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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甲虫在吉林省发生的可能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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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 究 马 铃 薯 甲 虫 的 生 活 习 性 、危 害 、分 布 及 发 生 的 适 宜 条 件 ，是 防 止 该 害 虫 传 入 的 关 键 。吉 林 省

种 植 马 铃 薯 历 史 悠 久 ，常 年 播 种 面 积 "% 万 ’(% 以 上 ，我 省 东 部 与 国 外 该 害 虫 疫 区 相 距 较 近 ，疫 情 随 时 有 可

能 传 入 ，仅 对 此 疫 情 传 播 的 可 能 性 进 行 了 初 步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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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甲虫-!"#$%&’$()*( +","-.%&"($( !)./&0是一种国际性的植物检疫性害虫。此虫危害严重，传播

途径复杂，寄主范围广，生态适应性强。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的 %$ 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分布，目前

该害虫已横越俄罗斯大陆扩散到我省珲春对面的滨海边区西南部，随时有侵入我省的危险。

! 习性及危害

马铃薯甲虫是一种分布广、危害重的马铃薯害虫。成虫和幼虫贪食，均能取食寄主植物的叶片和

枝梢。卵产在叶片背部，幼虫孵化后即密集取食，随着幼虫长大危害日益 加 重 ，发 生 严 重 时 马 铃 薯 植

株 仅 残 留 基 部 ，造 成 马 铃 薯 减 产 #$123$1，严 重 的 地 方 甚 至 造 成 4$1的 产 量 损 失 和 绝 收 ，同 时 还 传

播马铃薯褐斑病及环腐病等病害。

" 分布范围

吉 林 省 位 于 东 经 "%$5#672"#45"47，北 纬 *$53%72*85"67，东 部 与 俄 罗 斯 的 滨 海 边 区 接 壤 ，而 该 区

西南部属于马铃薯甲虫的适宜生存区，相比之下，我省与该区地理纬度无大的差异。为了查清吉林省

内当前是否有该虫传入和发生，我们从 "44"2%$$* 年对省内的马铃薯种植区进行了重点调查，尚未发

现此虫。

# 适宜条件

该虫成虫飞翔活动温度在 "32%9:3;，且温度越高，成虫变得 越 活 跃 。 羽 化 的 成 虫 集 中 在 824 月

份，而这 * 个月正是吉林省温度最高月份，平均气温为 "4:6;，对成 虫 飞 翔 活 动 十 分 有 利 。 成 虫 可 在

+92+%";土壤中越冬，如遇恶劣寒冷条件，可延长休眠时间，少数达 #23 年。而我省最冷的月份!" 月

份&平均气温+"62+%$;，正处在马铃薯甲虫的适宜生活范围内。

$ 传播扩散

马铃薯甲虫现已蔓延到俄罗斯的滨海边区西南部，距珲春约 "$$ 多 <(，从历年风力和风向来看，

完全有可能随风传入我省的延边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省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人员往来日

益频繁，珲春口岸每天有几百辆汽车往返通过，这都为马铃薯甲虫的远距离传播提供了方便。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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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 页 #该 害 虫 每 头 雌 虫 平 均 一 次 产 卵 可 达 !"" 多 粒 ，在 温 度 #$%，相 对 湿 度 &"’()"’的 条 件

下，完成一个世代只需要 #"*) +。较强的适应性决定了该虫的危险性。马铃薯甲虫能在马铃薯等 ,$ 种

植物上取食，吉林省盛产马铃薯并且有此虫喜食的茄科和其他科植物分布 ，一 旦 传 入 ，就 会 由 于 失 去

了原有天敌的控制，势必造成猖獗危害。

通过上述对吉林省所处的地理位置、 寄 主 植 物 分 布 及 该 虫 传 播 途 径 等 诸 方 面 因 素 分 析 预 测 ，该

虫完全有进入并且定居在吉林省的可能性。鉴于马铃薯甲 虫 目 前 在 我 省 尚 未 发 现 ，所 以 最 有 效 而 经

济的防治措施就是加强植物检疫工作，禁止由发生马铃薯 甲 虫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引 种 马 铃 薯 和 其 他 寄 主

植物，严格检查来自俄罗斯和所有疫区的运输工具及农副产品，特别是植 物 及 其 产 品 ，发 现 疫 情 及 时

上报，并采取严格处理措施，就地扑灭。同时要在我省边境地区定期进行疫情调查，以便及早发现，及

时扑灭。

不 同 施 肥 水 平 和 施 药 次 数 的 穗 瘟 率 和 产 量

结 果-表 ,.表 明 ，在 同 等 肥 力 条 件 下 ，/ 次 施 药 处

理 的 小 区 穗 瘟 率 明 显 低 于 # 次 和 , 次 施 药 处 理

的 小 区 ； 产 量 结 果 显 示 ，/ 次 施 药 的 处 理 高 于 #
次和 , 次施药的处理。

不 同 肥 力 水 平 条 件 下 ，/ 次 施 药 处 理 小 区 的

产 量 ，随 施 肥 量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而 # 次 施 药 和 ,
次 施 药 处 理 的 小 区 ，当 纯 氮 超 过 ,$" 01 2 34# 时 ，

由于稻瘟病发生加重，产量下降。产量最高的是

5/ 区 -施 纯 氮 #," 01 2 34#， 施 / 次 药 .， 产 量 达

6 7,"*!$ 01 2 34#，其 次 是 8/ 区 -施 纯 氮 ,$" 01 2
34#，施 / 次药.，产量 达 $ 6&#*!" 01 2 34#，两 者 在

,’水平上差异显著，说明超产 # 号品种随着施肥量的增加，产量显著提高。处理 5#-施 纯 氮 #," 01 2
34#，施 # 次药. 产量仅为 ) 6&!*"" 01 2 34#，其穗瘟率为 77’，而 5/、8/ 处理区穗瘟率仅为 ,!’和

,/’；处理 5, 虽然施肥量高，但仅施 , 次药，穗瘟率高达 )/’，产量最低仅为 & /67*6! 01 2 34#。可见，

由于高氮肥水平下，穗瘟病情发生重，反而降低 了 产 量 。 穗 瘟 率 最 低 的 处 理 是 9/ 区 -施 纯 氮 ,#" 01 2
34#，施 / 次药.，穗瘟率仅为 ,’，但产量也较低，仅为 ) ,7$*!! 01 2 34#，这是由于施肥量偏少的所致。

" 小 结

水稻超产 # 号品种随着施氮肥水平的提高，产量增加，但稻瘟病发生严重，随着施氮肥水平增加，

发病程度随之加重。而随着施药次数的增加，对穗颈瘟的控制程度越明显，产量随着施肥量和施药次

数的增加而增加。说明，在稻瘟病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产量随着施氮肥 量 的 增 加 而 提 高 ；但 在 稻 瘟

病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随施氮肥量的增加，稻瘟病加重，产量反而降低。可见，掌握每个品种氮

肥的最高施用量标准，合理施肥并依据防治指标及时施药防治，可有效控 制 稻 瘟 病 发 生 ，达 到 该 品 种

的最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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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试验处理的穗瘟率和产量结果

试验处理 穗瘟率-’. 产量-01 2 34#. 显著性比较 ,’

5/ ,!*"" 6 7,"*!$ 9
8/ ,/*"" $ 6&#*!" >
8# 7,*"" $ ,7/*#" >8
5# 77*"" ) 6&!*"" >8
>/ 7*"" ) &7/*7" 8
># )*"" ) 7#7*#! 8
8, !6*"" ) /&)*$! 8
?0 !,*"" ) #/,*$" 8
9/ ,*"" ) ,7$*!! 85
9# #*"" ) "!"*"" 85
>, ,!*"" & $#7*!! 5
9, !*"" & !//*!! 5
5, )/*"" & /67*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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