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铃 薯 甲 虫 （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
（Say））， 又 名 科 罗 拉 多 甲 虫 （Colorado potato
beetle）（CPB），隶属鞘翅目，叶甲科，是国际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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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毁灭性检疫害虫。马铃薯甲虫作为农作物害虫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马铃薯产区造成严重危害。随

后传入欧洲和南美洲一些国家，并在这些国家或

地区造成严重危害[1- 2]。凡是茄科植物都有可能遭

到该虫危害，其中马铃薯是最适寄主。成、幼虫危

害马铃薯叶片和嫩尖，尤其是在马铃薯始花期至

薯块形成期危害，可把马铃薯叶片吃光，一般情况

下造成减产 30%～50%，发生严重的地区减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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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利用多种方式进行马铃薯甲虫识别、危害及防控技术宣传，增加东北地区马铃薯产区对马铃薯

甲虫的认知程度的基础上，于 2009 和 2010 年度，在我国东北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设

立了马铃薯甲虫监测点 32 个，调查面积 439 hm2，监测面积 193 万 hm2，未发现马铃薯甲虫。根据马铃薯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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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而且能传播马铃薯其它病害，如褐斑病、环

腐病等[3]。
马铃薯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马铃薯种植

面积达 500 万 hm2，年总产量近 8 000 万 t，作为

世界上马铃薯种植面积和年产量最多的国家，我

国仅东北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就在 150 万 hm2 以

上。据调查，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已从毗邻我国的

哈萨克斯坦传入我国新疆境内，并且俄罗斯的滨

海边区发生了马铃薯甲虫，加大了该害虫传入我

国的可能性，使我国面临着马铃薯甲虫传入和蔓

延的危险[4- 5]。为了进一步明确马铃薯甲虫对我国

东北地区的入侵风险，于 2009～2010 年在我国

东北地区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内蒙古东部

地区建立了马铃薯甲虫监测点，并提出了马铃薯

甲虫应急防控技术。

1 研究方法

1.1 马铃薯甲虫监测点的建立

结合东北地区马铃薯的种植规模和结构，根

据地理情况，在东北三省一区设置马铃薯甲虫地

区级监测点 32 个（表 1）。结合东北地区马铃薯实

际生产情况，确定从马铃薯苗期开始到薯块膨大

期为监测调查时间，进行定点系统调查，每个监测

点选择 3～5 个有代表性的乡(镇)，每个乡(镇)选 3
～5 个村，每个村为一个调查点；每个调查点随机

取 8～10 块马铃薯田 (每点总面积约 0.33～0.67
hm2)。从马铃薯出苗后开始调查，每隔 10～15 d
查一次。整个生育期间调查 6～10 次。每个监测点

采用棋盘式取样方法取样。监测区内 4 hm2 以下

地块取 10 个调查点，每个点调查 10 株，4 hm2 以

上地块以面积大小确定 20～40 个调查点，每个点

调查 10 株。若发现疑似虫体，立即作好标记，记录

调查情况，并扩大调查范围（半径 10 km）做进一

步调查。

1.2 马铃薯甲虫识别、危害及防控宣传

统一编写马铃薯甲虫宣传材料 （宣传手册及

挂图），将宣传材料通过各地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

门，在马铃薯主要种植区及边境口岸地区发放，进

行马铃薯甲虫识别、危害及防控技术相关宣传和

培训工作，建立马铃薯甲虫网上监测预警平台。

2 结果与讨论

2.1 监测结果

2.1.1 吉林省监测结果

根据吉林省马铃薯种植结构，把吉林省中朝

边境地区作为重点监测对象，设置了 7 个监测点

作为风险区。尽管吉林省马铃薯主要种植地区分

布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的公主岭、四平、梨树、德

惠、榆树、长岭、洮南、白城等多个县市，但由于距

风险区较远，将其作为一般未发生区进行了广泛

的普查。2009 和 2010 年度，吉林省每年累计调查

面积 130 hm2，监测辐射面积达到 3.2 万 hm2。通

过每年的监测，各监测点均没有发现马铃薯甲虫

及疑似虫体。
2.1.2 辽宁省监测结果

辽宁省马铃薯种植以早熟品种为主，主要为

秋菜的上茬品种，在 6 月末和 7 月份收获。研究了

辽宁省 4 个县市的 8 个乡镇的 22 个村，调查点遍

布辽宁省，照顾点面、港口和重要的城市。2009 和

2010 年度，辽宁省每年累计调查面积 38 hm2，监

测面积 2.1 万 hm2。两年调查结果均未发现马铃薯

甲虫及疑似虫体。
2.1.3 内蒙古东部地区马铃薯甲虫监测结果

根据内蒙古东部地区马铃薯种植结构，在该

地区设置了 10 个监测点。2009 和 2010 年度，内

蒙古东部地区每年累计调查面积为 21 hm2，监测

面积为 6.4 万 hm2。通过每年的监测，各监测点均

没有发现马铃薯甲虫及疑似虫体。
2.1.4 黑龙江省马铃薯甲虫监测结果

根据黑龙江马铃薯种植结构，2009 及 2010
年度在黑龙江省设置了 8 个监测点：哈尔滨、讷

河、克山、黑河、绥化、牡丹江、佳木斯和绥芬河，

2010 年新增加了富锦忠胜村和伊春向阳平川村

两个监测点。其中 2 个风险区（黑河、绥芬河）和 6
个一般未发生区[6]。2009 和 2010 年度，黑龙江省

每年累计调查面积 250 hm2，监测辐射面积达到

7.6 万 hm2。通过每年的监测，各监测点均没有发

现马铃薯甲虫及疑似虫体。
2.2 马铃薯甲虫监测预警宣传

编写了“马铃薯甲虫区域性（东北）监测技术

规程”及“马铃薯甲虫区域性（东北）防控预案”。

表 1 东北各省区马铃薯甲虫监测点设置

监测省区 监测点

吉林省 珲春、图们、龙井、和龙、临江、长白、集安

辽宁省 建平县、东港市、金州、新民市

内蒙古东部
扎兰屯、通辽、海拉尔、新巴尔虎旗、满洲里、二连浩

特、赤峰、东乌珠穆心旗、西乌珠穆心旗、锡林浩特

黑龙江省
哈尔滨、讷河、克山、黑河、绥化、牡丹江、佳木斯、绥芬

河、富锦 *、伊春

注：“*”为 2010 年新设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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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马铃薯甲虫宣传挂图及手册 2 000 余份，建

立了马铃薯甲虫网上监测预警及防控技术信息平

台（网址：http://www.ippjaas.org/），涵盖马铃薯甲

虫危害特点、生活习性、传播途径路线、发生趋势、
防控等各类信息，图文并茂；并且附有专家通讯

录，方便对马铃薯种植农户的科学普及工作及植

保植检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累计培训科技人员

及马铃薯种植户 2 000 余人。
2.3 马铃薯甲虫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入侵风险性

分析

目前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分布于欧洲、非洲、
亚洲和北美洲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调查，科

罗拉多马铃薯甲虫已从毗邻我国的哈萨克斯坦传

入我国新疆境内，1993 年 5 月在伊犁地区霍城县

和塔城地区塔城市首次发现。该甲虫传入新疆

10 多年来，其向东直线距离扩散了约 800 km，平

均每年扩散速度为 80 km。目前，马铃薯甲虫被成

功的阻截在我国新疆天山以北昌吉回族自治州木

垒县大石头乡以西的马铃薯种植区，距新疆与甘

肃交界处 550 km[5- 7]。
马铃薯甲虫的传播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温

度、风力和寄主是主要因素，其具有多种传播方

式，包括人为因素、货物运输、借助风力自然传播

等 [8- 9]。世界上马铃薯甲虫主要分布于美洲北纬

15°～55°之间，以及欧亚大陆北纬 33°～60°我国

东北地区是马铃薯主产区，位于马铃薯甲虫适生

区，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根据黑龙江省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调查发现，俄罗斯滨海地区已经发现了

马铃薯甲虫，且其发生区距离中俄边境只有 50
km。尽管在中俄边境地区马铃薯甲虫天然寄主种

植较少，但随着近年来中俄边境贸易的不断加强，

该虫可随货物、包装材料、运输工具进行传播。来

自疫区的薯块、水果、蔬菜、原木和包装材料及运

输工具，传入我国境内，由于我国东北地区及中俄

边境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大，可能导致该害虫

的定殖。马铃薯甲虫一旦传入我国，由于没有地理

屏障，且气候适宜，会很快向南部蔓延，加上贸易

活动频繁，传播速率将大大超过以往确定的每年

100 km 的传播速度。如果我国成为马铃薯甲虫疫

区，那么我国的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出口贸易都会

受到严重的影响[4]。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在我国东北地区还未发

现马铃薯甲虫的发生，但由于东北地区的平原地

势，寒温带气候，寄主资源丰富以及毗邻俄罗斯马

铃薯甲虫发生区，且边境贸易不断加强，导致马铃

薯甲虫入侵风险极高。应继续加强马铃薯甲虫监

测和检验检疫工作，同时积极宣传，增强马铃薯种

植区对马铃薯甲虫的认知程度，研究马铃薯甲虫

应急防控技术，争取做到御其于国门之外，而一旦

该虫进入我国境内，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扑灭，

为我国马铃薯生产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李 红，秦晓辉，赛丽蔓，等 . 博州地区马铃薯甲虫发生特点

与综合防治技术[J] . 中国蔬菜，2007(7)：55- 56 .
[2] 赵建周 . 国外马铃薯甲虫发生危害与防治概况 [J] . 植物保

护，1995，21(4)：35- 36 .
[3] 张 衡，李学锋，王成菊，等 . 马铃薯甲虫防治技术及其抗药

性研究进展[J] . 昆虫知识，2007，44(4)：496- 500 .
[4] 黄幼玲 . 马铃薯甲虫的入侵及其防控对策 [J] . 中国农村小

康科技，2007(11)：58- 59 .
[5] 曾庆财，于丽萍，吕兴盛，等 . 在中俄边境地区建立马铃薯甲

虫疫情监测网势在必行[J] . 黑龙江对外经贸，2002，5(6)：60 .
[6] 刘 凯 .黑龙江省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的监测[J] . 中国马铃

薯，2010，24(2)：109- 111 .
[7] 郭文超，吐尔逊，许咏梅，等 . 马铃薯甲虫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与应用[J] . 新疆农业科学，2011，48(2)：197- 203 .
[8] 丁毅弘，张显兴，胡长生，等 . 马铃薯甲虫在吉林省发生的可

能性分析[J] . 吉林农业科学，1994，19(1)：41- 44 .
[9] 郭文超，吐尔逊，许建军，等 . 马铃薯甲虫识别及其在新疆的

分布、传播和危害[J] . 新疆农业科学，2010，47(5)：906- 909 .

44 37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