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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蝗虫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害虫。有文字记载的2600多年来，就发生重大蝗灾800多次。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蝗虫防治研

究。对中国蝗虫种类、发生规律、生物学特性、防治技术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出一套控制蝗患的有效措施，在生产

上起到重大作用。主要成果：(1)研究了中国主要蝗虫种类、不同虫态的识别方法。描述了东亚飞蝗、亚洲飞蝗与大垫

尖翅蝗、黄胫小车蝗、亚洲小车蝗、短星翅蝗、长翅黑背蝗、笨蝗、小翅雏蝗、素色异爪蝗等10多种重要土蝗的区别，

为澄清蝗情提供了科学依据。(2)对沿海、滨湖、内涝、河泛四个类型飞蝗发生区和高寒草原、山旱坡地、滨海洼地、

沟渠畦田等土蝗发生区进行了广系统调查。明确了飞蝗和不同种类土蝗适生环境及与植物相互的关系。如飞蝗蝗区一般

地势低洼，有一定倾斜度，土质多为沉积、冲积黏土和盐碱土，有季节性积水，喜随退水后在坡地产卵，植被以芦苇、

稗草、茅草、马绊草等禾本科植物为主，杂以碱蓬、蒿子、野扁蓄、黄须等野草，植被覆盖度一般在75%以下。(3)根

据蝗虫发生规律，1952年提出查残、查卵、查蝻的“三查”测报方法。在重点蝗区建市起一支群众治蝗队伍，培养了

大批治蝗技术人员，形成了群众性的蝗虫测报网。做到准确掌握蝗情，扭转了过去被动治蝗的局面。(4)研究总结出

“改治并举”的治蝗策略和技术。从1951年起，研究推广了六六六喷粉和毒饵治蝗技术及飞机治蝗技术。在实践中总

结了群众“改治并举”的治蝗的经验。大搞农出基本建设，改造蝗区环境。如在蝗区垦荒造林，兴修水利，深翻改土，

发展水稻以及改种蝗虫不喜吃的作物等，大大压缩了蝗虫发生面积和密度，为短期内大面积消灭蝗害做出了贡献。该项

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综合防治控制虫害成功的范例。全国蝗虫发生面积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5000万亩左右压

缩到500多万亩，虫口密度由每10米^2几十头、几百头压缩到几头、十几头。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国已连续十几

年没有发生过蝗害，河北、山东、江苏、河南许多滨湖、内涝、河泛型蝗区，基本上摘掉了蝗区帽子。如山东省济宁地

区沿微山湖60万亩湖滩，改为稻田后，已由蝗虫发生地变成鱼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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