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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为了有效地治理亚洲飞蝗灾害，必须改变防治策略，加大生态控制和生物防治比重，科学运用各种方法，逐步实

现对亚洲飞蝗的可持续治理。亚洲飞蝗的生物学特性复杂，目前对这种突发、迁移性害虫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栖息

环境和发生规律尚不明确。笔者详细介绍了亚洲飞蝗的生活习性及其防治方法。防治方法主要包括生态控制、生

物防治、化学防治等方面。对于亚洲飞蝗的防控，应以预防为主，综合考虑治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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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of Integrated Control on Locusta migratoria migratoria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Locusta migratoria migratoria effectively, control strategy must be changed. The 
proportion of ecological and biological control should be increased by using sustainable ways to control 
it. Locusta migratoria migratoria is the agricultural pest, its habit and occurrence is not clear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at present. In this paper, advances on its habit and control methods are mentioned. 
The control methods include ecological controlling, biological controlling and chemical controlling etc. It 
is supposed to put emphasis on prevention, controlling L. migratoria migratoria in a sustainabl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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