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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甜糯玉米草地贪夜蛾防治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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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滇西是中国甜糯玉米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草地贪夜蛾等多种重大迁飞性害虫的冬季繁殖区。２０１９年对德

宏州瑞丽市冬季玉米田害虫种群的调查表明，常见种类有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亚洲玉米螟犗狊狋狉犻狀

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斜纹夜蛾犛．犾犻狋狌狉犪和甜菜夜蛾犛．犲狓犻犵狌犪等，以草地贪夜蛾为优势种类，其为害株率占玉米总被害株

率的９５．４１％。当地农民一年种植两季甜糯玉米，主要采用化学农药防治玉米害虫。自草地贪夜蛾入侵以来，农药

使用次数呈增加趋势，防治草地贪夜蛾效果较好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使用次数明显增多，２０１９年夏播玉米

平均施药６．８３次，年施药超过１０次。这种依靠单一化学农药的防治策略，虽短期内可控制草地贪夜蛾等害虫的为

害，但易引发抗药性。鉴于滇西地区是草地贪夜蛾等重大害虫在中国的周年繁殖区，建议该地区各级政府给予重点

关注，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实现草地贪夜蛾源头的科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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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西狭义上指怒江以西区域，即保山市和德宏

州。两市（州）位于云南省西部，立体气候明显，紧临

北回归线，光热资源丰富，光质好，属南亚热带季风

气候［１３］。滇西农业发达，保山市素有“滇西粮仓”之



２０２０

称，盛产水稻、玉米、小麦、油料、糖料和各类蔬菜，

２０１８年两市（州）全年农业总产值达３５９．５１亿元，

粮食总产量２１２．５４万ｔ，是云南省粮食作物、热带亚

热带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４５］。

玉米产业对滇西粮食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６］。以德宏州为例，１９５２年玉米播

种面积仅为１９２０ｈｍ２，总产量０．２１万ｔ，至２０１４年

播种面积达６．６７万ｈｍ２，总产量２８．０９万ｔ，成为该

地区第一大粮食作物［６７］。自甜玉米栽培试验成功

以来，快速成为滇西农业开发中发展较好且前景广

阔的高效农作物［８］，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不断深入和冬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滇西甜玉米的

经济价值将更加凸显［９１０］。

玉米种植面积的增加已产生一系列病虫害防治

问题［１１］。２０世纪末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对云南省玉

米病虫害的普查中发现，小地老虎犃犵狉狅狋犻狊犻狆狊犻犾狅狀

Ｒｏｔｔｅｍｂｅｒｇ、黏虫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Ｗａｌｋｅｒ）、金

龟子、玉米蚜犚犺狅狆犪犾狅狊犻狆犺狌犿犿犪犻犱犻狊（Ｆｉｔｃｈ）和禾谷

缢管蚜犚．狆犪犱犻（Ｌｉｎｎａｅｕｓ）为害严重，亚洲玉米螟

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为害较轻，但在滇西地

区粟穗螟 犕犪犿狆犪狏犪犫犻狆狌狀犮狋犲犾犾犪Ｒａｇｏｎａｔ发生较

重［１２］。进入２１世纪，一点缀螟犘犪狉犪犾犻狆狊犪犵狌犾犪狉犻狊

（Ｚｅｌｌｅｒ）
［１３］、亚洲玉米螟［１３１６］、黏虫［１６］和地老虎［１６］

等演化为滇西玉米的主要害虫。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草

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Ｊ．Ｅ．Ｓｍｉｔｈ）从

缅甸入侵滇西南地区，随后快速扩散至我国２６个

省、市（区）［１７１８］。为了掌握滇西地区草地贪夜蛾入

侵定殖后玉米害虫的发生为害和防治情况，我们在

滇西德宏州瑞丽市调查了玉米生产中存在的害虫防

治问题，以期为滇西玉米生产的发展提供科技服务。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农户玉米种植和施药情况调查

于２０２０年３月下旬在德宏州瑞丽市勐卯镇的

小飞海、姐东、大马村、等贺村和南东村等５个村寨

进行调查。每个村寨随机调查１０家农户，记录该农

户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种植玉米的季数、品种和产量，

杀虫剂的施用种类、次数和药量，并计算用药成本情

况。某玉米品种的种植率＝该玉米品种的使用次

数／种植玉米的总次数×１００％；农药的使用率＝该

农药的施用次数／施用农药的总次数×１００％。

１．２　玉米田害虫发生调查

调查地点在德宏州瑞丽市勐卯镇（２３°５８′３５″Ｎ，

９７°４８′５１″Ｅ），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上旬至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中旬。当地玉米种植方式为１．８０ｍ×０．１５ｍ

畦作覆膜种植，沟宽约０．３５ｍ，畦上种植４行玉米，

间距约０．３０ｍ×０．４５ｍ，玉米种植密度通常为３８００

株／６６７ｍ２。选取种植面积大于１３３４ｍ２的地块，每

块田地采用５点随机取样方法，每点连续调查１００株

玉米，记录玉米上所有害虫的种类和数量。共计调查

８８块玉米田，其中３叶期玉米田１７块、拔节期４０块、

大喇叭口期１３块、抽雄和吐丝期各９块。

１．３　数据分析

玉米害虫的调查数据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农

药使用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利用Ｄｕｎ

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分析。所有数据处

理均使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系统。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瑞丽市玉米种植情况

对调查所得信息归纳整理可知，瑞丽市农户一

年种植两季玉米，其中甜玉米种植率高达９７．８４％，

仅２．１６％的农户种植夏季糯玉米。与糯玉米相比，

鲜食甜玉米的种类更为丰富，５０家农户种植的甜玉

米品种超过１２种，其中‘哈尼’双色超甜玉米和‘菲

尼克斯’超甜型鲜食玉米的总种植率超过６０％，是

当地鲜食甜玉米的主要种类（表１）。

２．２　玉米害虫的种群动态

由表２可知，瑞丽市冬季玉米的草地贪夜蛾虫

株率在４％～１０％之间，以拔节期及大喇叭口期玉

米受害最重，虫株率分别达到８．５％和９．７％，抽雄

期和吐丝期的百株虫量显著低于其他时期（犉＝

７．６３４，犘＜０．０５）。斜纹夜蛾的虫株率在０．１％～

０．６％之间，玉米各生长期斜纹夜蛾的虫株率和百株

虫量均无显著差异（犉虫株率 ＝１．４１２，犘＞０．０５；

犉百株虫量＝０．８１５，犘＞０．０５）。亚洲玉米螟的虫株率

均低于０．１％，且各玉米生长期的虫株率和百株虫

量均无显著差异（犉虫株率＝０．４５３，犘＞０．０５；犉百株虫量

＝０．４０１，犘＞０．０５）。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害虫种

类和玉米生育期对３种害虫虫株率和百株虫量的影

响均显著（害虫种类：犉虫株率＝３４３．６５４，犘＜０．０５；

犉百株虫量＝１６０．２５０，犘＜０．０５。玉米生育期：犉虫株率＝

９．３８４，犘＜０．０５；犉百株虫量＝８．０６９，犘＜０．０５），且玉米

各生育期草地贪夜蛾的虫株率和百株虫量都显著高

于斜纹夜蛾和亚洲玉米螟 （三叶期：犉虫株率 ＝

１０６．７７６，犘＜０．０５；犉百株虫量＝５５．７２９，犘＜０．０５。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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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期：犉虫株率 ＝２９６．８８４，犘 ＜０．０５；犉百株虫量 ＝

１３８．０４０，犘＜０．０５。大喇叭口期：犉虫株率＝１２１．６３３，

犘＜０．０５；犉百株虫量＝１１１．９６９，犘＜０．０５。抽雄期：

犉虫株率＝３７．０２，犘＜０．０５；犉百株虫量 ＝３９．７９３，犘＜

０．０５。吐丝期：犉虫株率＝４９．２９９，犘＜０．０５；犉百株虫量＝

２２．８５９，犘＜０．０５）。

表１　瑞丽市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农户种植的玉米品种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狕犲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狆犾犪狀狋犲犱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８－２０１９犻狀犚狌犻犾犻犮犻狋狔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厂家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商品名

Ｂｒａｎｄ

种植季节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

种植率／％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甜玉米Ｓｗｅｅｔｍａｉｚｅ 北京哈尼种苗有限公司 哈尼 冬、夏播玉米 ４９．６４

北京四海种业有限公司 菲尼克斯 冬、夏播玉米 １２．９５

云南王记彩云种业有限公司 库普拉９０２ 冬、夏播玉米 ８．６３

南京永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卡罗拉 冬、夏播玉米 ６．４７

昆明九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景彩 冬、夏播玉米 ５．７６

三北种业有限公司 双色先蜜 冬、夏播玉米 ５．０４

厦门农龙种苗有限公司 田蜜３号 冬、夏播玉米 ３．６０

— 瑞娜 冬、夏播玉米 ２．１６

厦门华泰五谷种苗有限公司 ＳＢＳ９０２ 冬、夏播玉米 １．４４

南京绿领种业有限公司 景甜６号 冬、夏播玉米 １．４４

厦门中田金品种苗有限公司 赣科甜３号 夏播玉米 １．４２

南京永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蜜月 夏播玉米 ０．７２

糯玉米 Ｗａｘｙｍａｉｚｅ 北京新中品开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紫２３号 夏播玉米 ２．１６

　　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株数占总玉米害虫发生株数

的９５．４１％，可以判断，２０１９年冬播甜糯玉米经农民

防治后发生最重的害虫为草地贪夜蛾，斜纹夜蛾次

之，发生较轻的害虫为亚洲玉米螟，调查中除１例甜

菜夜蛾为害３叶期玉米植株外，未观察到其他玉米

害虫发生的现象。

表２　玉米田主要害虫的种群密度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狅犳犿犪犼狅狉狆犲狊狋狊犻狀犿犪犻狕犲犳犻犲犾犱狊

玉米生育期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ｒｎ

虫株率／％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ｄｍａｉｚｅｐｌａｎｔｓ

草地贪夜蛾

犛．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斜纹夜蛾

犛．犾犻狋狌狉犪

亚洲玉米螟

犗．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

百株虫量／头Ｌａｒｖａｅｐｅｒ１００ｍａｉｚｅｐｌａｎｔｓ

草地贪夜蛾

犛．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斜纹夜蛾

犛．犾犻狋狌狉犪

亚洲玉米螟

犗．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

３叶期Ｔｈｒｅｅ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６．１±２．３）ｂＡ （０．３±０．５）ａＢ （０．１±０．２）ａＢ （１５．４±６．２）ａＡ （２．１±５．１）ａＢ （０．１±０．２）ａＢ

拔节期Ｊｏｉ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８．５±３．１）ａＡ （０．３±０．５）ａＢ （０．１±０．１）ａＢ （１３．７±７．０）ａＡ （０．５±１．６）ａＢ （０．０±０．１）ａＢ

大喇叭口期Ｌａｔｅｗｈｏｒｌｌｅａｖｅｓｔａｇｅ （９．７±３．０）ａＡ （０．６±０．４）ａＢ （０．０±０．１）ａＢ （１２．８±４．１）ａＡ （１．０±０．８）ａＢ （０．０±０．１）ａＢ

抽雄期Ｔａｓｓｅ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５．１±１．２）ｂＡ （０．４±０．６）ａＢ （０．０±０．１）ａＢ （５．８±２．１）ｂＡ （０．５±０．９）ａＢ （０．０±０．１）ａＢ

吐丝期Ｓｉｌｋ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４．３±１．６）ｂＡ （０．１±０．１）ａＢ （０．０±０．０）ａＢ （５．２±２．９）ｂＡ （０．０±０．０）ａＢ （０．０±０．０）ａＢ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差。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玉米不同生育期各指标差异显著（犘＜０．０５），同行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害虫

造成的虫株率或百株虫量差异显著。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ｄｍａｉｚｅｏｒｌａｒｖａｅｐｅｒ１００ｍａｉｚ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ｓｔ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０．０５）．

２．３　玉米害虫防治用药种类和防效的调查分析

调查显示，当地农民仅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玉米

害虫，没有其他防治手段。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瑞丽市

农户选用的杀虫剂种类较为单一，主要为高氯·甲

维盐、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维盐）和甲氰菊

酯３种杀虫剂。以高氯·甲维盐为有效成分的杀虫

剂中，调查仅见“勇搏”（广西贝嘉尔生物化学制品有

限公司）一种品牌。市场上甲维盐类杀虫剂品牌杂、

剂型多，有效成分含量多为５％，其中最常见品牌为

“农舟行”（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率

达５４．３１％。甲氰菊酯类杀虫剂多配合其他杀虫剂

使用，使用次数较少，且市场上品牌较单一（表３）。

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农户对该年度两季玉米使用

最多的杀虫剂类型均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使用率均大于６５％且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９年高

氯·甲维盐的使用率较２０１８年显著下降（犉＝４．３８８，

犘＜０．０５），仅个别农户选择使用甲氰菊酯杀虫剂（图

１ａ）。对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施药次数的频次统计图可

知，农户单季玉米的施药次数多为５～６次，相比于

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施药较少（＜５次）的农户数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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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较多（＞９次）的农户数量上升（图１ｂ）。

按当地每人每天工作８ｈ的劳动收入为１００

元，每６６７ｍ２玉米地单个农民的施药时间为３０ｍｉｎ

计算可得每次施药的劳动力成本约为６．２５元，施药

成本为农药费用和劳动力费用的总和，由此可知每

６６７ｍ２的施药成本（表４）。２０１８年冬、夏季甜玉米

的当季收购价格较低，分别为１５００元／ｔ和１２５０

元／ｔ，２０１９年冬、夏季甜玉米的当季收购价格分别提

高至４０００元／ｔ和３５００元／ｔ，由此可知农户的当季

收入。２０１９年农户较２０１８年同季度的施药次数和

施药成本均有一定增加，但产量无显著差异（犉＝

０．０６，犘＞０．０５），可以推断，草地贪夜蛾入侵对农户

玉米生产产生了一定影响，表现为施药次数和防治

成本的增加。

表３　瑞丽市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农户选用的杀虫剂种类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狌狊犲犱犫狔犳犪狉犿犲狉狊犻狀犚狌犻犾犻犮犻狋狔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杀虫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含量／％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商品名

Ｂｒａｎｄ

厂家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剂型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毒性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使用率／％

Ｕｓａｇｅｒａｔｅ

高氯·甲维盐

犾犪犿犫犱犪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高效氯氰菊酯４．２

甲维盐０．２　　　
勇搏

广西贝嘉尔生物化学

制品有限公司
乳油 中等毒 ２２．８４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５ 农舟行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微乳剂 低毒 ５４．３１

５ 万腾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
微乳剂 低毒 ９．４８

３ 标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微乳剂 低毒 ３．８８

５ 银锐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水分散

粒剂
低毒 ２．１６

５ 郎岈
甘肃华实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水分散

粒剂
低毒 ２．１６

５ 凯强
青岛凯源祥化工

有限公司

水分散

粒剂
中等毒 １．７２

５ 德丰富旗胜
河北军星生物化工

有限公司

水分散

粒剂
低毒 ０．４３

５ 领天下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

有限公司
乳油 低毒 ０．８６

甲氰菊酯

ｆｅｎｐｒｏｐａｔｈｒｉｎ
２０

Ｕｄｒａｇ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浙江省杭州宇龙

化工有限公司
乳油 中等毒 ０．８６

２０ 住友
浙江威尔达化工

有限公司
乳油 中等毒 １．７２

图１　瑞丽市农户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施药种类（犪）和施药次数（犫）分布

犉犻犵．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犪狀犱狊狆狉犪狔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犫）犫狔犳犪狉犿犲狉狊犻狀犚狌犻犾犻犮犻狋狔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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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瑞丽市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玉米季节性施药成本及生产效益

犜犪犫犾犲４　犛犲犪狊狅狀犪犾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狊狋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犲犫犲狀犲犳犻狋狅犳犮狅狉狀犻狀犚狌犻犾犻犮犻狋狔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类别

Ｔｙｐｅ

年份

Ｙｅａｒ

施药次数／次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ｉｍｅｓ

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施药成本／元·（６６７ｍ２）－１

Ｃｏｓｔ

当季收益／元·（６６７ｍ２）－１

Ｉｎｃｏｍｅ

冬播玉米 Ｗｉｎｔｅｒｍａｉｚｅ ２０１８ ５．５５±２．０８ ９５０．００±１６６．４６ ６１．７０±２７．４８ １４２５．００±２４９．６９

２０１９ ６．１３±２．４５ ９６１．２２±１５１．４７ ６８．３３±３０．８４ ３８４４．８８±６０５．８８

夏播玉米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２０１８ ６．２２±２．５１ ９９６．４３±１５８．２８ ７０．３５±３５．０６ １２９４．８０±２０５．７６

２０１９ ６．８３±３．１２ ９９５．９２±１６０．６７ ７５．０８±４０．３１ ３４８５．７２±５６２．３５

３　结论与讨论

草地贪夜蛾原生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广

泛分布于美洲各国的常发性害虫［１９２０］。已有报道表

明，草地贪夜蛾可与棉铃虫 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

（Ｈüｂｎｅｒ）、美洲棉铃虫犎．狕犲犪（Ｂｏｄｄｉｅ）和西部豆夜蛾

犛狋狉犻犪犮狅狊狋犪犪犾犫犻犮狅狊狋犪（Ｓｍｉｔｈ）等害虫在玉米田混合发生，

且更强的竞争优势使草地贪夜蛾对玉米种植业具有

更大的威胁［２１２２］。草地贪夜蛾入侵前，亚洲玉米螟是

我国玉米生产中最重要的生物胁迫问题，此外桃蛀螟

犆狅狀狅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棉铃虫、黏虫等为

害情况近年也呈加重趋势［１１］。草地贪夜蛾入侵后，

科研人员发现其与甜菜夜蛾犛．犲狓犻犵狌犪、斜纹夜蛾

犛．犾犻狋狌狉犪、黏虫、劳氏黏虫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犾狅狉犲狔犻 （Ｄｕ

ｐｏｎｃｈｅｌ）和棉铃虫在玉米田中可混合发生
［２３２４］，但

草地贪夜蛾的发生程度和范围均远超其他害虫。本

研究表明由于草地贪夜蛾具有较强的物种竞争能

力，已发展成为当地玉米田的优势害虫。亚洲玉米

螟、斜纹夜蛾、黏虫和地老虎等往年常发害虫在玉米

田中发生规模较小或基本没有发生，表明草地贪夜

蛾的入侵已对玉米害虫的种群结构和动态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２５２６］。

我国热带、南亚热带地区的海南、广东、广西、云

南和福建等省是草地贪夜蛾的周年发生区，冬季草

地贪夜蛾在该地区的玉米、甘蔗等作物田为害，春季

可随东亚和印度季风逐步迁入我国其他省份［２７２９］。

据估计，在不防治的情况下，草地贪夜蛾对我国玉米

的潜在经济损失总量可达３７５．６８亿～３２８３．４５亿

元［３０］。２０１９年草地贪夜蛾完成了在中国的入侵和

定殖过程，２０２０年开始将进入暴发为害阶段，我国

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工作将面临严峻的挑战［２９］。

对瑞丽市农户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杀虫剂的使用

种类和施药次数的调查显示，５％甲维盐是近两年来

农民最常使用的农药种类。草地贪夜蛾入侵后，对

高龄幼虫杀虫活性较低的高氯·甲维盐的市场占有

率逐渐降低，而甲维盐呈上升趋势，瑞丽市的一些农

药商店已仅销售甲维盐一种农药［１７，３１３２］。由于甲维

盐对意大利蜜蜂具有高毒性，农户在玉米抽雄吐丝

期频繁施用该药对蜜蜂的生存将造成严重威胁［３３］。

过度依赖单一化学杀虫剂还将导致害虫抗药性快速

上升，并引发害虫种群的再猖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至８０年代后期，农民过度依赖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等防治棉铃虫，最终导致９０年代初棉铃虫种群的暴

发，并由此带来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人畜农药中毒和

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２９］。

滇西是草地贪夜蛾缅甸虫源迁入我国的主要通

道之一，也是我国本土虫源的主要发源地。由于草

地贪夜蛾冬季主要在滇西南等玉米种植区繁殖，一

旦滇西等地草地贪夜蛾对甲维盐等主要防治用药产

生抗性，就会快速扩散至我国草地贪夜蛾主要发生

区，对全国性草地贪夜蛾的防控产生不利影响［２７，３４］。

目前，草地贪夜蛾已对４１种杀虫剂有效成分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抗性，若对目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高效

杀虫剂不进行合理的使用，草地贪夜蛾抗药性升高

后将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暴发为害［３４］。因此，对草地

贪夜蛾周年繁殖区种群的抗药性监测和抗性治理已

迫在眉睫。

我国早在１９７５年就确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病虫害防治方针，重大病虫害的防治必须走绿

色防治的道路。草地贪夜蛾的生物学习性、发生规

律、监测预警技术和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已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为应急防控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２９］。在

滇西玉米种植区，可采用灯诱、食诱和性诱技术最大

限度地降低成虫发生密度而降低田间幼虫量［３５３７］，

并利用生物农药如Ｂｔ杀虫剂等防治幼虫而减少甲

维盐等化学农药的使用量［３８］。草地贪夜蛾的绿色

防治还需要考虑天敌昆虫的调控功能，滇西地区生

物多样性丰富，天敌生物控害潜力大，需要加以保护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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