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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速玉米螟生物防治产业化的初步设想

刘洪涛�卢宗志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136100）

摘　要：论述了玉米螟生物防治的地位、生物防螟产业化的基础和条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玉米螟生防产业化的模式及实施产业化应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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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的第三大粮食作物�也是我省最重要的支柱作物。玉米的收成如何对我省乃至全国的国
计民生都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玉米螟是我国玉米上分布最广、发生频率高、危害最严重、损失最大的
一种害虫。仅在吉林省大发生年�发生面积高达166∙7万 hm2�占全省玉米种植面积70％以上�因其危害
损失玉米可达15～20亿 kg�价值人民币15～20亿元。全国每年玉米螟发生面积约666∙7万 hm2�成为我国
玉米产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对于玉米螟的防治�经多年研究已提出了多项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例如�化学防治、性诱剂、耐虫品
种、灯光诱蛾和生物防治等。这些措施对控制玉米螟的危害�保证玉米生产的安全都起过重要作用。从生
态农业和持续农业的观点看�赤眼蜂、白僵菌等生物技术防螟则显得更加重要�更有生命力。但是生物技
术无论是繁殖生产�还是推广应用�技术要求都比较高�而目前从研究上和应用上都存在不少问题。这些
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实施产业化的途径来解决。本文就生物防治的地位和作用、产业化的条件和路子
及产业化应着重解决的问题加以论述�供有关方面参考。
1　生物防治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和数十年的应用实践证明�白僵菌、赤眼蜂等生防技术�具有多种作用�在防螟技
术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1　寄生范围广�防治对象多

白僵菌是一种应用范围较广的嗜虫性真菌�寄生昆虫多达5个目4个科200种以上。利用白僵菌可
以防治玉米螟、松毛虫、三化螟、稻叶蝉、甜菜象虫甲以及地下害虫蛴螬等农林害虫。赤眼蜂属于卵寄生蜂�
是防治害虫比较多的一类天敌。对玉米螟、水稻螟虫、松毛虫、大豆食心虫、棉铃虫等20多种农、林、菜害
虫都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1∙2　防治效果好

在防治区内采取多年连片防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据吉林省植保站1986～1994年统计�近200
万 hm2大面积施放赤眼蜂防治结果证明�平均螟卵寄生率71∙8％�被害率降低61∙4％�平均百株螟虫可减
少73∙4％；北京市密云县连续18年以蜂治螟�玉米被害株率由96％下降至9％。据徐庆丰1984年报道�用
白僵菌菌粉与沙子混合撒入玉米心叶进行防治效果可达80％～96％；白僵菌封垛�垛内幼虫寄生率为
80％～86％�降低田间虫量50％～70％�对蛴螬也有60％～70％的防效。
1∙3　推广面积大�经济效益显著

在“七五”至“八五”期间�我省应用赤眼蜂、白僵菌治螟取得了较大进展。1987～1996年赤眼蜂全省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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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推广面积达到252∙5万 hm2�约总共减少玉米损失13∙3亿 kg�价值人民币10～15亿元。我国应用白僵菌
防治害虫面积最高年份达200万 hm2。由于工业化生产技术取得突破�我省白僵菌治螟已走出低谷�开始
回升�近两年累计推广面积达13∙3万 hm2。
1∙4　生物防治没有不良的副作用�可以长期有效地控制危害

利用赤眼蜂等天敌生物防治玉米螟等害虫�不污染环境�对人、畜、植物都很安全�对其它益虫无害�对
害虫不产生抗药性。由于天敌生物来自自然�又回到自然�通过传播和繁殖�在田间的群体数量不断增加�
提高自然寄生率�可以长期有效地控制害虫的危害�起到其他技术措施起不到的预防作用。
2　玉米螟生物防治产业化的基础和路子
2∙1　玉米螟生物防治产业化的基础

经过数十年研究和应用的实践�实施产业化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2∙1∙1　生产应用技术比较成熟

白僵菌工厂化生产技术在土法生产的基地上�经“七五”和“八五”攻关�技术上已经成熟�每克活孢子
数量由100个亿达到1000个亿�而且质量稳定�可以配制成粉剂、可湿性粉剂、颗粒剂多种剂型�多种方式
使用。赤眼蜂的繁殖技术�无论大卵繁蜂还是小卵繁蜂技术都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卵繁蜂技术已十分成
熟�并形成了繁、存、施一整套技术。
2∙1∙2　形成了研究、生产、推广体系

从中央到省、市都有相应的赤眼蜂、白僵菌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解决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省、地、
县、乡都有一批热心于生物防螟技术推广的机构和技术人员；省里建立了赤眼蜂卵卡质量检查监督机构和
质量标准。
2∙1∙3　生物防螟技术已为广大农户所接受

通过20多年的反复推广�生物防螟技术已被群众所掌握�防效和生态效益已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认
可�所以生防面积在逐年增加。从70年代至今�已坚持廿多年不衰�表现了很强的生命力。
2∙1∙4　市场潜力大�前景广阔

产业化成败的关键在市场。我国玉米种植面积大�玉米螟发生面积大�发生频率高�10年来�平均每
两年严重发生一次�危害严重�损失率可达10％～50％。因此�生防天敌产品市场需求量大。
2∙2　玉米螟生防产业化的路子

目前玉米螟生防产业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基础研究还比较薄
弱；二是规模小、厂点多而分散；三是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稳定；四是市场混乱无序等�使生物防治多次出
现大起大落。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生防步入生产规模化、规范化�产品标准化的轨道�必须走产业化的道
路。生防产业化必须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农户为基础�大力培育和开拓省内外市场�建立骨干企业�组成
生防集团�健全上下纵横完整的推广销售服务体系�连接千家万户�实现产加销、科工贸、农科教紧密结合
的一体化�达到促进科研、企业和农户经济效益的全面增长�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
3　玉米螟生物防治产业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产业化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速生物防螟技术的发展也必须走产业化道路。但是产业
化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了一些产业化的基础和条件�仍然面临着技术和设备落后、资金短缺、法制法律不健
全以及农民素质不高等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进行生物防治产业化。
3∙1　要不断地加强生防科技进步

生物防治是属于高科技范畴�是科技含量高、科学性很强的领域。我们既要看到所取得的成绩�又必
须看到在此领域与先进水平的差距。有些技术还不能适应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大研究力度�突破技
术难点�不断地为生防产业化提供新的成熟的实用科技成果�提高生物天敌产品的质量和应用技术�进一
步提高防治效果和降低成本。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产业化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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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断提高生产、销售服务人员和农民的整体素质
一项好的先进的技术成果能不能转化为好的产品�能不能在生产上发挥其作用�决定于生产加工、售

后服务人员和使用者的素质。因此�必须在人员培训上下功夫�长期坚持下去�提高整体素质。
3∙3　树立重信誉、守合同的法制观念

不重信誉、不信守合同、弄虚作假、假冒伪劣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大弊端�严重干扰破坏了正常经
济秩序。加强法制教育�打击不法行为�树立重信誉、守合同的法制观念�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保证
生防产业化有序地运行。
3∙4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筹建生防骨干企业

针对设备陈旧落后�厂点规模小而重复分散等问题�必须筹建生防骨干企业。资金来源主要通过招商
引资、社会融资、贷款来解决。但在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投入一部分无偿资金�给予扶持是十
分必要的。
3∙5　加强领导�从政策上给予优惠

生防产业化涉及科研、生产与推广�工业、农业与贸易�城市与乡村�是多层次复杂的联动工程。处于
设计起步阶段�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加强领导�多做协调工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税收、资金上给予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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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3页）虫口密度也有所下降�但与处理间存在明显差异。连续第二次施药：20％百虫杀 EC500倍
液、1000倍液的防效分别为93∙8％和94∙0％�40％－扫除 EC 的防效为94∙5％�明显高于百虫杀2000倍液
和35％阿维辛乳油1500倍液（表1）。

表1　不同杀虫剂对拉美斑潜蝇的防治效果
处理药剂

名　称 浓度（倍液）
施 药 前

虫口基数

（头／10株）

第一次施药后3d 第二次施药后3d
虫口数量
（头／10株）

校正防效
（％）

虫口数量
（头／10株）

校正防效
（％）

20％百虫杀 EC 　500 77∙3 14∙0 78∙2 3∙3 93∙8
20％百虫杀 EC 1000 86∙3 12∙0 83∙3 3∙3 94∙0
20％百虫杀 EC 2000 67∙0 19∙0 65∙8 4∙6 90∙1
40％一扫除 EC 1500 85∙0 19∙6 72∙2 3∙3 94∙5
35％阿维辛乳油 EC 1500 74∙0 23∙3 62∙1 6∙3 86∙7
清水对照 75∙3 62∙0

3　结　论
20％百虫杀 EC1000倍液和40％一扫除 EC1500倍液对拉美斑潜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保护地内要严控拉美斑潜蝇必须施药两次以上（本试验施药两次最高防效仅为94∙5％）�一次用药很

难达到防控目的。在药剂防治的同时�必须对寄主残体进行深埋或焚烧处理�从而有效地防止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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