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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显著#这可能与秸秆还田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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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鳞翅目

夜蛾科的杂食性农业害虫%现已扩散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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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国家'

#

(

%

!"#$

年
#

月入侵我国云南省普洱市江城

县'

!

(

)研究表明%入侵我国的主要是喜食玉米等作

物的玉米型草地贪夜蛾'

*

(

%随后陆续发现其为害花

生*马铃薯*甘蓝等作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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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在
!"#$

年
;

月
#%

日首次发现玉米型草

地贪夜蛾为害春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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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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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小麦田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

<

(

)

!"#$

年
##

月
#:

日%在涡阳县陈大镇大孙庄发现麦豆轮作田和麦玉

轮作田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存在明显差异)现将其

在不同轮作模式上的为害差异情况进行简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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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田块情况

调查地小麦种植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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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茬种植作

物为玉米&大豆%麦玉&麦豆轮作田在同一地块%其中

麦豆轮作田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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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玉轮作田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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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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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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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整地后机械播种%每平

方米平均种植小麦
;)%

株)

#"

月
;

日除草剂封闭

处理
#

次%期间未施用其他任何药剂)调查时处于

小麦苗期)品种为+丰德存麦
;

号,%上茬玉米和大

豆品种分别为+中科
##

,和+中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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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为害情况

!"#$

年
##

月
#:

日分别调查麦玉&麦豆轮作田小麦

受害情况)采用-

B

.字形均匀取样%全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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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每

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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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小麦百株被害率和每平米虫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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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麦玉轮作田受草地贪夜蛾为害严重%部

分区域出现-啃光头.现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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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苗平均被害株率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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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米小麦上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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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居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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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幼虫处

于暴食期'在土壤表层活动'取食小麦叶片及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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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麦后期生长极为不利*麦豆轮作田麦苗平均

被害株率
"8#%R

'每平方米小麦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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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玉轮作田小麦草地贪夜蛾为害差异显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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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为害小麦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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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国外有研究表明小麦也是草地贪夜蛾最喜欢产

卵的寄主之一"

$

#

*国内也陆续有草地贪夜蛾为害小

麦的报道"

#"##

#

*

!"#$

年
#"

月
!!

日'安徽省首次在早

播麦田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小麦苗*但不同种植模

式的小麦受草地贪夜蛾为害存在差异尚属首次报道*

安徽地处南北交界处'小麦种植模式多样'轮作

模式主要有麦玉)麦豆)麦油和麦稻
.

种*

!"#$

年

##

月
#.

日'笔者在涡阳调查草地贪夜蛾为害小麦

情况时发现'麦豆轮作区与麦玉轮作区小麦受害情

况存在明显差异*麦玉轮作区小麦受害严重可能是

因为草地贪夜蛾因喜食玉米回迁为害玉米自生苗'

然后就近为害周边小麦'或者是秸秆还田导致*

!"#$

年气温相对高也为草地贪夜蛾的快速繁殖提

供了很好的条件*麦豆轮作田草地贪夜蛾发生相对

较轻也可能是前茬大豆产生的某种次生物质对草地

贪夜蛾产生了驱避作用'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

建议持续开展监测试验工作*草地贪夜蛾对不同轮

作模式下的小麦为害存在明显差异为草地贪夜蛾的

防治提供了新思路*

亚热带季风气候使草地贪夜蛾成为我国又一个

+北迁南回'周年循环,的重大迁飞性害虫"

#!

#

*安徽是

其北进的必经之地和主要的降落地*明年春天气温回

升'小麦拔节至收获期'草地贪夜蛾是否会定殖为害'是

否会对下一茬玉米造成更为严重的为害是一个很严峻

的问题*此外'草地贪夜蛾在安徽是否能安全越冬直

接关系到其翌年的发生为害'因此在安徽等中部省份

应严阵以待'充分做好草地贪夜蛾全年监测和防治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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