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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一)关键技术：1.准确预测虫情：应用组建的1-4代棉铃虫数值预测模型，可提前2O天至1个月对棉铃虫的发生数量作出

中长期预测预报，准确率在85%以上，为准确地制定防治计划，以便尽快尽早地做好进行人力物力的准备。例如：在

94年-95年4月中上旬，连续两年在国家科委组织的棉铃虫防治“行动计划”会商会上，用该预测模型对华北棉区一代

棉铃虫的发生量和二代棉铃虫的发生趋势作出了准确预测，受到“行动计划”协作组的好评。2.保护利用天敌：(1)麦田

不施药，小麦是一代棉铃虫的主要寄主，麦田是棉铃虫天敌的早期主要栖息场所。为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麦田天敌资

源，该项目根据一代棉铃虫对小麦的为害损失研究结果，每亩lO00O头4-6龄幼虫，小麦产量损失仅3.96%；结合近20

年来一代棉铃虫及其天敌在麦田的发生资料，提出在麦田不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棉铃虫的科学结论。在l993年，当华北棉

区麦田棉铃虫卵量达到10-2O粒/m^2时，各地都在普治棉铃虫，而农业部、河北省和饶阳县的领导同意该项目提出的在

饶阳县40万亩麦田不用药剂防治棉铃虫的建议，结果不仅小麦产量未受损失，还节约了4O多万元农药费，减少了小麦

污染，有效地保护和利用了天敌。现在，该项目的这一建议已在全国推广，取得了很大的经济生态效益；(2)间作套

种，在棉田间作套种其它作物，创造有利于天敌的繁殖过渡场所。如棉花与豆类间作、棉田内种植玉米世界形势高梁诱

集带，可使天敌数量比平作棉田增加3-1O.2倍，提高了天敌对棉铃虫的控制作用。3.诱杀成虫：(1)利用性信息素大面积

诱杀成虫，在全国各主要棉区重点应用棉铃虫性信息素诱捕法防治技术，该技术经济、有效、简单、易行，使棉铃虫区

域性自然种群交配率下降4O%以上，交配次数减少35%-45%，田间累计卵量减少35%-70%，卵的孵化率下降2O%一

45%，在大发生年减少用药1-2次。该技术已被国家科委组织的棉铃虫防治“行动计划”列为规范化防治技术之一；(2)

高压汞灯诱杀，使用高压汞灯诱杀技术，可减少田间卵量3O%一5O%；(3)在灌溉棉田种植玉米诱集带及其它诱集植

物，诱杀(捕)棉铃虫成虫。4.科学用药：(1)根据各代棉铃虫在主要寄主作物(小麦、玉米、春播棉、夏播棉)田的自然种

群生命表、为害特征及为害损失研究，制定了棉铃虫的科学防治指标；(2)加强棉铃虫的抗药性监测，筛选出防治棉铃

虫的有效农药；(3)使用与诱杀成虫技术配套的选择性农药和NPV、BT等生物农药。5.采用“一代不施药，二代保棉

顶，三代巧施药，四代保青铃，秋冬抓灭蛹”的棉铃虫区域性全程调控对策。即在一代麦田不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棉铃

虫，保护和利用天敌资源；二代少用化学农药，重点保护棉花生长点；三代增加玉米面积，分流棉铃虫卵量，棉田科学

地用药；四代重点管理迟熟棉田，保青铃，采用秋耕冬灌措施消灭棉铃虫越冬蛹。(二)创新点：1.棉铃虫性信息素的研

究与应用：(1)在国内外首次成功地应用棉铃虫性信息素进行大面积诱捕法防治，打破了国际上多年以来所认为的对棉

铃虫这种多次交配的虫种使用性信息素诱捕法防治无效的观点，使棉铃虫性信息素诱捕法成为该省棉铃虫综合治理的有

效措施之一。1991年该项目在河北省饶阳县3112亩棉田初次使用该项技术成功后，即引起了河北省农业副省长的重视

和支持，l992年又在河北省衡水地区21200亩棉田示范成功，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发送通稿，国内8家以上报刊予以报

道，1993年起在华北棉区推广该项技术。目前已推广该项技术的植棉省和自治区有河北、安徽、江苏、湖北、陕西、

新疆等地，使中国在该项技术的应用居国际领先水平。(2)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棉铃虫对性信息素的行为反应，提出了一

套利用性信息素大面积诱杀棉铃虫的规范化的技术措施，该技术已被同行认可，并列入国家科委组织的棉铃虫防治“行

动计划”规范化防治技术之一。(3)在国内首次进行了棉铃虫性信息干扰交配的田间试验，每亩使用2克干扰化合物，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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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效果达90%以上，持续时间达2O天以上，取得了满意结果，为今后棉铃虫性信息素的扩大利用奠定了基础。2.在国

内外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一代棉铃虫在小麦田，三代棉铃虫在玉米田，四代棉铃虫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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