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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粘虫种群发生动态
及其危害控制技术

郭明智 !，孙雅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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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 据 吉 林 省 粘 虫 发 生 危 害 期 的 部 分 田 间 调 查 结 果 、春 季 应 用 糖 醋 酒 诱 蛾 剂 获 得

的 地 面 测 蛾 量 的 数 据 及 吉 林 省 各 地 一 代 、二 代 粘 虫 发 生 危 害 的 记 录 ，阐 述 了 近 &% 年 吉 林 省

粘 虫 发 生 的 种 群 动 态 及 为 控 制 粘 虫 危 害 所 采 取 的 预 测 预 报 与 防 治 措 施 ， 提 出 了 控 制 粘 虫 危

害 急 需 改 进 的 技 术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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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虫在我国具有远距离迁飞、逐世代更换栖息地繁殖发生的习性，没有固定的滋生

基地，也没有大量集中越冬和越夏基地。季节性逐次发生危害的地区就是逐次成虫迁飞

的虫源区，而在时间上接续发生危害区就是新的迁入区。我国东部年度粘虫发生危害的

时 期 与 地 域 分 布 ：第 一 次 于 & 月 间 在 广 东 、福 建 和 浙 南 等 地 发 生 危 害 ；初 春 $,* 月 间 成

虫 北 迁 至 长 江 、淮 河 沿 岸 繁 殖 ，造 成 第 二 次 危 害 ；至 -,’ 月 间 羽 化 的 成 虫 再 向 北 迁 至 东

北，于 ’,. 月份幼虫发生，造成第三次危害，吉林省的一代粘虫就在其中，这一代粘虫在

吉林省的危害面积可以达到 ’. 万 /0&；至 .,1 月 间 成 虫 羽 化 南 迁 至 辽 宁 、河 北 、山 东 和

河南等地繁殖危害，有些年份吉林省也有一定面积的危害，形成省内二代粘虫。与吉林

省二代粘虫危害世代同期发生在各地的种群羽化的成虫于 2 月间南迁湖南、江西、福建

和广东等地发生危害。远距离迁飞使粘虫种群总是处于最适的生态环境中，目前还没有

根治的办法。本文根据粘虫常规测报调查数据及各地发生危害的记录，阐述吉林省近 &%
年的粘虫种群动态与控制粘虫危害的对策。

! 吉林省粘虫种群动态分析

!,! 春季迁入成虫及其繁殖的危害种群

综合吉林省粘虫种群发生的动态表现，认为一代粘虫属于长发性害虫，大发生年其

危害遍及全省各地，轻发生年局部地方种群密度也很高。分析最近 &% 年粘虫在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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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与危害，!" 世纪 #" 年代初的几年为重发生，此后种群密度波动较大，显示了几个

种群密度较高的年份。图 $ 是在长春市选择的 $ 个比较完整的测报站点数据，以每个春

季迁飞期 $" 夜最高诱蛾量的总和作为地面成虫种群数量的基础，比较年度间粘虫种群

发生的密度。

吉林省中 、 东 、 西 部 地 区 由 于 地 理 位

置、地形和植被等条件的差异，粘虫发生危

害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中部平原迁入粘

虫种群密度常较高，地面植 被 也 利 于 迁 入

种群的繁殖发生，这使四平、长春地区常常

成为吉林省的粘虫重危害区。表 $ 为 !" 个

测报点的高峰日诱蛾量和 $ 个 测 蛾 器 连 续

% 日 最 多 诱 蛾 量 以 比 较 吉 林 省 各 地 春 季 迁

入粘虫种群发生时期与密度的差异。

!"# 二代粘虫的发生

吉林省一 代 成 虫 地 面 活 动 种 群 数 量 与

二代幼虫危害种群发生的密 度 并 无 明 显 的

相关性，年度间与地区间种 群 发 生 也 无 规

律。综合分析田间调查结果，认为吉林省二

代 粘 虫 的 危 害 种 群 为 偶 发 性 和 不 均 匀 分

布。!" 世纪 &" 年代后期至 #" 年早期的几

年二代粘虫在吉林省发生严重。如 $’#$ 年

为 重 发 生 年 ， 全 省 损 失 惨 重 ；#" 年 代 后 期

以来，吉林省二代粘虫发生不普遍，仅少数

年份局部地方出现严重危害。

! 控制粘虫危害的工作回顾与发展

#"! 预测预报工作的回顾

粘虫成虫昼伏夜出，幼虫白天也较隐蔽，低龄幼虫在田间不易被发现。一般来说，能

够看见粘虫取食并将植物叶片吃出缺刻时，幼虫已经进入暴食期。成虫的远距离迁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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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 春 季 粘 虫 迁 飞 期 地 面 诱 蛾 量)长 春*

表 ! 吉林省 !$%& 年春季粘虫测蛾量记录

测蛾地点

高峰日及诱蛾量 连续 % 日最多诱蛾量

日期 诱蛾量 日期 诱蛾量

(月·日) (头) (月·日) (头)

镇赉县 *·& !#& *·% + *·’ *&,
大安县 *·* ,’" *·, + *·& ’$,
白城市 *·# ,!& *·% + *·’ ’,!
通榆县 *·% $-’ *·% + *·’ -$,
扶余县 *·- *"’ *·-+ *·# $ !-#
公主岭 *·$" $ ,’# *·&+ *·$$ - *$,
东辽县 *·$% !"! *·$, + *·$& ,#$
榆树县 *·& ,%’ *·% + *·’ $ $#"
德惠县 *·- #$" *·$ + *·% $ ,"-
农安县 *·, &"" *·, + *·& ! "$*
九台县 %·," $’’ *·, + *·& %#!
长春市 *·, $ !%’ %·,$ + *·- , -&"
永吉县 *·$& --% *·$% + *·$’ $ !!*
蛟河县 *·$* $"% *·$, + *·$& ,",
华甸县 *·! $*" *·! + *·* -’#
通化县 *·- !# *·- + *·# %&
长白县 *·$# $# *·$* + *·!" ,!
敦化县 *·% %# *·* + *·’ $%,
龙井县 *·$% $%- *·$% + *·$’ ,"%
汪清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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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迁入区的突然发生、低龄幼虫的隐蔽性和大龄幼虫的食量陡增极易形成暴发性危害，

这使预测预报成为控制粘虫危害的关键。吉林省粘虫的预测预报工作起步较早，省农科

院 植 保 所 从 !"#" 年 起 就 在 东 北 粘 虫 发 生 的 同 时 以 当 地 测 蛾 量 和 幼 虫 密 度 的 调 查 结 果

进行部分粘虫发生期和发生量的预测预报，!"$% 年全 省 范 围 试 行 预 测 预 报 。!"&% 年 东

北三省的植保科技人员合作，根据粘虫虫源区的种群密度，开展迁入区粘虫发生的异地

预测预报。’( 世纪 )( 年代后期，农业部建立了全国病虫测报总站，形成全国性的农业病

虫害预测预报网，制定了粘虫各世代的预测预报办法，并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规

范化的粘虫预测预报的操作技术。!")# 年吉林省农业厅委托省农科院植保所在全省各

市 、县 建 立 粘 虫 的 测 报 与 虫 情 调 查 站 *点 +!%( 余 个 ，!",( 年 建 立 了 省 测 报 站 ，此 后 ，粘 虫

的预测预报由省测报站负责。目前，吉林省仍保留省级测报与虫 情 调 查 站 *点 +)( 余 个 ，

部级测报与虫情调查站*点+# 个，各级测报站按常规测报办法逐 年 预 测 预 报 粘 虫 的 发 生

时期、程度和区域范围，以指导防治。以春季世代粘虫发生预测为例，农业部测报总站根

据虫源区全国一代粘虫发生的残虫量，综合分析粘虫迁入区的作物生长、气象预报等相

关因子 ， 于 每 年 $ 月 份 对 迁 入 区 大 范 围 *包 括 北 方 , 个 省 区 +粘 虫 发 生 趋 势 做 出 长 期 预

报。省测报站参照农业部的长期预报和省内测报网点的田间诱蛾数据、作物苗情、天气

趋势预报等综合分析，于 & 月中旬发布中期预报，各市、 县测报站除了为省测报网提供

田 间 调 查 数 据 外 ，也 进 行 本 地 发 生 的 中 期 预 报 ，并 根 据 田 间 幼 虫 发 生 的 调 查 数 据 ，发 布

短期预报，直接指导防治。

!"! 防治技术的发展

粘虫年年发生，但年度间发生的种群密度与危害程度差异很大。吉林省春季世代大

发生年的频率约为 %(-。一代幼虫五六龄期正值谷子、玉米和高粱苗期，叶片常被吃光，

减产可达 ’(-，严重者颗粒无收；小麦被害正值灌浆期，粘虫吃光叶片后再取食麦芒、麦

粒，甚至咬断麦穗，造成小麦减产并影响品质。秋季世代的幼虫危害期为谷子、玉米、高

粱和水稻灌浆期，幼虫取食叶片乃至果穗，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

化学防治是控制粘虫危害的主要措施，所有具有胃毒、触杀作用的杀虫剂几乎都可

用来防治粘虫。)( 年代以前以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氯类和敌敌畏等有机磷类为主；,(
年代以后主要应用有机磷类与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及其复配剂，昆虫几丁质合成抑制

剂类如灭幼脲等应用也较广泛。一般来说，只要防治适时，施药方法得当，这些药剂均可

控制危害。生产实践中也采用田间锄草灭卵及人工捕杀大龄幼虫等方法减轻部分危害。

! 关于粘虫综合治理策略的讨论

我 国 粘 虫 的 越 冬 、迁 飞 、发 生 规 律 研 究 比 较 多 ，在 此 基 础 上 建 立 的 全 国 范 围 的 预 测

预报网系统积累了多年的预测预报和防治经验，开发了多种对控制粘虫危害有效的杀

虫剂。’( 世纪 ,( 年代后期以来，在华南的第一次发生区冬小麦种植面积大大减少，粘虫

发生范围缩小，第二次发生区华中、华东一带虫源相对减少，危害减轻，因而控制了一部

分迁入东北的虫源。目前应用的粘虫预测预报和防治办法是经过多年科学研究总结制

定的，又经过多年实践的检验。但是，这些方法主要建立在 ’( 世纪 )( 年代以前的生产

力发展水平上，进入 ’! 世纪，农业生产结构已有很大变化，而粘虫危害控制对策的调整

还很有限。

现行预测预报的第一手材料来源于田间虫情调查数据，调查要求地域广阔、数据准

确，田间劳动量很大。吉林省各测报站*点 +的田间虫情调查包括春季世代测蛾器诱蛾量

’#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卷



与雌蛾解剖、草把卵量、幼虫调查、天敌调查和入土残虫数量调查等；秋季调查包括世代

杨树枝把诱蛾与雌蛾解剖、田间查卵、幼虫调查、天敌调查和残虫调查等。从 ! 月 "# 日$
% 月 &# 日每天都有一个或几个田间调查项目，这就是预测预报的基础虫情数据来源。最

近 几 年 农 业 部 农 作 物 病 虫 测 报 站 正 努 力 加 强 计 算 机 和 互 联 网 在 测 报 工 作 中 的 应 用 ，各

省和部分基层测报站也配置了计算机并与网络相接，数据处理和传输的速度已经有了

很大提高，而测报用的基础虫情数据仍然来自原有测报办法的人工田间调查。显然，现

行害虫预测预报的数据调查方法及其准确程度制约着测报的适时性与可信度。目前吉

林省来自基层的测报调查数据的传递方式仍以信件邮寄为主，电话为补充；发报主要以

文件形式通过邮电系统传递，电视、互联网作为补充。最近 &# 年来，随着商品经济和社

会的快速发展，全省乃至全国范围的害虫预测预报系统正面临改革的关键时期。就粘虫

而言，测报虫情调查的方式应该是改革的迫切问题。在农业害虫的预测预报方面，包括

雷达、’() 和 ’*) 等技术都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而将这些现 代 技 术 应 用 于 全 国 范 围 的

预测预报网系统还有很多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方面的工作要做。

许多有效的杀虫剂是能够控制危害的。然而，即使在中等发生年，仍然有局部严重

危害发生，造成危害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有效的防治时机或用药不合理。田间发生粘

虫的防治指标和防治方法的试验研究多为 &# 世纪 %# 年代以前的，而此 后 农 业 发 展 的

格局和农田植被及农药品种都发生很大变化，某些防治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控制粘虫危

害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吉林省二代粘虫对玉米田的危害至今没有明确的调查方法、防治

指标与规范化的防治技术。粘虫防治多在幼虫期施用化学农药，幼虫 + 龄以前的取食量

占 整 个 虫 期 的 !,，! 龄 期 占 "!,，- 龄 期 占 %#,，故 一 般 防 治 期 应 在 + 龄 前 ，即 控 制 在

暴食期以前。由于成虫羽化、 迁飞、产卵时期的差异及幼虫发育生境的影响，幼虫的龄

期不会很整齐。一般来说，作用比较缓慢的杀虫剂，如灭幼脲类应在 &$. 龄盛期施药；有

机磷类、拟除虫菊酯类应在 . 龄盛期施药。如果防治不及时，幼虫进入 + 龄以后不仅取

食量猛增，而且大龄幼虫的耐药力强，其危害不易控制。不同药剂的施药方法对防治效

果也有直接影响。控制粘虫危害的技术措施要根据科技水平的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的变

化不断改进和更新，化学农药应用时不仅要考虑到控制危害，还要兼顾不污染农业产

品、保护环境和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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