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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食心虫预测预报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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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 结 了 国 内 大 豆 食 心 虫 预 测 预 报 的 研 究 和 应 用 进 展 。分 别 描 述 了 大 豆 食 心 虫 发 生 程 度 的 短 期 、

中 长 期 预 测 、防 治 适 期 预 测 、不 同 生 态 因 子 对 预 测 结 果 的 影 响 和 在 中 长 期 预 测 模 式 建 立 过 程 中 预 测 因 子 的

选 择 和 预 测 模 式 的 应 用 效 果 。 提 出 了 大 豆 食 心 虫 的 预 测 预 报 存 在 的 问 题 和 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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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食心虫-!"#$%&’&()*+ #,-.&’&()*",,+!./01(2属鳞翅目小卷蛾科，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以

东北和华北地区危害较为严重。大豆食心虫年发生 " 代，初孵幼虫在大豆鼓粒期入荚，老熟幼虫在大

豆成熟期脱荚。大豆食心虫的发生危害期随着各地大豆生长期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东北地区 3 月中旬

至 4 月上旬为 化 蛹 期 ，4 月 中 旬 为 成 虫 发 生 盛 期 ，4 月 中 下 旬 为 产 卵 盛 期 ，4 月 下 旬 为 幼 虫 入 荚 盛 期 ，

在 5 月 中 下 旬 为 老 熟 幼 虫 脱 荚 盛 期 。 山 东 和 安 徽 两 省 发 生 较 东 北 晚 "& 6 左 右 ， 湖 北 省 较 山 东 省 晚

"&7’& 6 左右。大豆食心虫生活史的取食阶段寄生在豆荚内直接蛀食大豆子粒，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

质，因此而受到重视。大豆食心虫的种群发生除了寄主的因素以外还受到诸多生态因子的影响，尤其

是其脱荚后至蛀荚前的脱离寄主生活的阶段，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大豆食心虫的种群密度，构成年度间

发生量和危害程度差异的主要条件，也使大豆食心虫灾害控制的预测预报环节显得尤为重要 -"2。

! 大豆食心虫发生程度的预测

!+! 大豆食心虫发生程度的短期预测

根据成虫的发生数量预测大豆食心虫的发生危害程度被认为是简便可行的方法。范遗恒等对大

豆食心虫成虫盛发期蛾量、虫食率和单位面积脱荚孔数进行了相关性测定，证明单位面积脱荚孔数与

当年虫食率相关极显著；成虫盛发期逐日累积的平均百米蛾量与虫食率相关亦极显著 -’2。大豆食心虫

从成虫羽化到老熟幼虫脱荚入土要经历成虫、卵和幼虫 $ 个虫态，这一阶段的气象条件对预测结果的

准确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成虫盛期遇暴风雨则危害减轻；卵的孵化也与温湿度有关，卵的正常

发育需要在 ’&7$&8和 3&97"&&9相对湿度条件下；温度对荚内幼虫的发育影响也很大，如果 4、5 月

份气温低，大豆贪青晚熟，荚内幼虫发育缓慢，幼虫脱荚少。制约大豆食 心 虫 正 常 发 育 减 轻 危 害 的 原

因还很多，例如一些抗虫品种可能使幼虫不能正常入荚而死亡，即提高了 幼 虫 的 入 荚 死 亡 率 ；大 豆 食

心虫产卵具有选择性，豆荚茸毛多的品种常比无茸毛的品种卵量多导致受害重；大豆食心虫的天敌种

类很多，田间常见寄生幼虫的有中华齿腿姬蜂!/*&01)%"*$0 .2&’"’0&0 302%"+4(和食心虫白茧蜂-/2+’"*)5
1)%+ 6,+’&7*)’0 !:;;1(2两 种 ，寄 生 率 较 高 ，种 群 数 量 大 的 年 份 对 大 豆 食 心 虫 具 有 明 显 的 控 制 作 用 ；大 豆

食心虫的食性单一，飞翔力弱，轮作可以减轻危害。

目前生产实践中对于大豆食心虫发生量 的 短 期 预 测 主 要 根 据 成 虫 发 生 数 量 ，充 分 考 虑 大 豆 栽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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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天敌发生水平，结合某些气象因素预报发生程度，确定是否防治。 有 证 据 显 示 ，在 成 虫 盛 期 无

连降大雨等异常气候条件出现的情况下，东北地区成虫盛期连续 ! " 累计百米#双行$蛾量大于 %&& 头

则可能造成 %&’以上的虫食率 (!)。

!"# 大豆食心虫发生程度的中长期预测

中长期预测主要基于大豆食心虫的幼虫化蛹及蛹羽化期之前的虫情及相关资料进行预测。这一

时期大豆食心虫的发育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在进行预测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制约因

素，特别是气象因素。近年研究比较多的中长期预测方法是在诸多虫情与环境影响因子中筛选适当的

预测因素，经运算建立预测预报模式。这些预测模式多根据一定区域范围的虫情及其相关因子取样数

据建立，虽然取样或者所选的预测因子各不相同， 但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实践意义的。

应用 %*+,-%**. 年黑 龙 江 省 双 城 市 大 豆 食 心 虫 危 害 情 况 等 历 史 资 料 为 基 础 建 立 的 预 测 模 式 ，采

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大豆食心虫的预报因子进行了优选。根据关联度的大小与聚类分析结果，认为上

一年 * 月中、下旬降雨量与大豆食心虫的发生关系密切，为最优因子，当 年 , 月 的 温 雨 系 数 这 个 因 子

也比较好 (/)；另一个预测模式对 %*,!-%*+! 年肇源县大豆食心虫发生情况与相应气 象 要 素 进 行 分 析 ，

所建预测式中的 ! 个预测因子分别是上年平均脱荚孔数#0%$、上年 * 月下旬降雨量#0.$和当年 , 月 上

中旬降雨量#0!$，这 ! 个因子同虫食率#1$均呈正相关 (2)。

吉林省比较典型的 . 个预测模式中，% 个通过对吉林市九站地区 .& 年大豆食心虫危害程度与温

度、降雨量的关系 因 素 的 分 析 选 择 ，以 大 豆 食 心 虫 从 化 蛹 至 产 卵 期 的 降 雨 量 与 日 平 均 气 温 比 值 #温 雨

系数$作为预测因子，并建立预测式：134.5,+6&5,%0，并 经 过 .& 年 的 资 料 检 验 证 明 ，所 得 预 测 值 与 实

测 值 基 本 相 符 ，历 史 符 合 率 较 高 (7)；另 外 % 个 是 运 用 吉 林 省 公 主 岭 市 连 续 %& 年 的 大 豆 食 心 虫 田 间 调

查 数 据 和 气 象 观 测 数 据 ，筛 选 出 与 大 豆 食 心 虫 发 生 程 度 密 切 相 关 的 上 年 单 位 面 积 脱 荚 孔 数 #0%$和 当

年 , 月份降雨量#0.$. 个因素作为预测因素，以大豆食心虫危害所造成的虫食率#1$作为预测目标，通

过计算建立回归方程：134.5!%, */6&5&++ ..20%6&5&/2 +/!0.，以此方 程 作 为 预 测 式 对 历 年 数 据 进 行

拟合，符合率在 *2’以上 (,)。另外，岳宗岱等人认为，, 月上、中旬温度和适宜降水量稍高有利于化蛹，

而认为 + 月 份 降 水 量 多 对 于 成 虫 的 羽 化 、产 卵 和 幼 虫 侵 入 不 利 ，* 月 温 度 高 、降 水 少 有 利 于 幼 虫 入 土

越冬 (+)，在进行大豆食心虫中长期预测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此处列举辽宁省的 / 个预测模式：根据 %*+%-%**& 年沈阳中心气象台气象数据和辽宁省大豆食

心虫测报站的虫情数据作相关分析，选取上年 *-%& 月份降雨量、%%-%. 月份和当年 %-! 月份降雨量

加 倍 值 ，然 后 逐 年 挑 选 , 个 月 中 ! 个 最 高 月 值 之 和 作 为 预 测 因 子 %#0%$，, 月 中 旬 至 + 月 上 旬 降 雨 量

作为预测因子 .#0.$，建立 预 测 式 ：13&5%./ +0%4&5&%2 ,0.4&5,!7 +，方 程 的 复 相 关 系 数 83&5*22 .，非

常 显 著 ，历 史 符 合 率 为 %&&’(*)；根 据 铁 岭 地 区 %*7/-%*,! 年 的 大 豆 食 心 虫 发 生 量 和 气 象 要 素 等 预 测

因 子 的 关 系 ，筛 选 上 年 平 均 脱 荚 孔 数 #0%$、上 年 *、%& 月 降 雨 量 #0.$和 当 年 , 月 降 雨 量 #0!$作 为 预 测 因

子建立预测式：134.5%,2 %%76&5!7+ 77! /0%6&5,&. ,7. 20.6&5*,7 *2+ *0!，以此预测式对多年数据进

行拟合，历史符合率在 *2’以上 (.)；在班显秀等人建立的预测式：134%*%5%.24%5%*!0%6&5*2!0.6&5.2!0!

中 将 当 年 % 月 份 平 均 最 低 气 温 #0%$、当 年 2-, 月 平 均 气 温 累 积 值 #0.$和 上 年 * 月 中 旬 降 雨 量 #0!$作 为

预测因子 (%&)，历史符合率较高；田正仁等人认为，大豆 食 心 虫 % 年 发 生 % 代 ，以 老 熟 幼 虫 越 冬 ，属 专 性

滞育害虫，经一定低温滞育得到活化而解除，因此，大豆食心虫发生量的预报因子主要作用于滞育

期，因此，% 月降水量和 % 月极端最低气温是主导因子 (%%)。

上述预测式中选取不同的因子对大豆食心虫发生进行预测，并在当地的实际应用中取得一定效

果。其中在所选的预测因子中，上年 * 月中、下旬降雨量、上年平均脱荚 孔 数 和 当 年 , 月 降 雨 量 ! 个

因子被应用比较多。

! 大豆食心虫的发生期和防治适期预测

大豆食心虫年发生仅 % 代，发生期随大豆生长期的差异而造成地域间略有不同，所以发生期并不

复杂，发生期预测的研究也较少。成虫的发生期预测主要通过对成虫羽化进度的调查来确定具体的时

! 期 %*高月波等：大豆食心虫预测预报的研究与应用



间，比较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定点接虫扣笼的办法调查成虫羽化进度，于上一年选定当地有代表性的地

块，在大豆刚成熟时割取大豆，定点堆放接虫，使幼虫蛀荚和脱荚。第 ! 年在接虫点扣笼，调查成虫羽

化高峰期，预测成虫盛期，从羽化高峰期推后 " # 便是成虫发生盛期的开始。成虫盛发期的成虫活动

和 分 布 有 其 特 点 ，当 田 间 蛾 量 突 增 ，甚 至 出 现 成 倍 剧 增 的 现 象 ，集 团 飞 翔 的 蛾 团 数 增 加 ，每 个 蛾 团 的

虫量较大，开始见到交尾，则表明成虫已进入盛期，当田间成虫性比接近 $%$ 时，田间蛾量分布比较均

匀，表示成虫已达高峰期，此时是防治成虫的最佳时期。另外通过虫态历期推算，成虫高峰期后 &’" #
便是幼虫入荚盛期，此时是幼虫防治适期。

虽然大豆食心虫发生期年度间变化不大，但影响发生期的因素也很多，其中害虫越冬蛰醒期(&
月 )降 雨 多 ，中 旬 雨 量 不 低 于 *+ ,,，下 旬 高 于 -+ ,,，而 一 日 内 降 雨 量 又 不 高 于 -+ ,,，这 样 的 年 份

食 心 虫 发 生 早 ；反 之 ，脱 荚 越 冬 期 雨 量 低 于 &+ ,,，积 温 高 于 .$/·#，醒 蛰 后 积 温 不 超 过 $$!/·#，化

蛹期雨量少，这样年份大豆食心虫发生晚。如果成虫羽化期特别干旱，有 降 低 羽 化 率 ，推 迟 发 生 期 的

作用 0$!1。另外，化蛹期和羽化期即 - 月下旬和 . 月上旬的 & # 平均气温与发生期呈负相关，即平均气

温越高，成虫盛发期越早 0$*1。由此可见，影响发生期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气象条件。一个发生期预测模式

中 ，将 - 月 平 均 气 温 、上 年 $$ 月 下 旬 平 均 气 温 、2 月 上 旬 平 均 气 温 和 上 年 $+ 月 下 旬 的 温 雨 系 数 作 为

主导因子，获得如下预测式：34*56"++ !7$6+++ 58$9+62$2 !8!7+6*!* 58*7+6""" !82，运用该预测式对

大豆食心虫成虫的发生期进行预测效果较好 0$$1。

! 结 语

大豆食心虫是发生频率高、危害难于控制、对大豆产量 和 质 量 带 来 直 接 危 害 的 害 虫 ，预 测 预 报 工

作主要由省级及其以下的测报站负责，各地应用的预测办法大同小异，特别是虫情来源的方式基本相

同，预测资料的统计分析或各地应用了不同预测模式，但预测效果相差不大。目前预测预报存在的主

要问题与其他害虫一样是基础虫情的取样范围和准确度。事实上，由于不同地区大豆栽培条件和其他

生态因子的差异，不同取样范围和方法获得的基础数据建立的预测模式对于大豆食心虫发生的预测

有 很 大 的 局 限 性 ，预 测 效 果 不 稳 定 的 现 象 还 是 存 在 的 :有 的 预 测 模 式 建 模 时 拟 合 率 很 高 :实 际 应 用 时

预测准确率降低得多 0$2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现代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预测预报中的应用受到关

注，但目前对于大豆食心虫预测预报的研究进展仅仅停留在计算机技术在基础数据分析环节的应用，

由此产生的效应是不同预测模式的产生，这对于生产实践是不够的。大豆食心虫的预测预报期待着操

作简便、预测准确的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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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矮化型，植株矮化不足 !" #$，叶片僵化狭窄畸形卷曲或全株黄萎，荚稀少而无毛；

% 级芽枯或矮化型，植株矮化不足 &" #$，顶端坏死，芽枯或畸形、僵化、黄萎、无荚或瘪荚。

病情指数计算公式：病情指数’ !(各级株数)相应级别*
调查总株数)% )+""

! 试验结果

!"# 存活力测定

从超低温冰箱中取出的 ! 种保藏期病毒叶片，经人工磨擦接种，植株均表现出典型的大豆花叶病

毒症状。说明超低温冰冻保存病毒，最长持续 , 个月，对病毒的存活力无影响。

!"! 毒力测定

大 豆 花 叶 病 毒 超 低 温 保 存 期 持 续 的 时 间 不

同，对发病程度有明显影响(表 +*。
表 + 数据表明，保存时间的长短与发病程度

的轻重呈负相关关系。保存时间越短，发病越重。

病毒的毒力强度是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而逐渐趋

弱减退的。保存 , -，病情指数平均为 .&/"，保存 +
个月，病情指数 降 低 到 01/"， 保 存 时 间 延 长 到 0
个月时，病情指数大幅度下降到 12/&。保存 , 个月时，病情指数已下降到 20/"。

" 结 论

超低温保存大豆花叶病毒叶片，在3.%4状态下，其毒力强度受保存时间的长短影响很大，保存时

间短毒力大，时间长毒力弱。

+ 个月以内的超低温保存期，能保持较强的病毒毒力，可以直接作为大豆花叶病毒毒源用于抗性

鉴定接种。

作抗病性鉴定所需毒源要求保存时间较长，在 .5, 个月期间。其毒力降低程度已不能满足鉴定

评价要求，不宜直接采用作为毒源使用。应在用于鉴定之前，先增加一次活体繁毒程序。在表现症状

的植株上采集典型病毒叶片，淘汰不显症的叶片，以提高毒源的毒力强度，保持致病力的相对一致

性，从而保证年度间抗病毒性鉴定评价的客观公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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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豆花叶病毒超低温保存不同时期对发病程度的影响

病毒保存期
病情指数

+ 2 & 平均

, 个月 2&/" 21/" &1/" 20/"
. 个月 &0/" &+/" 22/" &"/"
0 个月 1"/" 1./" &,/" 12/&
+ 个月 01/" .2/" %%/" 01/"
, - ,2/" ."/" 00/" .&/"

& 期 &0宋淑云等：大豆花叶病毒超低温保存对毒力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