害较为严重$虫量为
$(&

头&株$田间可

见卵(

&

"

,

龄幼虫和成虫$虫株率
,&("%.

"表
&

#%

!"!

!

缅甸中部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3S]

中心仅
3S]

观测圃种植有
%(%#>+

&的

玉米$与绿豆套种$其余种植水稻$未调查到草地贪

夜蛾的发生%

M4;c7=

实验农场是玉米研究中心$

&%$'

年
-

月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中心玉米种植面积
,">+

&

$草地贪夜

蛾发生面积达
#,>+

&

$部分田块发生严重$采取人

工摘除幼虫防治$目前由于干旱$无有效降雨$大面

积玉米尚未种植$所以未调查到草地贪夜蛾%达贡

镇格达因"

>̂4;>0A==

6

#村通过抽水灌溉$种植玉米

$(##>+

&

$苗长势不整齐$正处于拔节期$该田块为

制种田$每
,,-+

& 收入
$%%%

元人民币$草地贪夜

蛾发生轻$虫株率
-(".

"表
&

#$以
!

龄幼虫为主%

JN0

5

A;

地区
&%$'

年
$$

月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

该地区少部分水源便利地块种植商品甜玉米

/

QE&'-,

0$

!

月
$$

日出苗$

!

月
&,

日施药
$

次$

"

月

$-

日第
&

次施药$喷施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甲维盐#$目前处于抽雄期$虫株率
,(%.

"表
&

#$

!

"

"

龄幼虫为主$农户防治积极$田间为害率低%

!"#

!

缅甸中北部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E

5

A=

65

4=

实验农场为玉米(高粱混种区$

&%$'

年
)

月在两个高粱品种上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为

害%

E

5

A=

65

4=

地区伊洛瓦底江穿城而过$农户可抽

取江水进行灌溉$水源条件较好%旱季在伊洛瓦底

江沿岸河滩地带大面积种植玉米%玉米种植面积

'%%%>+

&

$其中
'%.

以上刚收获$雨季土地大面积

被江水淹没%调查田块
#

月份播种$播后
$"2

发现

草地贪夜蛾$

#%2

后施药
$

次$

!"2

第
&

次施药$以

农户自防为主$调查时玉米处于吐丝期 成熟期$虫

株率
$%%.

"表
&

#$田间可见卵(

$

"

,

龄幼虫(蛹及

成虫$发生为害严重%

!"3

!

缅甸东部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东部掸邦"

Q>4=@;4;0

#

4̂:4N

实验农场为繁种

基地$以山地为主$由于干旱尚未种植玉米%

M49=

66

A

'

$-

'



&%$)

实验农场海拔比
4̂:4N

农场略低$常年种植结构为

水稻占
'%.

$甘蔗占
".

$玉米占
$".

%玉米为单

季种植$往年
!

月开始种植$

&%$)

年由于干旱尚未

种植%

Q>N0=

5

49=

6

地区在
&%$)

年
!

月首次发现

草地贪夜蛾$本次在
Q>N0=

5

49=

6

地区的调查地块

内有农户投资的滴灌设备$灌溉条件好$种植面积

&>+

&

$玉米处于拔节期和抽雄期%抽雄期地块已施

用甲维盐$受害株率
#,.

$以
"

"

,

龄幼虫为主$拔

节期地块受害株率
,,.

$以
&

"

#

龄幼虫为主$虫量

&(,%

头&株"表
&

#%

表
!

!

缅甸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情况#

!R<S

年
@

月
<S

日
T!@

日$

<

$

=1>0+!

!

I**/((+2*+)-.5+-1001(8

;

N)(8%2L

;

1281(

#

<ST!@L1

;

%

!R<S

$

调查地点

<7F4;A7=

调查

面积&
>+

&

L:7;@4?04

玉米生育期

P7?=

20_0:7

R

+0=;

@;4

6

0

发生为害情况
!

TFF9??0=F04=2A=80@;02@A;94;A7=

虫株率&
.

I=80@;02

?4;0

虫口密度&

头'株1$

L7

R

9:4;A7=

20=@A;

5

虫龄
<4?_4@;4

6

0

低龄"

$

"

&

龄#&

.

[79=

6

0?@;4

6

0

"

$@;X&=2A=@;4?

#

高龄"

#

"

,

龄#&

.

T:20?@;4

6

0

"

#?2X,;>A=@;4?

#

兴实达"

WA=;>424

#实验农场
%($#

拔节
)-("% 1 1 1

央东"

J

5

49=

6

27=

#实验农场
%(,-

拔节
,&("% $(&% &"(%% -"(%%

3S]

本部
%(%#

拔节
%(%% %(%% %(%% %(%%

达贡"

M4;c7=

#实验农场
1 1 1 1 1

达贡镇格达因"

>̂4;>0A==

6

#村
$(##

拔节
-("% $(%% %(%% $%%(%%

达贡镇内亦"

JN0

5

A;

#村
%(,,

抽雄
,(%% $(%% %(%% $%%(%%

敏建"

E

5

A=

65

4=

#实验农场
%(##

吐丝 成熟
$%%(%% $($% %(%% $%%(%%

格劳"

4̂:4N

#实验农场
%(%&

吐丝
%(%% %(%% %(%% %(%%

东枝"

M49=

665

A

#实验农场
1 1 1 1 1 1

瑞娘"

Q>N0=

5

49=

6

#

&

拔节 抽雄
#,

"

,, &(,% -,()& &#(%'

!

$

#-

1

.表示达贡(东枝实验农场尚未种植玉米$因此无调查数据%

-

1

.

+04=@;>4;;>0?0A@=7A=_0@;A

6

4;A7=24;4A=M4;c7=4=2M49=

665

A?0@04?F>84?+783S]\0F49@0=7F7?=>4_0\00=

R

:4=;02(

#

!

小结

#"<

!

缅甸玉米种植情况

玉米是缅甸的第
&

大作物$

)%.

以上的区域以种

植杂交种为主$平均单产
!;

&

>+

&

$每年玉米一半以上

出口$其中与中国的边境贸易占出口总量的
)&.

%

&%$!

年以来$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表
#

#%

表
#

!

缅甸玉米种植情况<

$

=1>0+#

!

'012.%2

&

1(+1126

;

%+06,)-*)(2%2L

;

1281(

年份

[04?

种植面积&万
>+

&

L:4=;A=

6

4?04

产量&
;

'"

>+

&

#

1$

[A0:2

&%$!1&%$" !- !($

&%$"1&%$, "$ #()

&%$,1&%$- "& !(%

&%$-1&%$' "# !(&

!

$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局
&%$,

年
1&%$-

年饲料

收益年度报告%

34;4@79?F0@

!

GQ3S S̀Q(H?4A=4=280024==94:?0

R

7?;

$

&%$,

1&%$-(

与云南省接壤的掸邦"

Q>4=@;4;0

#是缅甸的主

要玉米种植区$

&%$"

年缅甸的玉米种植面积为
"$

万
>+

&

$其中掸邦的种植面积占
!).

"图
$

#%

图
<

!

缅甸玉米种植区域及占比图

$%

&

"<

!

'012.%2

&

1(+1126

B

()

B

)(.%)2)-81%K+%2L

;

1281(

#"!

!

缅甸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小结

缅甸由南至北草地贪夜蛾均有发生$玉米和高

粱等主要寄主植物周年种植$为草地贪夜蛾的种群

定殖及扩散提供了丰富的食料%目前除水源条件较

好的少数地区"如中北部地区的敏建县#外$大部分

地区需有效降雨后才开始播种%

&%$)

年
"

月前$缅

甸降雨偏少$降雨延迟$缅甸的大面积田块均未播

种$通过零星种植地块的调查$草地贪夜蛾在缅甸南

'

&-

'



!"

卷第
!

期 李向永等!

&%$)

年缅甸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考察报告

部发生为害较重$中部发生轻$中北部发生最重$虫

株率
$%%.

$虫口密度
$($%

头&株$田间除幼虫外$

卵和成虫数量较多+东部发生较重$虫株率
#,.

"

,,.

$拔节期虫口密度
&(,

头&株$以低龄幼虫为主%

目前缅甸尚无灯诱监测设备$仅有缅甸农业研究

司"

3S]

#在南部的伊洛瓦底江省的
J

5

49=

6

27=

实验

农场开展性诱监测技术$在全境还没有统一的监测网

络布局$缅甸农业研究司"

3S]

#计划在玉米主产区建

立
-

个性诱剂监测点%目前$缅甸用于监测的性诱剂

和诱捕器来源于美国和印度$缅甸农业试验站科技人

员调查表明$调查当天产自印度和美国的性诱剂的诱

虫量分别为
&%

头&"块'

2

#和
,(-

头&"块'

2

#$但美

国性诱剂的持效期较长%

#"#

!

存在的问题及合作建议

考察中看到缅甸基层农业部门开展了调查及宣

传(培训工作$但由于资金等缺乏$农户对草地贪夜

蛾的发生为害认识不足$除种植商品甜玉米的农户

自防外$没有政府组织的防控措施%进入雨季$缅甸

开始大面积种植玉米$种植面积约
"%

万
>+

&

$其中

与云南接壤的掸邦种植面积占
!).

%在缺乏由政

府协调组织的统防统治情况下$依靠少量农户的自

防行为将难以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虫口基

数$在缅甸繁殖的种群会不断迁入云南省的边境一

线$如普洱(临沧(保山(德宏(西双版纳等州市$相关

部门应加强监测预警工作%预计在
,

月下旬后至
'

月份$云南省的草地贪夜蛾迁入种群数量将达到一

个较高水平$监测预警和防控压力较大$我国草地贪

夜蛾的监测预警和防控仍将面临较大挑战%

因此$建议除了做好云南省草地贪夜蛾监测预

警及防控工作外$要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相关部门的

技术合作$建立境外监测点$双方及时共享数据$开

展监测技术(防控技术等多方面的区域间协同应用

以及绿色防控技术研发$做好缅甸草地贪夜蛾防治

工作$减少其迁入我国的虫源基数%通过联合考察$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与缅甸农业研究司同意在-

HEQX

植保工作组.的框架下$双方积极开展技术合作$共

同开展相关工作$提升区域防控能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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