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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海南大学*海口
!

-*'##)

&

摘要
!

越南是草地贪夜蛾的重要虫源地(其发生情况对我国草地贪夜蛾的动态有明显影响%

#'$,

年
,

月
$-(#$

日(在越南山罗省安州县对草地贪夜蛾田间发生和为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区域均发生草地贪夜蛾为

害(玉米田间虫株率为
-'&*P

(百株虫量为
$$'&*

头)不同玉米生长期!苗期和穗期"的虫株率和百株虫量差异显

著(苗期大喇叭口期虫株率和百株虫量!

)!&,P

和
#'$&$

头"(显著高于苗期小喇叭口初期!

-%&#P

和
$$!&*

头"和抽

雄期!

$!&#P

和
$"&#

头")田间虫株率和百株虫量之间的幂函数模型为
;

'̀&)!#)C

$&#$#-

%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与越

南相关部门的合作(掌握越南草地贪夜蛾发生和为害动态(为我国草地贪夜蛾的监测与防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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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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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鳞翅目*夜蛾科*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的迁飞性害虫"

$

#

*具有很强的迁飞能

力*适宜风速下
%'R

内迁飞距离可达
$"''9+

$草

地贪夜蛾从美国南部虫源地迁飞到加勒比海地区*

给玉米生产造成毁灭打击"

#%

#

$越南位于亚洲中南

半岛东部*西面与老挝+柬埔寨为邻*东面和南面对

着南海*我国广西和云南两省与越南北边的莱州+老

街+河江+高平+谅山和广宁
"

省接壤*中越陆地边界

线约长
$%-'9+

$迁飞害虫在高空迁飞过程中形成

空中高速通道*迁飞方向与风向关系密切"

!-

#

*越南

和老挝作为虫源地*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

虫源地上空存在草地贪夜蛾远距离迁飞降落的大气

动力学环境*我国广东地区草地贪夜蛾可能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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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卢辉等!越南北部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调查

北部地区迁入"

"

#

$草地贪夜蛾自
#'$,

年
$

月份在

云南为害冬玉米以来*

!

月
%'

日*在海南发现该虫*

并逐步扩散*定殖为害日趋加重"

*

#

$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主持.一带一路热带国家

农业资源联合调查与开发评价/项目*在越南开展了

热带作物有害生物及迁飞害虫的调查工作$

#'$,

年

,

月
$-

日
#$

日受越南国立农业大学农学院%

H=DC<G

M

T;0

4

>T6T+

M

*

J85G6=+]=G8T6=<[68U5>A8G

M

T;0

4

>8@

DC<GC>5

&的邀请*在农学院
2>=606R2C=6

博士的陪同

下*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一行

-

人对越南山罗省安州县日越农产有限会社周围玉米

田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

!

!

方法

!9!

!

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为
#'$,

年
,

月
$- #$

日*地点为越

南山罗省%

.T67=

&安州县%

L56/R=C

&日越农产有

限会社周围的玉米地%

#'k!,?-,l]

*

$'!k%)?!$l\

,海

拔
)$'+

&$选取
%

块玉米田进行定点调查*玉米田

$

+

%

为苗期*玉米田
&

为穗期*其中*玉米田
$

为小

喇叭口期%

-

!

*

叶期&*玉米田
%

为大喇叭口期%

$$

!

$%

叶期&*玉米田
&

为抽雄期$样地采用.

V

/形

-

点取样*每点取
$'

株$每株查看叶片正面+背面

和叶基部+心叶+茎秆+雄穗+花丝+雌穗等部位受害

情况,记录植株上幼虫数量+龄期*统计虫株率%

P

&

和百株虫量%头&$

!9"

!

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计算草地贪夜蛾虫株率$

虫株率
`

%有虫株数)调查株数&

g$''P

$

调查数据采用
Q3.*&'-

软件进行分析*差异显

著性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统计*虫株率和百株虫

量数据用平均值
n

标准误表示*并以幂指数函数进

行相关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9!

!

越南西北部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

山罗省是越南北部的一个省*南边与老挝相邻*

其余则与富寿省+老街省+安沛省+和平省等省份相

邻$山罗省由于地处山区*经济较落后*主要种植的

农作物为棉花+玉米+茶树+大豆等$山罗省玉米种植

面积约占越南玉米总种植面积的
!'P

*每年种
#

季$

调查地玉米田为农户种植*苗期和抽穗期玉米长势均

整齐*农户抽水进行灌溉*水源条件较好*玉米田间虫

株率为
-'&*P

*百株虫量为
$$'&*

头*发生为害严重$

"9"

!

草地贪夜蛾在越南西北部的为害情况

田间调查表明*在安州县所调查
%

块玉米田草

地贪夜蛾虫株率存在极显著差异%

(

%

'&'$

&*玉米

田
%

虫株率为
)!&,Pn"&"P

*显著高于玉米田
$

%

-%&#Pn#&#P

&和玉米田
&

%

$!&#Pn$&!P

&的

虫株率%图
$

&,

%

块玉米田百株虫量也存在极显著差

异%

(

%

'&'$

&*百株虫量最多的为玉米田
%

*为

%

#'$&$n$'&)

&头*玉米田
$

和
&

分别为%

$$!&*n

$!&*

&头和%

$"&#n$&-

&头%图
#

&$

图
!

!

山罗省安州县玉米田草地贪夜蛾虫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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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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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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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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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山罗省安州县玉米田草地贪夜蛾百株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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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间虫株率与百株虫量之间的关系

对
%

块玉米田虫株率与百株虫量关系进行回归

-

%##

-



#'#'

分析*得到
!

个幂函数模型$玉米田
$

+

%

和
&

虫株

率与百株虫量幂函数模型分别为
;

!̀&'-,#C

'&)%-*

%

E

#

'̀&)#$%

*

( '̀&'$

&+

;

'̀&#!),C

$&-'%)

%

E

#

`

'X"',

*

(`'&'$

&+

;

`%&#*,)C

'&-,!#

%

E

#

`'&!,#

*

( '̀&'$

&*综合
%

块玉米田调查数据*建立该地草地贪

夜蛾虫株率与百株虫量关系模型为
;

'̀X)!#)C

$&#$#-

%

E

#

'̀X,'$)

*

( '̀&'$

&%图
%

&$

图
:

!

山罗省安州县玉米虫株率和草地贪夜蛾百株虫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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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玉米是越南第二大作物*目前越南正在发展和

扩大其种植面积*以确保粮食安全和饲料需求*减少

对进口的依赖$

#'$*

年越南玉米种植面积已达到

$$-

万
R+

#

"

)

#

*主要分布在北部丘陵山区%如山罗

省&+西原地区%如多乐省&等地*其中
,'P

是杂交玉

米*

$'P

为鲜食玉米"

,

#

$由于对玉米有巨大的需求

量*越南允许种植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玉米具有抗

虫优势*美国和巴西有
)-P

的农民种植转基因玉

米*其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种群扩

散的防治措施"

$'

#

$在越南由于转基因玉米种子价

格约为非转基因种子的
#

倍"

$$

#

*降低了农民购买欲

望*目前其种植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P

*转基因玉米

种植面积过少*不能有效防控草地贪夜蛾$越南于

#'$,

年
%

月首次在东南部同奈省鼎泉区玉米上发

现草地贪夜蛾*之后的三周之内*发生面积增加至

#*"R+

#

*扩散至北部和中部地区*到
#'$,

年
*

月中

旬*约
$&-

万
R+

#玉米地受草地贪夜蛾为害"

$#

#

$

目前越南北部草地贪夜蛾发生数据未见报道*

本次通过对种植地块的调查*发现草地贪夜蛾在越

南北部发生为害较重*苗期虫株率均超过
-'P

*百

株虫量均超过
$''

头*依据发生程度分级标准"

$%

#为

重度发生,抽穗期虫株率
$!&#P

*百株虫量
$"&#

头*发生程度为中度偏轻$苗期玉米地可见卵+

$

!

"

龄幼虫+蛹*也发现少量成虫,抽穗期玉米地以
%

!

!

龄幼虫为主$虫株率和百株虫量的关系模型可以反

映田间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动态*为该虫在此区域的

入侵+发生和迁飞规律等方面提供依据*但由于调查

区域有限*时间段较少*还不能全面反映该地区草地

贪夜蛾的发生情况$

山罗省位于越南的北部*主要为山地和丘陵*以

小农户种植耕地为主*由于地形复杂*不便于机械化

操作*调查中发现防治大多依靠传统的化学施药方

式*化学杀虫剂防控草地贪夜蛾非常困难*会使其迅

速产生抗性"

$!

#

*高剂量或多种农药混配施用才能减

少草地贪夜蛾种群数量*但同时也影响天敌数量*污

染土壤和水*造成环境和人员健康风险$调查发现

不同种植区域虫害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易导致草地

贪夜蛾在玉米种植区域内迅速传播*同时*在调查区

域没有发现灯诱+性诱等监测设备$由于缺乏大规

模的统防统治*仅依靠农户的防治难以有效控制草

-

!##

-



!"

卷第
#

期 卢辉等!越南北部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调查

地贪夜蛾的田间虫口基数*再加上调查区域靠近老

挝*会不断有新的种群迁入越南边境区域*监测和防

治工作很难实施$

草地贪夜蛾已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东扩北

进的迁飞格局"

$-

#

*我国和越南有漫长的边境线*草

地贪夜蛾入侵定殖越南已形成了迁入虫源基地$草

地贪夜蛾在华南及云南地区可终年繁殖*次年北迁

为害"

$"

#

$此外*结合草地贪夜蛾的飞行行为和气象

数据*其越冬虫源从缅甸+越南北部等东南亚地区也

会不断地迁入中国"

$*

#

$东亚季风环流对大尺度迁

飞扩散的草地贪夜蛾的预警与防控十分重要*华南

及云南越冬区应成为我国草地贪夜蛾防控的主战

场"

$)

#

$尤其海南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其建设

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

#

*每年繁育近
%'''

多个

品种*科研和经济价值高*同时海南是玉米南繁的重

要基地*培育出了一大批优异种质资源和良种*重大

迁飞性害虫草地贪夜蛾入侵将影响我国南繁种业安

全*进一步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越南北部与我国云南和广西接壤*在边境一线

应加强草地贪夜蛾监测预警及防控*要进一步加强

与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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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减少草地贪夜蛾迁入我国的虫源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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