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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连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在阐述我国稻飞虱(褐飞虱 Ⅳ妇 删 。 F州 (sta1)，白背飞虱 一 

gatel& rcijbra(Horv~th))和稻纵卷叶螟(c缸 p̂山 川 taedbudis Gu朋6e)近 1O--2O年来的发生和危害状 

况后 ·分析认为，我国水稻迁飞陡害虫的猖鞭为害，与柯始虫源 生产水 平和作物环境丑气候异常有租 密 

切的关系，丰文还对未来若干年 内的发生趋势作 了拽析 ，同时从宏观治理的高度提 出一些建设性的控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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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BREAK ANALYSIS 0F RICE M IGRAToRY PESTS IN 

CHINA AND M ANAGEM ENT STRATEGIES RECoM M ENDED 

Tang Jinyi Hu 1％hai Wang Jianqiang 

(General Stat~oa of pkot protegtlo~t Mmi卅 y of Agrwulture．B~'jlng．chm ．100026) 

Abstract W ith ecological principals，the outbreak situations of rice migratory pests，(brown 

plant hopper Nitaparvata [ugots(Sta1)．white—backed p[anthopper Sogatetla ^rcifera 

(Horv&th)and rice1earfolderCnapfmtocrocismedimdlsGfien6e)in China，were analyzed．Itis 

expounded that the area and regions in which rice attacked by those pests have been expended 

in recent 10 to 2O years and that the outbreaks have frequen{ly taken place and the population 

infesting rice has gone up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ince 1 970’s．They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1)the pests’ fecundity conditions in immigrant sources。with(2)productive 1evel of rice 

which provides the pests with an improved crop environment，and with (3)abnormal climatic 

events and／or weather features such as warmer winter，stronger west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and El Nino phenomenon．Some strategies for overall management we]re recommended． 

Key words： P／itaparv,,ata lugens，Sogatetla rcifera，Cnaphalocrocis medinalis，OUt 

break，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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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迁 飞性害虫，稻飞虱(主要种类 为：褐 E虱 NiZapar~ata (Sta[1，向背飞虱 s 

guteZla^rf Ⅲ(Horvath))和稻纵卷叶螟(Cnaphaloc,c~'is medlnalis Gfien6e)是我国主产稻区 

最重要的害虫。由于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具有大区域迁飞性、暴发性和毁灭性的特 点，全 

国各主产稻区都把这两类害虫作为防治的重点对象 。1987年和 1991年全国稻 飞虱大暴发一 

尤其是天津、河北、四川等地严重受害，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在今后较长的时期 内，这 两 

类害虫仍将是我国稻区的最主要的害虫，是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的大敌。本文在阐述 

近年来这两类害虫的发生和危害状况的同时，浅析猖獗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设性 的 

控制对策 

l 发生 特点 

在我国，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大面积猖獗 为害，是近 2o年来才发生的。5o、60年代以 

前．这两类害虫成灾的记录仅偶见报道。进入 7o年代后，其发生区域扩大，为害加重一暴 

发频率增高，一跃成为我国乃至东南亚各国最重要的水稻害虫 

1．1 发生面积及范围扩大 过去．全国稻飞虱发生面积仅为 200 3∞ 万 hrn：，范围集中 

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和西南局部稻区。70年代后，发生面积增至 800万 hm 以上，常年维持 

在 8∞ 1000万 hrn 之间，且全国各主产稻区均较严重发生。进入 80年代，其发生面积一 

跃上升到 1 300万 hm 左右．尤其是近 6 7年发生面积平均在 l 670万 hrn。，其中 l987年 

和 1 991年分别高达 1 800和 2320玎hm ，不仅南方主要稻区普遍严重，而且沿黄河灌溉稻 

区、华北及东北局部以及』Il西北等历史 上罕见发生的地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严重危害 

稻纵卷叶螟 60年代前只是一个局部阿隙发生的次要害虫，面积为 6o万 hrn!左右 70年代 

后为害面积明显上升 ，80年代达到高峰，发生面积一般都在 600—1400万 hrn ，最高达 

1700万 hm ，约占全国稻田总面积的 30 4O ，长江中下游 ，华南，西南及南岭山脉周 

围稻 区已成为常年重发 区，某些年份河南，陕南，四川及江淮稻区也可突发危害(图 1)。 

1．2 暴发频率增加 稻飞虱在 60年代以前 ．局部地区为每 j lO a暴发一次或更长一些 ， 

频率为 lO 20 ；70年代有 5 a猖獗，频率为 ∞ 。80年代至今这 l3年中有 9年为害 

严重，频率为7o ，即平均每 3 a就有 2 a发生猖獗。稻纵卷叶螟自60年代稻种矮秆化后， 

曾引起 3个连年暴发时期 ，即 l969 1 977年，1980 1983年和 1 988 1993年 。近 6年 

中，除 1992年稍轻外，其它年份均为全国性严重发生。 

1．3 为害程度加重 近 1 0多年来 ，这两类害虫每年的发生程度均在中等偏重 上。无论 

重发年份还是相对较轻的年份，总有部分地区相当大的面积暴发成灾 。l 987和 1991年 2 

次全 国稻飞虱特大发生．其发生区域之广，受害面积之大，经济损失之重都是空前的 。 

稻纵卷叶螟在 7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年度问发生起伏较大 ，但近几年中全国的发生都在 

中等偏重的水平上 ，局部地区几乎年年大发生。 

2 猖獗成因分析 

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发生发展都是其内在的种群特征与外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几年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之所以连年为害猖獗．与其虫源基数、寄主和环境因子等所发 

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2．1 与初始虫源的关系 

研究表明．褐飞虱、白背飞虱和稻纵卷 叶螟除在海南 ．两广南部及云南南部(稻纵卷叶 

螟范围略广)冬季有少量虫源存活外，我国其它大部分地区常年均不能越冬．春夏季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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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972m1993年会国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 

Fig．1 Rice area atlacked by lice p]anthopp~r(RPH)and rice leaf folderfRLF)from 

1 972—1 993in China(4)T为 El Nino年。Under e㈣ arethe year of"E1 Nino． 

虫源主要来源于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国家 。因此 ，境外虫源发生的变化对我国早季乃至 

全年的发生有很大影响。泰国中部 70年代末至今褐 飞虱有 2个为害高峰期，7o年代末至 

80年代初，褐飞虱曾持续 4—5 a的猖獗为害。而后，采取了淘汰感虫品种 ，大面积种植抗 

虫品种等措施．褐飞虱一度被控制在较低水平。但在 8O年代末以后，原有的品种抗性逐步 

丧失和滥用农药等再度造成褐飞虱暴发 越南褐飞虱情况似乎与我国关 系更密切。越南 

19,87和 1991年冬春稻上受褐飞虱的危害面积达到了顶峰，这与我国近年的发生面积变化 

趋势极 为相似(相关系数 0．9161，几乎达极显著水平，见表 1)。这些说明，我国近些年稻飞 

虱的猖獗与东南亚虫源地正处于稻飞虱暴发期是一致的。 

表 1 1986 1991年越南和中国稻飞虱发生面积及其相关关系 

Table】 The attacked rice area by the rice哪mlthopper b0th from China and 

Viet ham in 1986-- 1991 and their relationship 

资料来源 ：越南部分根据国际农业昆虫迁穆和扩散学术讨论会 

论丈集，1 g91．日本筑渡： 

稻纵卷叶螟在东南亚的发生动态尚不明朗．但据广西区植保总站分析，进入80年代以 

后．该虫在广西的发生为害始终处于较重水平 1 981—1990年期间 ，除 1987年外 ，其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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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均达 中等偏重至大发生程度．其中 J 990年暴发最 为严重 。广酉是我国境内水稻迂飞性 

害虫阶段性迁飞的首站．是重要的虫源基地 。近 l0多年来，该地区稻纵卷叶螟的上升为害 

不仅表明国外虫源迁入量的增加．还可说明我国境 内虫源基数的增加是促使全国发生为害 

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2．2 与生产水平及作物环境的关系 

稻飞虱是一种喜栖高温高湿、低光照环境的害虫 田间稻株群体大，生境相对湿度大 ． 

气温高．植株间郁蔽，稻飞虱短翅型成虫密度高 ，繁殖量大。就全国而言，近 10多年来下 

面几种与栖息生境有关的因素发生的变化，对我国稻飞虱的发生为害产生重大影响。 

2．2．1 水稻产量提高 解放 后．我国水稻生产经历丁 3个阶段。第 1阶段为解放初期至 

60年代中期 ．由于生产条件较差且水稻品种低劣，平均亩产仅为 l 50 2。。kg；第 2阶段 ，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中期，全国全面推行了单改双的稻作制度的改革 ，品种普遍矮化和 

优良化．同时还进行了台理密植．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平均亩产 200--_250 kg；第 3阶 

段 ．70年代末期至今．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平均亩产一跃提高 

到 350 kg，江浙沪湘等高产 区达 400 500 kg(图 2)。单产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稻 田群体加 

大 ，不仅为害虫取食提供丰富的营养 ，而且稻田生境变得愈加郁蔽 ，湿度加大，更适于其 

栖息繁衍 因此。我国水稻生产水平的发展与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的发生趋向是一致的。 

2．2．2 氮肥使用量加大 我国农作物单位面积上的氮肥(纯氮)使用量的情况与产量水平 

的发展相类似(图 2)。6o年代中期前用量较低 ，仅为 7． —lj kg／hm。。70年代开始增加． 

达到 目前的 150 kg／hm 以上。氮肥用量的提高．对提高作物产量有重要作用，但大量使用 

氮肥常使水稻植株体 内游离氰基酸含量增加，导致品种抗虫性下降，害虫增殖率提高 偏 

施氮肥还可导致稻苗徒长披叶．叶色嫩绿 ，更加利于稻纵卷叶螟取食为害。江苏农科院 

(1983)试验结果表明，高氮区(300 kg／hm!)比中氮医(150 kg／hm )和低氮区(75 kg／hm )， 

在高峰期间，每丛褐飞虱、白背飞虱和稻纵卷叶螟虫量均有显著的增高 。显然．氮肥的大 

量增施．也是导致水稻迁飞性害虫为害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2．2．3 杂交稻大面积扩种 杂交水稻是近十几年培育出的优 良品系。由于它具有明显高 

产稳产的特点 ，近些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由 7o年代小面积试种发展到近年 的 1300多万 

hm ，最高年份已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 53．8 (图 2) 杂交稻茎秆粗壮．叶片肥大，目前大 

多数品系抗虫性较弱 ，很适于稻飞虱和稻纵卷 叶螟取食为害。全国自背飞虱种群发展与生 

态协作组(1 989)研究，取食杂交稻的稻飞虱(尤其是 自背飞虱)繁殖量、种群增殖率、雌虫怀 

卵量、短翅型比例均比取食常规稻有显著提高。因此 ，杂交稻的大面积扩种 ，势必造成全 

国大范围内此种害虫种群数量的“上涨”。 

2．3 与异常气候的关系 

近一个世纪 来．人类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 、氧化二氮、甲烷以及氟氯烃类 

化合物气体，造成全球气候增温，海平面抬升和臭氧层破坏 ，即所谓的“温室效应” 这些 

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不仅对工农业生产 ，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而且还可能对人类一切生物 

(包括昆虫)的活动产生影响。李淑华(1 992)分析了温室效应对粘虫的生长速率、繁殖代数 

及越冬界限的影响 0。温室效应对水稻迁飞性害虫的影响尚未见报遭．这里对可能与温室 

广西壮旗 自治区植保 兽蚺，r西病虫区划(未发表)，199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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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有关的两个异常气候特征对害虫 

的迁飞和繁殖 已发生的影响作一浅 

析。 

2，3．1 冬 季气温偏高 近些年来 ， 

南方稻区冬季气温偏高．在稻飞虱发 

生特别严重年份冬暖现象表现得尤为 

突出。如 1987年 l 3月，华南、江南 

大部月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2 4 C； 

1990年 1 2月至 199]年 2月，全国冬 

季气温普遍偏高 ．其中华南偏高 1 

2C，海南偏高 2 3℃ 冬季气温升 

高 ．不仅可使稻飞虱冬季繁殖或残存 

数量增加、越冬范围扩大、虫源基数提 

高，还可使害虫发育速率加快，迁入 

期提前，为害期拉长。如 1987年 2月 

中旬江西赣州和 1991年 3月福 建南 

部许多县就能查到少量稻飞虱，比常 

年的越冬北界 2 。N向北扩大了 l 2 

善50 

芒 

与 20 

童 
善 
基 

年份 year 

图 2 我国解放 来水稻单产，作物氮肥 

用量和杂交稻种植面积 比例变化图 

Fig 2 Changes in rice yield，mtrogen 

use~ d pel'centag~ of hybrid rke in China 

个纬度。从越冬虫量来看，1987年广东海丰 2月 10日就查到短翅型褐 飞虱成虫平均 2．6 

头／m ：199]年广西南部 l6县冬后残虫平均 0．8头／m。，最高 l4．4头／m ，比上年增加 8 

倍 ； 冬季繁殖数量来看，1987年海南琼海，陵水等地早稻 4月下旬局部 田块百丛密度 

1000--4500头，高的达 1．5万头，并有相当大的田块出现“穿顶”(虱烧)。从迁入期上看 ， 

1987年 ，广西防城 3月下旬局部秧田和杂优制种田就已危害成灾，龙州下冻乡 4月大面积 

出现“穿顶”，为害期提前了一个月。1991年，南至两广、北至江淮稻区，迁入始期普遍提早 

了 1 0 20 d 。对于稻飞虱这类 一对策( 一stratege)的害虫来说 ，迁入期早 、发生期拉长意味 

着后期虫口密度比正常年份将成倍增加。 

2．3．2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活跃 经作者分析，近十多年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春季 

有明显增强的迹象。如图3所示，建国 来，3 5月份副高明显偏强的时期出现在50年代 

末、7o年代初和 80年代至今 ，其中8o年代至今，副高强度指数大于历年平均值的有 9—1O 

次，比70年代多 6 7次，比50、60年代之和还多4 5次。从近 20年来看，我国稻飞虱发 

生较重的年份大多出现在 3—5月副高较强的年份 。究其原固，即在副高较强的早季，高空 

西南气流强盛促使稻飞虱随西南气流大量向北输送。由此形成的南方暖湿气流北上活跃， 

冷暖空气频繁交绥。天气变化多端，降雨强度大雨 日多，又促使稻飞虱等大量且频繁地降 

落 。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局部乃至太部稻区害虫迁入量太、峰次多、发生基数高的局面就 

可能形成。199]年 4—7月副高持续强盛、面积太、位置较常年偏北 2—4个纬度 ，特别是 5 

月下旬副高突然北抬至 27。N附近 ，而 后一直在 20。稳定少动 ，长江流域梅雨季的提前进 

入 ，迫使稻飞虱、稻纵卷叶螟提前 、大量、太范围、长时间地降落于江南和江淮地区，同时大 

量波及到北方稻 区。 

此外 ．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温升高引起的 El Nino现象似乎与稻飞虱的暴发也有些关系。 

0 旨芒 L E ＼* 醇：、 《 靴挂 q／堂 卿 髯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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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森 F正彦(1 992)曾分析 El Nino现象与日 

本近 100年来稻飞虱猖獗的关系一 】 在我国近 7 

s a出现的 1 982 1 986和 1990年冬季 3次 El_Nino 

现象，均造成翌年稻飞虱的严重肆虐(图 1)。 

3 未来发生趋势及控制对策建议 

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具有迁飞性、突发性 、暴 

发性的特点 ．对水稻的危害极大 ，近 l0多年来在 

全国主产稻区．特别是在 一些偶发稻区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损失。 

近年来 ，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水稻种植结 

构和栽培水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稻谷产量增加 ， 

优质稻大面积扩种以压土地分散经营等，造成近 

年褐飞虱等害虫的猖獗发 生 因此 ．从 目前情况 

看，稻飞虱等害虫在东南亚 国家严重为害的局面 

还将继续下去。来 自这些国家的虫源大量、大范围 

迁入我国的危险依然存在 。 

在我国，近些年来随着这 两类害虫的基础研 

究、地方发生规律、预测预报和防治技术研究的深 

赫 
颦 
糕 
鼎 
埴 
矗 

年份 year 

I 3 l951一l992年 —5月副 

高强 度指 数平 滑曲线 

Fig-3 Changes in strength index of w c 

pac~hc ubt㈣ ca】High in M arch，Aptll 

arid May from 1951 t0 1992 

入 ，全国已建立了较完善的预测预报和植保技术推广体系。“六五”、“七五”研究攻关 的确 

立的以选育抗性品种为基础，加强栽培管理，合理用药，保护天敌的 大稻区综防体系，特 

别是特异性农药噻嗪酮的大面积应用推广，为减缓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等病虫害的大面积 

成灾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 ，我国水稻生产的目标是高产、优质和高效，目前耕作制度的改 

变 (如双季改单季)，大面积扩种不抗虫的杂交稻组合和优质稻种，高密度、高肥水的高产 

栽培措施的实施，以及当前农村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不健全 ，水稻生产者缺乏必要的防治 

信 息等现状，均直接地或间接地有利于迁飞性害性在今后继续猖獗发生。因此从总体而 

言 ，这两类害虫的危害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得到控制，今后 j一10 a内仍然是我国水稻上 

最重要的害虫。作者从害虫治理的宏观战略高度提 出以下对策。 

3．1 应继续深入开展迁飞规律和控制技术的研究。实验证 明，过去全国联合开展的稻虫 

迁飞规律和防治技术方面的研究尚未完善。下列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1)国外早季 

虫源对我国早稻乃至全年稻飞虱发生为害的影响；(2)在确定的天气系统下，其迁飞路线、 

降落区域及迁入量大小；(3)异常气候对当年迁飞降落及发生数量的影响；(4)异地预报 

和中、长期预测预报 ，特别是数量预测技术；(5)适用于大面积推广实旋的综合防治关键技 

术。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明确，将为长期控制对策的制定和实旋提供重要依据。 

3．2 有必要制定一个全 国性 的宏观治理策略。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的治理是一个跨地区、 

大范围的系统工程 ．各个区域的发生为害紧密相连。因此，全国要有一个合适的宏观治理 

策略 ，以指导全国的治理工作 如现 阶段可采取的策略是：加强与越南等虫源地国家的信 

息合作交流，系统收集国外虫源发生动态，做好迁入预报；国内初始虫源区应适当减低防 

治指标 ，以压低迁出基数为 目的，狠治主害代虫源 ；其它地 区应适 当放宽害虫防治指标 ， 

让天敌大量繁殖并发挥前期 自然控虫效益，以减缓后期药剂防治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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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湎盒攸等：我茸 柬稻迁 性害虫猖鞭城闻孜填忙 对策连没 

3．3 加强抗虫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利用抗虫品种防治水稻害虫．既可有效地抑制害虫．其 

成本又较低廉．收效很大 印尼在 l 986年后利用抗虫品种防 浩稻飞虱 已取得成功的经 

验 。我国在抗虫育种方面的进展较缓，但 近年来各地都 已育出抗性较好、米质较优的品 

种。江苏浙江等地积极推广了丙 88 1 22等品种 ，取得 了较好的的控虫效果 随着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稻米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 ，利用抗虫品种控制害虫 ，减少农药 

对稻各和环境的污染．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3．4 重视对农民综防知识的普及工作。目前我国水稻产区农民的科学素质较低 ，病虫害 

防治还缺乏科学性 。有关部门应在加大植物保护科学知识宣传普及的力度的同时，加强对 

农民的教育和对基层农技干部的定期培训工作。近些年，联台崮在中国实施水稻综防项 目 

中，很重视对农民的教育问题，应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不断探索 ，建立一套适台 

中国国情的农民培训模式．使综防知识尽快、有效地被广大农民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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