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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草地螟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农牧业害虫$新中国成立后曾
#

次周期性大发生#其中第
#

个周期发生于

$))"

年
1&%$%

年$

&%$%

年后我国草地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

年
1&%$#

年$连续
!

年发生为害面积下降到

&%%'

年的
".

左右#然而$

&%$'

年草地螟在内蒙古兴安盟监测站出现短期迁入虫源高峰$

&%$)

年越冬虫源数量有

增长趋势#根据草地螟周期性发生规律(太阳黑子活动周期以及田间种群动态监测结果$结合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

农作物结构调整以及境外虫源的迁入等因素$综合分析显示$目前我国草地螟第
!

个发生周期或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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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螟
F2D2'(:

9

:'(*7(*7,/*'

是一种世界性农业

害虫$广泛分布于
#,qJ

"

""qJ

之间$在亚洲(欧洲

和北美洲多个国家曾多次周期性暴发成灾)

$

*

%在我

国$草地螟是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粮食(油

料和经济作物等农牧业生产上的重大害虫$大发生

年份局部造成的作物产量损失可达到
,%.

$在为害

严重的区域甚至会导致作物绝收)

&

*

%周期性发生是

草地螟间歇性发生为害的重要特点$自新中国成立



&%$)

以来草地螟已
#

次周期性发生为害$严重威胁我国

三北地区-三农.经济的发展)

#!

*

%第
#

个周期结束

约在
&%$%

年$之后我国草地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

年
1&%$#

年连续
!

年草地螟发生为害的面积

下降到
&%%'

年的
".

左右%但随着草地螟种群的

自我调节与恢复$我国农作物结构调整以及境外虫

源迁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草地螟种群数量正逐渐

上升$

&%$'

年草地螟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监测站

出现短期迁入虫源高峰)

"

*

%

&%$)

年
"

月下旬以来$

内蒙古自治区多个盟市均监测到草地螟越冬代成

虫$

"

月底赤峰市北部旗县测报灯诱蛾量出现迁入

蛾峰$山西(黑龙江(辽宁(河北等省也陆续见虫%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已及时发布了警惕草地螟

一代幼虫为害的预测预报)

,

*

%

根据草地螟周期性发生规律(太阳黑子活动周

期以及田间种群动态监测结果$结合近年来我国北

方地区农作物结构调整以及境外虫源的迁入等因

素$我们综合分析认为目前我国草地螟第
!

个发生

周期或将来临%

<

!

草地螟周期性发生规律

草地螟在前苏联和我国的发生均表现出明显的

周期性$前苏联专家根据
,%

年的种群监测资料分析

认为草地螟的大发生周期一般为
$%

"

$#

年)

-

*

%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草地螟在我国已有
#

次周期性发生

为害%第
$

个周期性发生为害期在
$)"&

年
1$),%

年$在内蒙古曾有草地螟大发生记载%第
&

个周期

在
$)--

年
1$)',

年$在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

及辽宁等地有大发生的记载%第
#

个周期约在

$))"

年
1&%$%

年间$与前两个发生为害周期相比$

无论是发生面积(为害程度还是发生为害持续时间

均超过前两个周期)

!

*

%草地螟前
#

个周期的间隔期

分别为
$'

和
$%

年$间隔期有明显缩短趋势%综合

我国与前苏联专家对草地螟周期性发生的研究结

果$当前我国草地螟第
!

个发生周期来临符合其周

期性发生特点%

!

!

基于太阳黑子周期性活动的草地螟发生

分析预测

!!

已有研究表明$草地螟的周期性发生与太阳黑

子周期性活动具有相关性%前苏联专家
=̂7?

和

]

5

4\c7

通过对太阳活动与草地螟在前苏联大发生

的关系进行比对关联研究$阐明了两者之间关联性

并预测草地螟第
#

个大发生周期可能在
$))"

年
1

&%%%

年间在欧亚大陆出现%后来草地螟实际发生

情况证实了这种预测的准确性)

-

*

%黄绍哲对太阳活

动周期和我国草地螟大发生的历史记载的相关性和

相位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草地螟的大发生周期与

对应的太阳黑子活动的奇数周期呈显著性关联%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前
#

个大发生周期分别与太阳黑子

活动的第
$)

(

&$

和
&#

周期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极

高的同步性$但发生为害程度与太阳黑子的活动强

度之间相关性并不显著%根据草地螟周期性发生与

太阳黑子活动的相关性$结合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

预测分析$我国草地螟的第
!

个大发生周期很有可

能出现于
&%$,

年
1&%&"

年之间)

'

*

%因此$当前我

国草地螟第
!

个发生周期来临符合预测结果%

#

!

草地螟田间种群动态监测

自
&%$'

年以来$我国草地螟种群数量呈现回升

趋势%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报道$

&%$'

年草

地螟越冬代成虫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和吉林

西部突增$灯下和田间虫量普遍较高$成虫发生面积超

过
,,(-

万
>+

&

$一代幼虫发生面积超过
!,(-

万
>+

&

)

"

*

%

&%$)

年截至
,

月
$-

日$内蒙古草地螟越冬代成虫已

发生
#'

万
>+

&

$山西越冬代成虫发生
"()#

万
>+

&

$黑

龙江(辽宁(河北等省也监测到越冬代成虫%各地的

灯下虫量较高$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

月
)1

$%

日连续
&

天高空测报灯诱蛾
"%%%

头$测报灯分

别诱到
$&$,

头(

&%&,

头+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

月

$$

日测报灯诱虫
$"%%%

头)

,

*

%整体上草地螟的种

群数量呈现恢复上升趋势$通过种群的自我调节与

恢复$如果环境与寄主植物有利$很有可能将逐年增

长$从而加剧其发生为害$进入第
!

个发生周期%

3

!

我国北方地区农作物结构调整

随着我国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4的实施$国家统

筹调整种植业生产结构$在有序调减非优势区玉米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我国大豆的生产规模%随着东

北地区大豆振兴计划的推进$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增

加)

)

*

%草地螟对大豆的嗜好性远超过玉米$因此大

豆对草地螟种群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玉米)

$%

*

%因

此$随着我国北方地区农作物结构调整以及大豆种

植面积的逐年增加$寄主植物对草地螟的适合度将

'

%'

'



!"

卷第
!

期 江幸福等!草地螟第
!

个发生周期或将来临

显著增加$这也会促进草地螟种群的恢复性增长%

@

!

境外虫源的迁入

由于草地螟发生分布的跨国性$与我国相邻的

俄罗斯(蒙古国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均有草地螟的发

生为害$加之草地螟具有较强的远距离迁飞行为习

性$境外虫源会对我国草地螟发生为害程度产生重

要影响%如
&%%'

年我国一代草地螟幼虫发生面积

约为
-%

万
>+

&

$而且幼虫密度很低$但是$随后的一

代成虫密度极高$造成了
$$%%

万
>+

&的二代幼虫

大发生$密度也非常高$对农作物造成了严重的危

害)

$$

*

%境外虫源除影响我国二代草地螟发生外$还

对我国一代草地螟发生为害产生作用)

$&

*

%但由于

草地螟国际合作研究薄弱$境外草地螟发生的虫源

资料无法系统掌握$这些境外虫源可能会对我国草

地螟第
!

个周期发生产生重要影响%

P

!

草地螟监测预警与综合防控建议

由于我国对草地螟周期性发生规律研究较少$

境外虫源对我国草地螟的发生为害及跨境迁飞等研

究还很薄弱$草地螟周期性暴发成灾的机制与影响

因素还不清楚$且草地螟发生具有暴发性和毁灭性

的特点$一旦暴发便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提出如

下建议!

$

#加强草地螟种群监测%对于越冬代虫源$特

别要加强与蒙古国相邻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及草

地螟的主要越冬与次要越冬区的越冬调查与成虫监

测%对于一代成虫监测$除境内迁飞虫源监测外$还

需加强境外虫源的迁入种群监测$并结合发生地的

温湿度及寄主植物等环境条件$结合草地螟迁飞途

径$适时做出本地和异地预测预报%

&

#加强草地螟联防联控%根据草地螟种群动态

与迁飞规律$加强信息共享$制定草地螟联防联控方

案$在种群恢复性增长之初最大限度地压低种群数量+

#

#加强草地螟种群调节机制研究与国际合作%

跨境迁飞以及农作物结构调整会对草地螟种群动态

产生影响$这可能成为本轮周期性发生的重要外部

因素$加强草地螟种群调节与周期性发生机制研究$

制定草地螟跨境(跨区域综合治理模式$从而实现草

地螟可持续防控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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