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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水象甲的扩散原因及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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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稻 水 象 甲 是 一 种 危 险 的 检 疫 性 害 虫 "自 1993 年 迁 入 我 省 以 来 "发 生 面 积 扩 展 迅 速 "发 生 程 度 逐

年 加 重$ 究 其 原 因"是 由 于 该 虫 具 很 强 的 抗 逆 性 和 适 应 性"且 食 性 庞 杂"成 虫 既 可 随 气 流 传 播"也 可 随 水 流 传

播$ 而 且"该 虫 还 可 行 孤 雌 生 殖"只 要 有 一 头 雌 虫 即 可 建 立 种 群"很 难 控 制$ 防 治 上 应 提 倡 采 取 综 合 性 措 施"

化 防 时 应 倡 导 群 防%联 防"统 一 防 治 防 止 扩 散"这 样 才 能 更 加 有 效 地 控 制 其 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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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水 象 甲 为 外 来 物 种"1988 年 传 入 我 国"最 早 的 虫 源 地 是 河 北 省 唐 山"1989!1991 年 间"国 家 共

投入了 1 500 万元的专项经费"也没能控制其扩散$ 吉林省的初次虫源地为集安县"是 1993 年从朝鲜

迁入的$ 随后的几年里"在吉林省的一些稻区"陆续发现了稻水象甲踪迹"发生面积也在逐年扩大$ 究

竟是什么原因使稻水象甲这样难以控制"而且扩散的如此迅速$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几年 的研

究"发现 该虫具有一 些比较特 殊的习性"该 虫适应性强"食性庞杂"不 但取食单子 叶 植 物"而 且 还 取 食

双子叶植物"食物来源广$ 成虫可长时间在水中活动"幼虫期全部在水下的土壤中生活"天敌很少$ 最

重要的是雌性成虫具有孤雌生殖能力"只要有一头雌虫传入某地"即可独立完成繁殖建立种群$

1 扩散原因

1.1 迁移习性

稻水象甲成虫的飞翔能力不是很强"自主飞行能力较差"迁移活动主要靠气流运行$据资料记载"
该虫可借气流 1 次迁移 10 000 m 以 上距离$ 而且"成虫可长时 间在水中活 动"也可随 水流进行迁 移$
稻水象甲 每年有两次 迁移过程"第 1 次是在春 季"越冬成虫 从越冬 场 所 向 稻 田 的 迁 移"这 个 时 间 在 当

地大 致是 5 月中旬 至 6 月中旬$ 第 2 次迁移是在 秋季"成虫羽 化后"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取 食"当 飞 行 肌

发育完成 后"即开始成 批向越冬 地迁移"准备 越冬"这次迁 移的时 间 大 致 在 9 月 份$ 这 批 成 虫 绝 大 部

分迁移 到山上越冬"也有一些起 飞不成功或 飞行能力 较弱的个体"则 滞 留 在 田 埂 上%水 渠 道 边 及 一 些

离水田较近场所的表土内越冬$
1.2 繁殖方式

稻水象甲有多个种型"在中国及整个亚洲所发生的均为同一种型"该种象甲目前还 没有发现雄 性

成虫(仅据江西省的一篇网上资料称发现过雄性成虫)$ 孤雌生殖是该害虫的主要特性$ 近年来"该虫

的迅速传播与它繁殖方式关系很大$稻水象甲的一生可产下 60"80 粒卵$而且卵的孵化率很高"平均

可达 95%#100%$ 原因是稻水象甲是外来物种"天敌很少"特别是寄生性 天敌更少"它的卵寄生 率几

乎为零"所以繁殖迅速$ 由于具有孤雌生殖这一独特习性"传播扩散比较难以控制$
1.3 庞杂的食性

稻水象甲的寄主主要是水稻"同时也可取食其它多种植物$ 据调查及查阅有关资料"目前有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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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植物有禾本科!莎草科!眼子菜科!泽泻科!香蒲科!鸭跖草科和灯心草科等 7 科 56 种之多" 发生

季节在玉米 田!谷子田及 一些禾本科 杂草上#均可 采到稻水象 甲的 成 虫" 由 于 其 庞 杂 的 食 性#使 其 在

跨区域传播时#不会因食物短缺而影响繁殖" 这一特性也使稻水象甲在整个发育期内#都能 很容易地

得到营养丰富的食料#并可有选择地进行取食"
1.4 缺少天敌

稻水象甲是 外来物种#迁 入当地的时 间比较短#自 然 界 的 天 敌 种 群 还 没 有 建 立 起 来#因 而 天 敌 很

少" 而且#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仅成虫期是在水上危害#卵期!幼虫期及蛹均在水下生活" 这样就没有

任何机会留给寄生类天敌#如寄生蜂类及寄生蝇类等#因而#稻水象甲卵的孵化率相当高#几乎可达到

100%#这也是该虫扩散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 成虫的天 敌目前也比 较少#据调 查#仅发现蛙 类和鱼类

(稻田养鱼田块)捕食象甲成虫#另外在一些稻田养鸭的地块#鸭也捕食成虫"

2 防治策略

2.1 农业防治

2.1.1 清除杂草

稻水象甲越冬成虫从越冬地迁出后#首先要在田边!沟边!水渠道边的杂草上取食一段时间#待插

秧后才开始向稻田迁移" 所以#清除水田边及水渠道边的杂草#可以破坏其生活环境#减少一部分虫口"
2.1.2 水层管理

成虫产卵时有选择深水层田块产卵的习性#因为 虫卵一般都 产在离水 面 1 cm 左右的水 下叶鞘组

织内#待幼虫孵出后#即延茎秆向下钻入土中取食根系" 经调查发现#浅水田块落卵量少于深水田块#
缺水田块很难找到卵块" 所以#在 6 月份采取浅水管理#控制水深#可以减少落卵量#降低虫口密度" 6

月下旬如果排水晒田几次#可以降低幼虫的成活率"
2.2 物理防治

2.2.1 灯光诱杀

稻水象甲的成虫具有较强的趋光习性#春!秋两季设灯#可诱杀大量成虫"可用来诱杀害虫的灯具

种类有高压 汞灯!黑光灯!频振式杀虫 灯以及白炽 灯" 白炽灯比 较 简 便 易 行#在 村 屯 附 近 设 置 可 同 时

诱杀多种 害虫#但诱杀 稻水象甲 成虫的效果 低于另外 3 种 灯具" 一 些 在 稻 田 养 鱼!养 蟹!养 鸭 的 绿 色

稻米生 产基地#因不 能使用农药 杀虫#设灯诱 杀成虫也 可以作为一 项 防 治 稻 水 象 甲 的 重 要 措 施#同 时

还可以诱杀二化螟!负泥虫等害虫#诱集到的害虫可以喂鱼!鸭等"
2.2.2 食饵诱杀

很多昆虫对某些物质具有特殊的趋向性"据江西省的有关研究认为#稻水象甲的成虫对糖醋酒的

混合气味有很强的趋向性"他们用糖醋草把诱杀成虫#效果非常明显#防效可达!"#以上"具体做法是

将酒!糖!醋 !水 按$!%!&!$"的比例配 成糖液备用#同时加入适 量杀虫剂#再 将稻草或 麦草扎成’" ()左 右

长的小草把#草把再捆在’" ()左右长的小木棍上备用"使用时将草把洒上配好的糖醋液体#然后插入

水中#每公顷插’""个左右#草把下端与稻苗接近" 傍晚插#早上拔出草把扑杀 成虫#如此’"& *即 可基

本控制危害" 建议在稻田养鱼!养蟹!养鸭的绿色稻米生产基地#可用这种方法诱杀稻水象甲成虫"
2.3 化学防治

2.3.1 防治适期

目前#防治稻水象甲还是以化学防治为主要手段"在施药防治时#施药的时期非常关键"因为成虫

向稻田迁移的时间拖得较长#从越冬成虫开始迁入#到结束大约有 1 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随时

都有成虫迁入" 所以#施药防治应选择最佳时机#这样才能减少用药次数#增加防治效果" 研究认为#
防治成虫的最佳时期应在迁入高峰期#防治幼虫的最佳时期应在孵化高峰期" 因而#在吉林省东 部稻

区#防治成虫应在 5 月末至 6 月初#防治幼虫应在 6 月中!下旬" 在防治幼虫时最好选用对成虫!幼虫

都有效的药剂#如甲基异柳磷和三唑磷等"
2.3.2 防治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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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稻水象 甲的药剂品 种比较多!以 下几种是比 较常用的药 剂" 20%三 唑 磷 乳 油#50%倍 硫 磷 乳

油和 40%水胺 硫磷每公顷 用量均为 1 500 mL#5%锐 劲 特 乳 油 公 顷 750 mL#25%阿 克 泰 水 分 散 粒 剂 公

顷 30!60 g#50%稻乐丰每公顷 7 500 mL!以上药剂对水 750"900 kg 喷雾" 另外!一些混配剂如 28%

高渗稻乐丰#20%象甲净#35%克甲螟乳油等都有很好的防效"

3 测报与检疫

关于稻水象甲的测报问题!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具体方法! 因为稻水 象甲的越冬 场所非常复

杂!很难调查到有代表性的越冬虫量" 但目前的测报调查还是多采用越冬虫量调查!方法是在 其越冬

场 所 进 行 多 点 采 集!每 点 取 样 面 积 1#2 m2!将 表 土 及 杂 草 经 过 筛 或 水 洗 采 集 越 冬 成 虫!计 算 每 平 方

米成虫量!用以预测发生程度" 这种方法也不太准确!取样很难有代表性!因为调查时发现!该虫成虫

与水稻负泥虫的越冬方式相近!有集团越冬现象" 有时一个点就可采到很多成虫!有时多个点也 采不

到一头" 具体的测报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稻水象甲的 检疫工作非 常重要!我们 认为!对 该 虫 的 检 疫 工 作 应 像 对 几 年 前 的 美 国 白 蛾 一 样!在

疫区进行严防死打!严格控制" 特别是疫区的稻草#草制品!以及用稻草作包装物或填充物!都可能将

稻水象甲成虫带出疫区" 据资料介绍!日本的稻水象甲初次虫源就是因美国军舰所携带的稻草!将稻

水象甲随船携带到日本!并在日本繁殖蔓延!之后又传入韩国#朝鲜乃至我国的集安"可见疫区的稻草

运输是一种很重要的传播途径!应严格把关!控制外运"疫区的粮食外运也应严格管理!要经过检疫部

门的检疫方可放行!严格控制不经过检疫部门的私自调运!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人为传播"

4 结 语

稻水象甲是 一种非常危 险 的 检 疫 性 害 虫!传 入 我 省 已 有 10 余 年!尽 管 这 些 年 来 各 地 采 取 了 很 多

措施!但一直未能控制其继续扩散" 目前!在我省的东部稻区几乎都有该虫的分布" 通过 几年来对 其

扩散原因的研究认为!稻水象甲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在各地传播扩散!主要是因为该虫具有 一定的迁

移 能力和食 性庞杂!而且 自然界天敌 种群还没有 建立!最主要 原 因 是 该 虫 具 有 独 特 的 孤 雌 生 殖 能 力"
由于这些因素!稻水象甲才难以控制!因此!我们建议在防治上应采取综合性措施!化学防治时应掌握

防治适期!尽可能多户联合打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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