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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明白僵菌是否能在自然环境对玉米螟有持续的防治效果，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对施用白僵菌封垛地区和未施

用白僵菌封垛地区玉米螟死亡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因感染白僵菌致死的玉米螟在玉米螟死亡总数中

占主导地位，且因白僵菌致死所产生的玉米螟僵虫数及僵虫率逐年上升，玉米螟天敌数量也逐年增加。调查结果表明：

白僵菌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对玉米螟有持续的防治效果，且施用白僵菌封垛地区的防治效果高于未施用地区，防治效果提

升 4.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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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find out whether Beauveria bassiana had the continuous control effect on Asiatic corn `borer in
the natural conditions, the dead larvae caused by infection of B. bassiana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towns of used and
unused region of B. bassinan in western of Jilin Province.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control effect of B.
bassinan parasitism were dominant in the area of investigation. The number and rate of white muscardine caused by
B. bassiana had increased every year, and the number of natural enemies had been increasing each yea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 bassiana had the continuous control effect on Asiatic corn borer in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used
region was better than the unused, the effect promoted by 4.2 times.
Key words：Beauveria bassiana; Ostrinia furnacalis; Continuous control effect

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是自然界中广泛

存在的特异性寄生型虫生真菌，可寄生蛛形纲、

昆虫纲的鞘翅目、鳞翅目、膜翅目等多个纲目的

虫体 [1]，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农林害虫防治的微生

物。玉米是吉林省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玉米

常年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70%以上，

而玉米螟是吉林省玉米生产中危害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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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常年为害玉米，损失率达 10%以上，重发生

年份损失率可达到 20%以上 [2]，吉林省是国内最早

应用白僵菌进行玉米螟生物防治的省份，利用白

僵菌封垛防治玉米螟是吉林省防治玉米螟的重要

生防措施之一。

吉林省西部大部分市县多年来一直采用白僵

菌封垛技术防治玉米螟，取得了非常好的防治效

果。但在白僵菌施用区的市县中也有个别村镇从

未使用过白僵菌防治玉米螟，而且这些村镇与白

僵菌施用区又相距较远，这些村镇玉米垛内白僵

菌的发生情况是怎样的？白僵菌对玉米螟的控制

作用又如何？基于上述问题，在吉林省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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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系统调查，以探明白僵菌推广使用市县内

未使用白僵菌的村镇自然环境中白僵菌的发生变

化情况。

1 试验方法

1.1 调查时间

2014年至 2016年，每年 4月至 7月间调查。

1.2 调查地点

吉林省通榆县、洮南市、洮北区和镇赉县（上

述市县连续 10年采用白僵菌封垛防治玉米螟）内

从未使用过白僵菌的村镇，吉林省大安市（该市

从未使用过白僵菌防治玉米螟）。

1.3 调查内容及方法

在村屯附近随机选取 3个玉米垛作为调查

点，每个调查点随机取样玉米秸秆 100株，进行剖

秆调查，记录秸秆中的活虫数、死虫数（非白僵菌

寄生所致）、僵虫数、活蛹数、蛹壳数，计算僵虫

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螟幼虫死亡情况及死亡率

在施用区（4个市县）和未施用区（大安市）

中，垛内玉米螟幼虫致死原因均表现为以下几

种：白僵菌寄生、蝇寄生、蜂寄生、细菌侵染致死

和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死亡，各种原因所占的玉米

螟幼虫死亡率如图 1所示。

从图 1中可以看出，在施用区和未施用区的

死亡玉米螟幼虫中，白僵菌寄生引起的死亡率最

高，分别可达到 87.61%和 62.22%，占主要地位；施

用区中由细菌侵染、蜂寄生、其他原因和蝇寄生

导致死亡的比例差别不明显；而未施用区中由其

他原因导致死亡的达到 17.78%，占次要地位，细

菌侵染、蝇寄生、蜂寄生依次降低。由此可知，白

僵菌寄生是导致玉米螟幼虫死亡的主要因素。

2.2 僵虫数量的逐年变化

从图 2中可以看出，除从未使用过白僵菌的

大安市外，推广应用白僵菌的各市县内未使用过

白僵菌的村镇，玉米螟僵虫数均逐年升高或趋于

稳定，僵虫数量都明显高于大安市，大安市的玉

米螟僵虫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在推广使用白僵

菌的市县内，从未使用过白僵菌的村镇玉米螟僵

虫数量也依然保持平稳，这就表明施用白僵菌后

对玉米螟种群有着持续的控制效果，白僵菌在自

然界中有较强的扩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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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玉米螟幼虫死亡情况及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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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白僵菌僵虫数量

2.3 蛹壳数的逐年变化

如图 3所示，由于 2015年吉林省玉米螟大发

生，导致 2015年玉米螟蛹壳数明显高于其他年

份，在通榆县每百株蛹壳数最高达到 44.33个。但

在 2016年调查结果中，玉米螟蛹壳数迅速回落至

每百株 8.33个，与 2014年调查结果每百株 5.42个
相接近，这就表明施用白僵菌可以有效控制玉米

螟的数量。玉米螟蛹壳数的多少代表着第二年一

代玉米螟虫口基数的高低，由此可见，白僵菌可

有效降低第二年一代玉米螟虫口基数。

2.4 僵虫率的变化

从图 4中看出，通榆县、洮南市、洮北区和镇

赉县未使用白僵菌的村镇玉米螟的僵虫率逐年增

高。通榆县僵虫率由 2014年的 10.94%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53.45%；洮南市僵虫率由 2014 年的

25.94%上升到了 2016年的 42.13%；白城市洮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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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虫率由 2014 年的 42.32%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65.86%；镇赉县僵虫率由 2014年的 19.08%上升到

了 2016年的 56.14%。而在大安市，三年内的僵虫

率几乎没有变化，僵虫率仅维持在 10%左右。

应用白僵菌防治玉米螟市县的未防治乡镇垛

内僵虫率分别为 35.42%、32.31%、50.92%、42.33%，
僵虫率平均值为 40.25%，远高于未施用白僵菌市县

大安市的垛内僵虫率平均值 9.53%，施用地区的僵

虫率是未施用地区的4.2倍，防治效果显著。

2.5 天敌数量的逐年变化

从图 5中可以看出，各调查地点的天敌数量

基本上呈逐年上升态势。在镇赉县，天敌的数量

已经由 2014年的每百株 1头，提升到了 2016年的

每百株 10头，天敌数量在两年内大幅度提高，由

于白僵菌对玉米螟专性寄生，对天敌没有危害，

因此利用白僵菌防治玉米螟，可保护自然环境中

玉米螟天敌丰富度及种群数量，从而更加有效地

对玉米螟进行防控。

3 讨 论

白僵菌是国际上研究最深入的生防真菌，同

时也是最早开发的生物农药，在防治各种经济作

物、林业虫害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9]。施用白

僵菌防治玉米螟是吉林省多年来防治玉米螟重要

的生物防治措施之一 [10-11]，白僵菌防治玉米螟具

有专性寄生性强、保护自然天敌、不污染自然环

境等优点，因此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使用白僵菌的市县内未使用白僵菌的村镇的

僵虫率都达到了 50%以上，远远高于从未使用白

僵菌的大安市，说明在长期连续使用的市县内，

即使有从未使用过白僵菌的村镇存在，其白僵菌

对玉米螟的寄生率也明显提高。由此证明白僵菌

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扩散作用。

应用白僵菌的市县玉米螟僵虫率呈逐年增长

态势，这就表明白僵菌对玉米螟有持续性的防治

效果，且这种持续效果在不断增强，而相对于大

安市来讲，其僵虫率始终保持在 10%左右，并没有

太大的波动出现。多年来一直使用白僵菌封垛技

术防治玉米螟的市县，在自然环境（下转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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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僵虫率=僵虫数 /（僵虫数+死虫数+蛹壳数）

 

5.24
0.66 2.67 2.67 3.66

44.33

23.33

8
11 98.33 8.66

4.67 5.67
2

0

10

20

30

40

50

通榆县 洮南市 洮北区 镇赉县 大安市

百
株
蛹
壳
数
（
头
）

2014 2015 2016

图 3 蛹壳数量的变化

 

4

6

4

1

6
5

3

6

3

5

9

12
11

10

3

0

2

4

6

8

10

12

14

通榆县 洮南市 洮北区 镇赉县 大安市

百
株
数
量
（
头
）

2014
2015
2016

图 5 天敌数量的变化



3期 王 瀚等：核桃腐烂病研究进展 27

述[J].生态学报，2006（6）：1981-1992.
[ 27 ] 刘正兴，孙卫中，张新浩，等 .阿克苏地区核桃腐烂病发生

规律及防控技术[J].农村科技，2015（3）：56.
[ 28 ] 刘广平，高宝霞 .低温日灼对核桃腐烂病发生的影响 [J].北

方园艺，2017（4）：106-108.
[ 29 ] 高 鹤，赵宝军，王云飞，等 .辽西地区主栽品种核桃腐烂

病发生、流行情况调查[J].新农业，2017（9）：6-9.
[ 30 ] 鲁建云，李苗苗，高丽华，等 .臭氧水浓度衰减及其杀菌作

用[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8，43（2）：143-146.
[ 31 ] 严海峰 .臭氧技术防治核桃腐烂病试验初报 [J].陕西林业

科技，2015（4）：55-57，60.
[ 32 ] 郭安柱，赵春莉 .陕西洛南县核桃腐烂病药剂防治试验 [J].

中国园艺文摘，2016，32（7）：46，109.
[ 33 ] 曾 辉 .辽西地区核桃腐烂病不同防治方法评价 [J].防护

林科技，2018（7）：14-15，32.
[ 34 ] 赵士洪 .核桃腐烂病的成因及其防治措施 [J].河北果树，

2017（4）：51.
[ 35 ] 张晶晶，李建贵，郭艺鹏，等 .新疆核桃腐烂病拮抗菌的筛

选及鉴定[J].经济林研究，2016，34（1）：71-75.
[ 36 ] 刘丽红，李 彤，李晓东，等 .河北省山区核桃产业发展的

问题与对策[J].吉林农业科学，2011，36（1）：53-57.
[ 37 ] 邓进超，关一鸣，吴连举，等 .人参锈腐病菌拮抗菌的筛选、

鉴定及发酵条件优化 [J].东北农业科学，2017，42（3）：31-
38.

[ 38 ] 宁荣彬，孙海峰 .贝母类中药材病害防治研究进展 [J].东北

农业科学，2018，43（5）：34-37.
[ 39 ] 李 䶮，刘 娜，郑丽博 .荧光假单胞菌植物病害防治及研

究进展[J].分子植物育种，2018，16（11）：3693-3697.

（上接第 22 页）中的白僵菌浓度远远高于从未施用

过白僵菌的大安市，可能由于自然因素如风、水

流或人为因素，将白僵菌传播到附近区域，使其

白僵菌浓度增加，导致僵虫率明显高于对照区大

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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