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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我国黏虫发生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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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８年，二代黏虫在我国东北、华北、黄淮、西北、西南地区普遍发生，内蒙古、辽宁、陕西、山西、宁夏、四川出

现高密度为害田块；三代黏虫主要在东北、华北和黄淮地区，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河北、天津、陕西、山东和宁夏等

地发生严重，虫口密度高。在二、三代发生区，玉米、小麦、谷子、水稻等多种作物受害较重。本文总结了２０１８年黏

虫各代次的发生特点，分析了关键时期天气条件、高空气流、田间生态和防控措施等因素对黏虫发生的影响，以期为

今后的监测和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黏虫；　发生特点；　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Ｓ４３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Ａ　　犇犗犐：　１０．１６６８８／ｊ．ｚｗｂｈ．２０１８５３８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犕狔狋犺犻犿狀犪

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犠犪犾犽犲狉）犻狀２０１８

犔犐犝犑犻犲１，　犢犃犖犌犑狌狀犼犻犲
２，　犣犎犃犖犌犣犺犻３，　犠犃犖犌犆犺狌狀狉狅狀犵

４，　犛犗犖犌犣犺犲狀狔狌
５，　犑犐犃犖犌犢狌狔犻狀犵

１

（１．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犵狉狅犜犲犮犺犈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犪狀犱犛犲狉狏犻犮犲犆犲狀狋狉犲，犅犲犻犼犻狀犵　１００１２５，犆犺犻狀犪；２．犎狌犫犲犻犘犾犪狀狋

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犛狋犪狋犻狅狀，犠狌犺犪狀　４３００７０，犆犺犻狀犪；３．犅犲犻犼犻狀犵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犛狋犪狋犻狅狀，犅犲犻犼犻狀犵　１０００２９，犆犺犻狀犪；

４．犎犲犻犾狅狀犵犼犻犪狀犵犘犾犪狀狋犙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犪狀犱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犛狋犪狋犻狅狀，犎犪狉犫犻狀　１５００３６，犆犺犻狀犪；

５．犉狌狔犪狀犵犃犵狉狅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犈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犆犲狀狋狉犲，犃狀犺狌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犉狌狔犪狀犵　２３６０６９，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犜犺犲２狀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狅犮犮狌狉狉犲犱狑犻犱犲犾狔犻狀狀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狀狅狉狋犺，犎狌犪狀犵犺狌犪犻犺犪犻

狉犲犵犻狅狀狊，狀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犪狀犱狊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狅犳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狊犲狉犻狅狌狊犱犪犿犪犵犲狑犪狊犳狅狌狀犱犻狀狆犪狉狋狅犳犐狀狀犲狉犕狅狀犵狅犾犻犪，犔犻犪狅狀犻狀犵，

犛犺犪犪狀狓犻，犛犺犪狀狓犻，犖犻狀犵狓犻犪犪狀犱犛犻犮犺狌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狊．犜犺犲３狉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犪狉犿狔狑狅狉犿狅犮犮狌狉狉犲犱狊犲狉犻狅狌狊犾狔犻狀

狀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狀狅狉狋犺，犪狀犱犎狌犪狀犵犺狌犪犻犺犪犻狉犲犵犻狅狀狊，犪狀犱狊犲狉犻狅狌狊犾狔犱犪犿犪犵犲狑犪狊犳狅狌狀犱犻狀狆犪狉狋狅犳犎犲犻犾狅狀犵犼犻犪狀犵，犔犻犪狅狀犻狀犵

犐狀狀犲狉犕狅狀犵狅犾犻犪，犎犲犫犲犻，犜犻犪狀犼犻狀，犛犺犪犪狀狓犻，犖犻狀犵狓犻犪犪狀犱犛犺犪狀犱狅狀犵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狊．犃犿狅狀犵狋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犪狉犲犪狅犳２狀犱

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３狉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犕．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狉犲狊狌犾狋犻狀狊犲狉犻狅狌狊犱犪犿犪犵犲狊狅狀犿犪狀狔犮狉狅狆狊

狊狌犮犺犪狊犿犪犻狕犲，狑犺犲犪狋，犿犻犾犾犲狋犪狀犱狉犻犮犲．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狊狌犿犿犪狉犻狕犲狊狋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犕．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犻狀

２０１８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狕犲狊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犲犱犳犪犮狋狅狉狊狌犮犺犪狊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狉犪犻狀犳犪犾犾，狌狆狆犲狉犪犻狉犳犾狅狑，犳犻犲犾犱犲犮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

犿犲犪狊狌狉犲狊．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狑犻犾犾狆狉狅狏犻犱犲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犳狅狉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犻狀犵狅犳犕．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犻狀狋犺犲犳狌狋狌狉犲．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犲；　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犮犪狌狊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黏虫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Ｗａｌｋｅｒ）是我国粮食

作物的重要害虫，大发生年份曾造成严重损失［１］。

据《全国植保专业统计资料》数据，１９５０年－２０１７年
［２］，

有２０年黏虫发生面积在６６６．７万ｈｍ２（１亿亩）以上，

其中１９７６、１９７７、１９７２、２０１２和１９６６年分别位居第１

至第５位；黏虫造成实际损失超过３０万ｔ的有１１

年，分别为 １９６６、１９７２、１９７９、１９８７、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２年损失最大，

达９９．２万ｔ（图１）。数据表明，由于栽培制度、气候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近几年黏虫已经进入严重发生

为害时期。２０１２年三代黏虫大发生
［３４］，对东北、华

北和黄淮地区玉米造成严重危害，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在

北方一些区域有严重发生田块，对农业安全生产造

成了较大威胁［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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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二代黏虫在我国东北、华北、黄淮、西

北、西南地区普遍发生，内蒙古、辽宁、陕西、山西、宁

夏、四川出现高密度为害田块；三代黏虫主要发生在

东北、华北和黄淮地区，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河北、

天津、陕西、山东和宁夏等地发生严重，虫口密度高。

在二、三代发生区，玉米、小麦、谷子、水稻等多种作

物受害较重。本文总结了２０１８年我国黏虫各代次

的发生特点，并从发生关键时期的天气条件、高空气

流、田间生态和防控措施等方面分析了黏虫重发原

因，以期为今后的监测和防控提供基础数据。

图１　１９９１年－２０１８年全国黏虫发生防治面积和为害损失

犉犻犵．１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犪狉犲犪狊犪狀犱犱犪犿犪犵犲狊狅犳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犻狀犆犺犻狀犪犳狉狅犿１９９１狋狅２０１８

１　发生概况

２０１８年为２０１２年重发以来发生面积相对较小的

一年。２０１８年我国黏虫发生面积３３４．３万ｈｍ２，按代

次计算，一代发生面积２８．２万ｈｍ２，二代发生面积

１８９．６万ｈｍ２，三代发生面积１１５．８万ｈｍ２，其他代次

发生面积０．７万ｈｍ２（图２）。一代黏虫主要发生在长

江中下游、江淮、黄淮和西南地区１２个省份，主要为

害小麦。二代黏虫主要在黄淮、华北、东北、西北、西

南地区的１９个省份发生，三代黏虫主要发生在黄淮、

华北、东北地区的１６个省份，二、三代黏虫主要为

害玉米、小麦、水稻和谷子。其他代次黏虫发生在南

方几个省份，主要为害水稻。尽管２０１８年玉米黏虫

重发态势有所减弱，但仍重于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的年均

值（图１）。２０１８年黏虫在玉米、小麦、水稻和其他粮

食作物上发生面积比例分别为７７．９％、１２．９％、

５．２％、４．０％，其中，玉米上发生面积２６０．４万ｈｍ２，

防治面积２５４．１万ｈｍ２，挽回损失６５．３万ｔ，实际损

失１９．７万ｔ，比２０１７年分别减少１６．７％、１４．８％、

３４．３％和３４．５％，但比２０１６年分别增加８．９％、

４．２％、５４．３％、１０３．３％，为害明显重于２０１６年。

２　二代黏虫

２．１　一代成虫发生特点

黑光灯监测表明，２０１８年黏虫一代成虫始见期

比常年偏早，迁入量比常年偏高。河北省一代成虫

于５月底至６月初开始迁入，并陆续进入始盛期，始

盛期比常年提前２～３ｄ，６月上旬为迁入高峰期，蛾

峰日普遍出现在６月５日－８日；河北大部分地区

一代累计蛾量均高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仅低于２０１３

年，监测点单灯累计诱集蛾量一般为５００～１０００

头，有１０个县超过１０００头，沧县、深泽县、正定县、

永年区分别达１９２９、１９１０、１８８０、１７３８头。山西一

代成虫除芮城县外，其他站点于６月３日前后进入

诱蛾高峰，比常年提前８ｄ，５月１０日至６月１０日全

省各黏虫监测点总诱蛾量１８２１头，低于大发生２０１３

年的４１２７头，接近２０１４年的１６６３头，高于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均值。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１２日，安徽怀远、

凤台、阜南、萧县、維桥、蒙城、谯城、濉溪等地单灯累

计诱蛾量为４０１～３６５０头，大部分地区是２０１７年同

期累计诱蛾量的２～３倍，蛾峰出现在５月２７日－６

月４日，峰期较常年提早３～４ｄ，峰日蛾量一般为５９

～３０９头，谯城最高为８４６头。

·０３２·



４６卷第１期 刘杰等：２０１８年我国黏虫发生特点分析

图２　２０１８年全国不同省份各代次黏虫发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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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８年５－６月代表性监测点高空测报灯诱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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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多数高空测报灯监测点也呈现蛾量突增

早、峰次多、诱蛾量高的特点。山东长岛５月１７日首

见突增日，比常年早１０ｄ左右，５月２２日、５月２９日、

６月８日、６月１０日、６月１４日共５次出现蛾峰；山

东莱州６月３日、６月７日、６月１１日、６月１３日出

现４次蛾峰；河北滦县分别于５月１６日、６月９日和

１６日出现峰日；吉林长岭于５月１７日和６月５日现

２个峰日（图３）。山东长岛、河北滦县、山东莱州、辽

宁彰武５－６月单灯累计诱蛾量分别为６４４０、

１８９８、１７２６、１６０４头。

２．２　二代幼虫发生特点

２０１８年二代黏虫全国发生面积１８３．５万ｈｍ２，

比２０１７年低２０．１％。全国总体中等发生，内蒙古、

辽宁、陕西、山西、陕西、宁夏、四川部分地区出现高

密度田块。内蒙古通辽、赤峰市、兴安盟等局部地区

偏重发生，６月８－１０日通辽市科尔沁区麦田虫口

密度平均２０头／ｍ２；科尔沁左翼后旗、开鲁县、科尔

沁左翼中旗麦田虫口密度平均小于１０头／ｍ２，最高

３３头／ｍ２，库伦旗玉米田最高百株虫量达１５００头。

辽宁发生面积大，范围广，高密度田块多，特别是草

荒重、出苗晚、长势差、河滩地的玉米田块，二代黏虫

密度较大。沈阳、鞍山、铁岭、阜新、葫芦岛、朝阳等

地均出现了较高密度田块，重发地块平均百株虫量

２００～３００头，鞍山海城部分田块最高密度达到了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头／百株。陕西部分田块受害较重，

宝鸡部分县市玉米平均被害株率２７％～６８．３％，平

均百株虫量８～１７．７头，严重田块被害株率８０％～

１００％，百株虫量６０头以上。山西玉米田一般百株有

虫３～８头，定襄县中等以上程度发生面积２２００ｈｍ２，

一般玉米田受害率为３７％，平均百株有虫３８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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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１３００头。宁夏玉米田二代黏虫发生较重的平罗

县、同心县、盐池县百株虫量分别为２５、２０、３０头。四

川黏虫总体为害轻，部分地区发生较重，攀西、川西北

等黏虫常发区调查，汉源县玉米田防治前二代黏虫平

均百株虫量高达１２０头，最高百株虫量４５０头。

３　三代黏虫

３．１　二代成虫发生特点

２０１８年７月开始各地监测到二代黏虫成虫，延续

了一代成虫见蛾早、蛾峰多的特点。黑龙江７月５日

始见成虫，早于常年５ｄ，并于７月１６－１９日、２２－２４

日、２７－２９日，分别出现３个诱蛾高峰，成虫蛾峰数较

往年偏多，持续时间较长。吉林长岭、辽宁彰武、河北

滦县累计蛾量和峰值显著高于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同

期（表１）。河北滦县高空测报灯累计诱到的二代蛾量

为４８１３头，是２０１７年高空灯累计诱蛾量的４．２２倍。

北京延庆高空测报灯累计诱蛾５７０头，７月１７日和２１

日各出现一次明显的迁入峰，数量分别为５７头和２４６

头，迁入蛾量明显高于２０１７年同期。黑光灯监测表

明，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诱虫量较高。河北省各地区７

月上旬陆续始见二代成虫，多数地区７月１０－１５日蛾

量开始增多，７月１４－１８日达蛾高峰，部分地区７月

２６－２９日又出现一次高峰，全省二代单灯平均累计蛾

量１００～１８０头，部分县市达到４００～５００头，永年县最

高为５００头。黑龙江各地诱蛾量明显高于２０１７年，

尤其是东部富锦等县甚至高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黏虫二代成虫高空测报灯诱蛾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狉犪狆狆犲犱犿狅狋犺狊狅犳狊犲犮狅狀犱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犻狀狊犲犪狉犮犺犾犻犵犺狋狋狉犪狆狊犳狉狅犿２０１６狋狅２０１８

监测点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ｉｔｅ

２０１６

峰日／

月 日

Ｐｅａｋｄａｔｅ

峰日

蛾量／头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ｍｏｔｈｏｎ

ｐｅａｋｄａｙ

７月累计

蛾量／头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ｍｏｔｈ

ｉｎ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峰日／

月 日

Ｐｅａｋｄａｔｅ

峰日

蛾量／头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ｍｏｔｈｏｎ

ｐｅａｋｄａｙ

７月累计

蛾量／头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ｍｏｔｈ

ｉｎ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峰日／

月 日

Ｐｅａｋｄａｔｅ

峰日

蛾量／头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ｍｏｔｈｏｎ

ｐｅａｋｄａｙ

７月累计

蛾量／头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ｍｏｔｈ

ｉｎＪｕｌｙ

黑龙江双城

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７ １４ ２ ４ ０７ ２０ １６９ ６５９ ０７ ２３ ５２ １６８

吉林长岭

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Ｊｉｌｉｎ
０７ ２１ １５ ２６ ０７ １９ １０１ ４００ ０７ １８ ２６００ ５３４２

辽宁彰武

Ｚｈａｎｇｗｕ，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０７ １１ ５ ３５ ０７ ０９ ４０ ２４９ ０７ １０ ６８ ４４４

河北滦县

Ｌｕａｎｘｉａｎ，Ｈｅｂｅｉ
０７ ３０ １３ １３９ ０７ ２４ １６１ ６１５ ０７ １８ ８０５ ４５２９

陕西兴平

Ｘｉｎｇｐ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
— — — ０７ ２０ １４２ １００７ ０７ ２６ １７ ８２

山东莱州

Ｌａｉ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０７ ０４ １０１ ３６９ ０７ ２１ ９１ ６７４ ０７ １３ ８ ５２

山东长岛

Ｃｈａｎｇｄａ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０７ ０９ ５ １０１ ０７ １８ １００ ７５７ ０７ １１ ７２ １８５

山西万荣

Ｗａｎｒ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
０７ ２０ ３９ ３１１ ０７ １５ ３８ ３８１ ０７ １６ ２６ ２７２

河南孟州

Ｍ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
０７ １１ １２６ ４０９ ０７ １１ １１ ３５ — — —

３．２　三代幼虫特点

三代黏虫在华北、东北、黄淮、西北地区发生，发

生面积１１３．１万ｈｍ２，总体中等程度，黑龙江、辽宁、

内蒙古、河北、天津、陕西、山东和宁夏的部分县（区）

杂草多的玉米和谷子田虫量高、为害重。华北地区，

天津三代黏虫中等发生，部分区域出现高密度点片，

重发区域主要集中在津南区、西青区、静海区、滨海

新区、宝坻区；重发区一般密度２００～３００头／百株，

高密度地块５００～１０００头／百株，最高密度达到

２０００头／百株；河北中等发生，廊坊、沧州交界区域

偏重发生，重发面积７６０ｈｍ２，其中，大城县平均密

度２００头／百株，最高２０００头／百株。山东滕州出

现高密度地块，重发面积１３．３ｈｍ２，为害严重地块

平均单株虫量达１０～１５头，最高单株虫量达３０头。

东北地区，黑龙江中南部的大部分市、县和农垦管理

局均发生三代黏虫，有１７个县出现高密度为害，如

五常市、肇东市、尚志市、呼兰区等，重发地块平均单

株玉米有虫１０头以上，最高有虫１５０多头，杂草上

平均虫量２３８头／ｍ２，最高８４０头／ｍ２；水稻平均每

穴３～５头，最高５７头，个别地块出现了迁移现象。

７月３０日－８月８日内蒙古赤峰市各地田间调查，谷

子田三代黏虫平均虫口密度１６～３０头／ｍ２，玉米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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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２０～４０头／百株，重发生地块２００～３００头／百株；

７月３０日－８月２日，通辽市玉米田幼虫５０～１００

头／百株，最高５００头（开鲁县），谷子田幼虫１０～２０

头／ｍ２，最高１００头／ｍ２（科尔沁左翼中旗），玉米田

杂草平均虫量２０头／ｍ２；７月２８－３１日，兴安盟玉

米田平均虫口密度１０～２０头／百株，最高密度科尔

沁右翼前旗玉米田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头／百株。辽宁总

体中等发生，辽西北朝阳、阜新等地点片偏重发生，

阜蒙县谷子田达到３０～５０头／ｍ２，喀左县、建平县玉

米田重发生地块百株虫量达到１００～２００头。西北地

区，陕西三代黏虫轻发生，但仍有个别田块发生较重，

榆阳区重发地区谷子田平均虫口密度２７头／ｍ２，最高

虫口密度单株１５头；宁夏三代黏虫主要为害水稻，

平罗县平均虫量７５头／ｍ２，最高达到３００头／ｍ２。

三代黏虫幼虫在东北、华北和黄淮等地虫龄不

整齐、为害时期延长。黑龙江不同县、同一县不同乡

镇和地块间虫龄差异明显，如南部五常、肇东、呼兰

等８月中旬调查，发生早的地块三代幼虫开始大量

化蛹，但田间仍有４～６龄幼虫在严重为害。河北７

月底开始出现三代幼虫为害，８月中旬进入为害盛

期，比常年偏晚７ｄ左右。山东滕州三代幼虫自８

月上旬发生后，为害期持续到９月中旬。

４　原因分析

４．１　发生关键时期天气条件的影响

２０１８年夏季（６－８月），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

北北部等地降水偏多２成至１倍，总体气象条件有利

于黏虫的发生（气象信息来源于中央气象台），此地区

适宜的温度和较多的降水有利于二代成虫交配产卵

和三代幼虫生长发育。同时，２０１８年８月８－１７日

１０ｄ内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连续有７个台风生成，

３个登陆我国，台风深入内陆北上，且登陆后生命期

长，带来大量降雨，三代黏虫重发区域，如黑龙江西

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

与７月下旬降水量分布吻合度高。而部分地区高温

干旱天气条件则不利于黏虫产卵、卵孵化及存活，如

北京５月３１日－６月５日出现大范围高温热浪天

气，个别观测站日最高气温突破６月上旬历史同期

最高值，阶段性高温、少雨不利黏虫发生，后期田间

高龄幼虫较少。山西６月中旬长时间高温干旱致使

黏虫卵孵化率和幼虫成活率极低，造成二代黏虫发

生较轻。安徽７－８月份出现４０多天的高温晴热天

气，也不利于三代黏虫发生为害。

部分地区黏虫成虫迁飞期间气流影响黏虫的发

生，如辽宁７月降水少、风场相对稳定，虫源迁出困

难，导致本地虫源基数偏高；同样，分析７月份吉林

风场，利于黏虫由南往北迁，导致吉林二代成虫迁出

至黑龙江，与吉林虫源高但三代总体为害不重实际

情况吻合。黑龙江在二代成虫羽化盛期，即７月中

下旬以降雨天气为主，频繁的低压冷涡天气系统不

利于成虫起飞迁出，致使二代成虫大部分滞留本地，

加之吉林等地迁入的虫源，较高的虫源量和适宜的气

候导致三代黏虫严重发生。山东７－８月份受台风影

响较多，但台风对利于黏虫南迁的高空气流和风向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三代黏虫总体轻发生。

４．２　田间生态和防控措施的影响

田间生态环境是影响黏虫重发的主要原因之

一，田间系统监测显示，黏虫重发田块以管理粗放、

杂草多、玉米长势弱为主，如辽宁２０１８年玉米播期

不整齐，三类苗、弃管田、草荒地较多，利于黏虫为

害。黑龙江受严重春旱影响，玉米田普遍草荒较重，

一般草荒玉米田禾本科杂草５００～６００株／ｍ２，且中

南部县市玉米田三类苗较普遍，加之后期田间湿度

大，温度适宜，生态环境有利于成虫产卵和幼虫为

害。防控措施不当或不及时也是影响黏虫发生为

害的主要原因，如黑龙江６月中下旬发生的二代幼

虫共涉及４６个县市、４个农垦管局，全省发生面积

１４．５万ｈｍ２，比２０１７年高６２．８％，由于大部分未达

到防治指标，未进行有效防治，田间残虫量较高，导

致三代黏虫偏重发生。局部地区由于高秆施药机械

缺乏、无人机保有量不足，个别地区因为等待机器施

药，而出现防控不及时的情况，造成田间虫源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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