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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春玉米#首次证实草地贪夜蛾入侵安徽#截

至
%

月
!*

日全省
#&

市全部见虫$

!"#$

年
#"

月
!!

日#淮南市寿县窑口镇早播小麦田发现疑似该虫为害#经鉴定#

确认为草地贪夜蛾$调查发现#全田均可见该虫为害状#百株被害率最高达
%)8!#@

#每平方米最高虫量
)7

头$调

查提示#入侵安徽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可取食为害小麦#应加强其在麦田发生情况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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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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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原

产于美洲的暴食性迁飞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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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中国农

业农村部公告该虫已从缅甸入侵我国"

#

#

'随后该虫

在我国迅速蔓延'截至
$

月
#'

日'全国
!*

个省份发

现其为害(该害虫具有食性杂)寄主范围广等特点'

据报道在美洲其寄主植物包括
'&

科
7*7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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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侵我国后'除了为害玉米'目前已在不同地区相继发

现草地贪夜蛾可以为害甘蔗"

7

#

)高粱"

)

#

)花生"

*

#

)马

铃薯"

&

#

)甘蓝"

'

#等作物(

安徽省在
!"#$

年
*

月
#'

日首次发现草地贪夜

蛾为害春玉米'根据
7

,

*

基因分析认为'入侵安徽省

的草地贪夜蛾样品属于玉米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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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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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淮南市寿县窑口镇瓦埠湖现代农业综合开发

示范区的早播小麦田发现疑似该虫为害'经安徽省

植保总站)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

量安全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专

家确认为草地贪夜蛾(现将其在小麦上的为害情况

进行简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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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田块情况

发生地小麦种植面积
#"""-

!

'前茬种植作物

为旱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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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整地'

$

月
#%

日小麦!2淮麦

77

/$催芽后撒播'

$

月
!7

日除草剂封闭处理
#

次'期

间未施用杀虫剂(调查时小麦处于苗期(

&

!

草地贪夜蛾为害情况

调查时间%

!"#$

年
#"

月
!!

日

调查方法%采用0

i

1字形均匀取样'全田调查
&

个点'每点调查
#-

!左右'逐株调查小麦受害情况'

统计小麦百株被害率和每平米虫量!表
#

$(

调查发现'整个田块均可见草地贪夜蛾为害状'

麦苗平均被害株率达
''8*#@

'每平方米小麦虫量

#$

"

)7

头'每平方米平均种植小麦
%%"

株(每株小

麦多为
#

头幼虫'个别植株可见
!

"

7

头幼虫'幼虫

多为
!

"

*

龄'调查中未见卵)蛹和成虫(幼虫从叶

鞘处钻入!图
#.

$'在新叶背面取食!图
#1

"

F

$'叶面

展开后形成半透明天窗)孔洞和排孔!图
#S

":

$'幼

虫也可取食小麦叶片的嫩绿部位'取食后叶片形成

不规则的长形孔!图
#T

$(小麦根围土壤中也能见幼

虫!图
#?

$(调查还发现'草地贪夜蛾与甜菜夜蛾混

合发生'为害特点相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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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窑口镇早播小麦田块草地贪夜蛾为害麦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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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研究认为'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是一种特殊

的玉米型"

$

#

'目前已发现其可以为害玉米)甘蔗)高

粱)花生)马铃薯)甘蓝等植物(国外研究认为'除玉

米)黑麦草)高粱以外'小麦是草地贪夜蛾最喜欢产

卵的寄主之一"

#"

#

'而王振营研究员
%

月在贵州田间

调查时发现'草地贪夜蛾可以取食为害自生麦苗(

!"#$

年
#"

月
!!

日'首次在安徽早播麦田发现草地

贪夜蛾为害小麦苗(当前正值全省小麦播种期'随

着小麦大范围陆续出苗'可能会为草地贪夜蛾提供

更多的适合寄主'建议持续开展其监测工作(

对草地贪夜蛾的寄主适应性研究发现'其取食

小麦可以完成生活史"

###!

#

'而且初孵幼虫在小麦上

的存活率与玉米并无显著差异'高达
$"@

以上'

!

"

)

龄幼虫对小麦和玉米的取食选择性也无显著差

异'这些证据均表明小麦对草地贪夜蛾具有较高的

适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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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草地贪夜蛾成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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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徐丽娜等%安徽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早播小麦

我国又一个0北迁南回'周年循环1的重大迁飞性害

虫"

#7

#

(现有研究认为'

7E*

月'长江以南是其北进

的必经之地和主要的降落地'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

玉米尚未种植(当优势寄主食物匮乏'而虫源种群

密度较高时'存在草地贪夜蛾为害小麦的风险(而

这个时期也正是我国黄淮海麦区和长江中下游麦区

小麦的返青至收获期'是小麦生产的关键时期(如

果此时草地贪夜蛾在该区域小麦上定殖为害'必将

影响小麦安全生产'更重要的是'在小麦上繁殖的草

地贪夜蛾种群会对黄淮海夏玉米和北方春玉米造成

更大的为害(因此在我国安徽)江苏)湖北等中部省

份应对草地贪夜蛾进行全年监测和防治'目前'国外

登记在玉米和小麦上的防治草地贪夜蛾的药剂包括

灭多威和高效氯氰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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