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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棉田甜菜夜蛾的生活习性、危害特点 ,分析了其发生原因 ,提出了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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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菜夜蛾( Spodoptera exi gua Hb .) 是一种世界性农业害

虫。该虫食性复杂, 危害十字花科蔬菜和棉花、玉米、大豆等

100 多种植物。2001 年以来, 甜菜夜蛾已成为江苏射阳地区

常发性害虫,2004 年局部棉田危害严重。由于甜菜夜蛾危害

蔬菜的研究较多, 而危害棉花的相关报道较少 , 笔者对甜菜

夜蛾危害棉花情况进行了初步研究, 并提出防治对策。

1  生活习性及生活史

该虫在江苏射阳地区1 年发生5 代, 以第4 、5 代为主害

代, 棉田以第3、4 代为主害代, 卵产于叶片背面 , 多数以卵块

为主, 只有极少数散产。据调查, 多数为堆积卵块, 每块一般

在40～70 粒, 高的达175 粒, 少数为平铺, 每块只有10 粒左

右。卵呈馒头型, 初产时乳白色, 孵化前转为浅灰色, 并出现

1 个小黑点。卵块一般第3 天开始孵化。

幼虫一般5 龄 , 初孵幼虫先取食卵壳 ,2 ～5 h 后陆续从鳞

毛内爬出, 群集取食,10 h 后的1 龄幼虫即可吐丝下垂。幼虫

一般在3 龄开始分散危害。据观察,1、2 龄幼虫仅食叶肉, 留

下表皮。幼虫有假死性, 受惊后即吐丝下垂或缩成一团, 滚

到土表。由于棉田荫蔽, 幼虫一般在棉株中上部危害, 避光

性不甚明显 , 多数在叶片上取食, 少数危害花、蕾和铃, 晴朗

白天幼虫仍能在植株上危害。室内饲养结果表明,1～3 龄幼

虫食量很小 ,4 龄后食量大增,5 龄进入暴食期( 占幼虫总食

量的70 % 以上) 。

2  发生危害特点

2 .1 发生范围广 据了解20 世纪80 年代以前, 甜菜夜蛾仅

在我国的局部地区零星危害, 而现在发生范围已遍及全国20

余个省、市、自治区。

2 .2 寄主作物种类多  甜菜夜蛾食性杂, 不仅危害蔬菜、大

豆、花生、棉花、玉米等农作物, 而且危害梨树等果树。

2 .3 突发性强  在一般危害年份或一般发生区, 甜菜夜蛾

的发生并不引人注意, 但大发生年份, 由于甜菜夜蛾具有迁

飞性, 其扩散速度相当快。据报道 ,1999 年河南省甜菜夜蛾

于6 月中旬开始在东部和北部成灾 ,7 月份以后在全省范围

内暴发。其扩散速度之快, 相当罕见。

2 .4 个体发育进程悬殊  据调查, 棉田受害较重的地段能

同时查到甜菜夜蛾的不同虫态和不同龄期的幼虫, 田间一直

表现为以低龄幼虫为主。

3  发生原因分析

3 .1  种植结构及栽培管理 随着蔬菜种植面积和复种指数

逐年提高, 不同作物间套作, 为甜菜夜蛾提供了充足的食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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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虫发生量逐步递增 , 世代重叠现象严重。如棉田内间种辣

椒、绿豆等, 甜菜夜蛾幼虫发生量明显增多。随着冬天大棚

蔬菜面积的迅速扩大, 甜菜夜蛾的越冬场所更加广泛, 导致

甜菜夜蛾虫源基数逐年上升。此外, 部分农田管理水平较

低, 杂草丛生, 为甜菜夜蛾提供了适宜的野生寄主, 对其转移

危害、繁殖及世代延续十分有利。

3 .2  气候条件 甜菜夜蛾对高温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夏季

高温干旱对寄生于甜菜夜蛾的天敌繁衍不利, 导致甜菜夜蛾

幼虫成活率偏高, 危害加重。据报道, 在我国甜菜夜蛾发生

危害严重的时期均出现在当地气温较高的时候。2004 年江

苏射阳地区夏季气温持续偏高、降雨较少,7 ～9 月份日平均

气温为26 ℃, 比常年同期高1 .1 ℃,7 ～9 月份雨量累计238 .9

mm, 是常年同期的46 .0 % , 导致当年部分地区棉田甜菜夜蛾

发生较重。

3 .3 天敌因子 甜菜夜蛾常见的捕食性天敌有蛙类、鸟类、

蝽类等; 寄生性天敌除各种寄生蜂、寄生蝇外, 还包括真菌、

病毒、微孢子虫等病原微生物。这些天敌对甜菜夜蛾的种群

数量起着非常重要的自然控制作用。据报道, 江苏射阳地区

甜菜夜蛾仅赤眼蜂的寄生率就高达25 % 。但是, 由于长期、

大量施用化学农药, 天敌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很大程度上削

弱了天敌对甜菜夜蛾的自然控制作用, 导致其危害加重。

3 .4 抗性因素  目前, 国内外对甜菜夜蛾的防治仍以化学

防治为主, 长期用药导致甜菜夜蛾抗药性大幅度提高, 抗性

问题已经成为防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3 .5 迁飞习性  甜菜夜蛾暴发成灾除了本身生活周期较

短, 产卵量较大外 , 还与其具有远距离迁飞能力密切相关。

另外, 昆虫迁飞行为的发生不仅与迁出地虫源及环境条件有

关, 而且还与迁入地的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

4  防治对策

棉田甜菜夜蛾的防治, 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 采取生物

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综合治理措施。

4 .1  农业防治  结合打顶、整枝、抹芽等农事活动, 将带有

虫卵的残枝残叶带出田外集中销毁 , 可有效减少棉田的卵

量, 降低危害。冬前及时耕翻灭茬, 破坏甜菜夜蛾越冬场所 ,

消灭土层内的越冬幼虫, 可有效降低来年发生基数。同时将

农田及其周围的杂草及时除尽, 消灭其过冬寄主。

4 .2 生物防治 包括保护利用自然天敌( 天敌昆虫、病原物

等) 以及生物农药和性诱剂的利用。尤其是生物农药的应用

越来越普遍, 如Bt 、抗生素类、微生物类及植株源农药。2004

年棉田药效试验结果表明, 用13 500 亿/ hm2PIB 核型多角体

病毒(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提供)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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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足。国际上一般认为, 企业技术研发费用占产品销售额

的2 % , 企业方可维持生存, 占5 % 企业才有竞争力[ 3] 。我国

企业研发费用普遍较低 , 尤其是欠发达地区, 农业龙头企业

规模小, 实力弱 , 科技开发费用更低, 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

新、新产品开发研制以及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 , 最终影响企

业竞争力。

3  欠发达地区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 .1 扩大农业龙头企业规模  首先, 通过并购扩大规模。

有比较优势的农业龙头企业, 通过兼并或收购不景气的本地

企业, 这样不仅可以盘活资本存量 , 整合资源、资金、技术、人

才等要素, 降低交易费用 , 而且可以迅速扩大其规模 , 提高其

竞争力。其次 , 建立企业集群。要以资本为纽带, 通过市场

机制, 打破地域、行业、所有制界线, 鼓励各地区、各行业的国

有、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营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建设, 形成规模大、实力雄厚的产业集群, 增强其竞

争力。第三, 招商引资。欠发达地区要充分抓住发达国家淘

汰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和国内发达地区的资金向内地和边

远欠发达地区扩散的机遇, 广泛招商引资, 吸引国内外有实

力的财团和企业, 多引进些有实力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3 .2  政府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政府应在尊重市

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 为龙头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

部环境。首先 , 科学决策。地方政府应在资源调查、市场调

查和区域优势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 确立适合本地区特点的主

导产业, 进行合理组织或引导规划布局, 减少资源配置的盲

目性和农民利益损失。第二, 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各级财政

要安排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 重点用于龙头企业的启

动; 采取贴息、集中资金有偿滚动使用等办法 , 重点支持一批

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龙头企业; 政府投资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 如科研设施建设、适用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科

学技术人才培养、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效

益, 从而提高龙头企业的竞争力。第三, 优惠的税收政策。

应在国家税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本地政府期限范围内制

定出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龙头企业予以支持。

3 .3 加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身建设  首先, 积极开拓

市场。一是研究市场, 把握消费者的心理, 尽量保证产品适

销对路, 以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二是在营销方式上要充分

应用信息技术和现代营销手段, 建立和完善市场预测系统 ,

及时掌握市场供求信息; 三是强化“质量第一”的观念。其

次, 搞活经营机制。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明晰

产权, 明确责任, 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 规范运作, 树立诚信

经营的企业形象, 建立科学的决策系统、权利监督机制。第

三, 推进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

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 共建实验

室和研究开发机构, 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 有条件的龙

头企业要组建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 ,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第四, 要培育品牌。

3 .4 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首先, 建立稳定的产品购销

关系。企业要把扶持生产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和

基本义务, 自觉地为生产环节服务: 龙头企业可以通过预付

定金, 发放生产扶持金, 赊销种苗和饲料等方式, 扶持农业生

产, 向农民返利让农民得利, 通过保护价收购、价外补贴、无

偿供种、“二次结算”等方式, 与农民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

其次, 大力推广合同、订单农业。要逐步规范龙头企业与农

户的产销合同, 完善双方的主体地位和相应的权利义务, 努

力提高订单的履约率。第三, 建立股份合作约束机制。企业

与农户之间可以实行股份合作制, 互相参股, 形成新的资产

关系, 结成“互惠互利, 配套联动”的经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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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体病毒的开发应用, 不仅能降低成本, 保护环境 , 而且由

于核型多角体病毒能在自然界长期存活, 在寄主体内自然

繁衍, 从而能达到长期控制害虫的目的。随着人们环境保

护意识的增强 , 生物防治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4 .3  化学防治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和绿色食品的

生产 , 化学农药的用量逐渐减少, 但是在生产实践中, 尤其

是害虫暴发期间, 应用一些新型、高效农药防治甜菜夜蛾仍

显得十分必要。15 % 安打、24 % 美满等药剂使用后能够迅

速地控制住甜菜夜蛾的危害。为了延缓甜菜夜蛾抗性升级

的速度, 开展化学防治时要注意轮换使用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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