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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安徽芜湖为例介绍2006 年稻飞虱大发生的特点 , 分析发生原因 ,并指出相应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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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芜湖市种植水稻10 .4 万 hm2 , 其中早稻3 .3 万

hm2 , 单季稻3 .5 万hm2 , 双晚3 .6 万hm2 。2006 年芜湖市稻飞

虱普遍重发生, 早、中、晚稻均受其害, 发生程度晚稻重于早

稻, 后期重于前期。全市晚稻以褐飞虱为主, 发生面积3 .9

万hm2 , 田间虫量普遍超过防治指标2 ～10 倍, 大部分地区需

防治面积占总面积的80 % 以上。晚稻稻飞虱发生时间之早、

迁入峰次之多、发生面积之广、爆发之快、田间虫量之高、危

害之重 , 均超过常年。

1  发生特点

2006 年稻飞虱的发生危害主要以褐飞虱为主, 其中四

(2) 代以白背飞虱为主 , 主要在早稻上发生; 五( 3) 代稻飞虱

主要发生在单季杂交稻上, 田间低龄若虫8 月5 ～10 日开始

大量出现 ,8 月15～20 日进入若虫盛期; 六( 4) 代发生在单季

晚稻田和双季晚稻田, 田间低龄若虫9 月10～15 日开始大量

出现, 直到9 月下旬～10 月上旬进入危害盛期; 七( 5) 代稻飞

虱, 由于各级重视程度高, 准备早, 防治效果较好, 基本上未

出现严重危害情况。

1 .1 迁入期早、迁入峰多、迁入量大 据繁昌县测报灯下记

载, 四( 2) 代白背飞虱6 月13 日初见 , 比2005 年迟9 d , 分别比

2004、2003 年早4 、6 d ; 褐飞虱6 月21 日初见, 分别比2005 、

2004、2003 年早4、1、2 d。截止7 月20 日累计诱集白背飞虱

为1 755 头/ 100 丛, 是 2005 年的 40 .1 % ; 褐飞虱 为 1 489

头/ 100 丛, 是2005 年的2 .7 倍。据芜湖县调查记载, 五( 3) 代

稻飞虱, 田间6 月30 日初见褐飞虱成虫, 分别比大发生的

1997、2005 年早11、13 d ; 灯下7 月5～8、10～12、16～20、30～31

日分别出现较大的迁入峰, 迁入峰次为历年同期最多, 截止8

月10 日累计诱集褐飞虱1 055 头/ 100 丛, 分别为大发生的

1997 年( 17 头) 和2005 年( 105 头) 同期值的62 、10 倍。六( 4)

代稻飞虱 , 灯下8 月13～16 、18～22 日及8 月27～9 月3 日分

别出现较大的迁入峰, 迁入峰次为历年同期最多, 截止9 月

20 日累计诱集稻飞虱3 298 头/ 100 丛 , 为2005 年同期值( 388

头) 的8 .5 倍 , 其中褐飞虱占86 .28 % 。

1 .2  田间短雌型成虫出现早、数量高  田间7 月22 日就见

到褐飞虱短雌虫, 比1997 年早12 d , 比2005 年早5 d。8 月7

日调查, 短翅型成虫平均15 .5 头/ 100 丛 , 是前3 年均值的

2 .4倍;8 月10 日普查, 单季稻田短雌成虫平均48 .1 头/ 100

丛, 分别是1997 、2005 年同期的1 .1、6 .0 倍。

1 .3  田间发生早, 危害性重  2006 年稻飞虱危害盛期出现

在8 月中下旬, 比1997 年早15～20 d , 比2005 年早3～5 d ,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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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杂交稻处在灌浆乳熟期, 对水稻的产量影响很大。

1 .4 发生不平衡, 田块间虫量差异大  据全市8 月中旬普

查, 各区域稻飞虱发生程度不等。8 月20 日市植保站在市区

调查, 单季稻田虫量500 ～16 000 头/ 100 丛 , 平均虫量5 400

头/ 100 丛 , 超过3 000 头/ 100 丛以上大发生的田块占70 % 以

上; 南陵县8 月18 日调查, 单季稻虫量平均2 156 .67 头/ 100

丛, 最高3 780 头/ 100 丛, 双晚平均181 .67 头/ 100 丛; 繁昌县

8 月19 ～20 日调查, 虫量最高58 800 头/ 100 丛, 平均10 900

头/ 100 丛; 芜湖县8 月21 日虫量200～2 500 头/ 100 丛, 最高

35 500 头/ 100 丛。同县区虫量也不等, 如芜湖县8 月16 ～23

日普查, 稻飞虱以杂交稻连片区发生为重, 六朗镇的万秋、中

心、李桥村虫量达70 ～14 290 头/ 100 丛, 方村的天民、马厂村

虫量达10 ～12 130 头/ 100 丛, 而方村的埭南、五星村混栽稻

区虫量只有52 ～590 头/ 100 丛。

2  原因分析

2 .1 虫源地虫量增大  虫源地稻飞虱大爆发为当地提供了

充足的虫源。据程家安报道,2006 年春季 , 东南亚地区的越

南湄公河流域稻飞虱爆发成灾, 导致我国南方广东沿海早稻

稻飞虱迁入早、虫量大, 形成全面大发生。稻飞虱爆发需一

定的虫量基数, 迁入早的可多发生一代 , 积累的虫量基数更

大, 主害代期间不断有迁入虫量作补充 , 使峰期持续时间长 ,

田间虫态不整齐, 增加了防治难度 , 加重了危害。如1997 年

7 月中下旬褐飞虱迁入芜湖市, 在8 月上旬出现大量低龄若

虫, 成为下一代虫源基数, 同时8 月中下旬又出现多次迁入

峰, 为8 月下旬～9 月初的大发生奠定了基础; 2005 年7 月

中旬～9 月上旬共出现8 个较大的褐飞虱迁入峰, 比常年多2

～3 个;2006 年灯下7 月5 ～8 、10～12 日出现较大的迁入峰 ,

比常年早10 ～15 d , 迁入量为历年同期最多, 为五( 3) 代的发

生打下基础;8 月13 ～16 、18 ～22 日及8 月27 ～9 月3 日的迁

入为六( 4) 代的发生提供虫源。

2 .2 特殊气候条件有利 频繁的台风暴雨为稻飞虱迁入降

落提供了条件。纵观近几次稻飞虱大发生的年份 , 无不与特

殊的气候条件相关。因台风所造成的“盛夏不热, 晚秋不

凉”的特殊天气, 可通俗的表明为“前雨后旱, 久雨曝晴”是稻

飞虱爆发的最有利气候条件。前期的降雨天有利稻飞虱成

虫的迁入、产卵、低龄若虫成活; 后期的温度上升, 加快若虫

的发育进程, 加重了稻飞虱的危害。如1991 年从6 月下旬～

7 月上旬全市持续降雨, 随后连续干旱, 稻飞虱出现历史上少

有发生危害;1997 年8 月11 ～25 日连续降雨天气, 随后天气

晴热, 使稻飞虱大爆发;2005 年7 月中旬～9 月上中旬台风频

繁、降雨不断,9 月下旬连续的晴热天气致使单、双晚稻飞虱

出现历史上的严重发生危害 ;2006 年7 月下旬～8 月中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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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连续发生如碧利斯、格美、桑美等5 次台风, 频繁的台风暴

雨, 为稻飞虱迁入降落当地提供了条件。芜湖市9 月6 ～24

日持续的连阴雨天气, 对稻飞虱的成虫迁入和产卵非常有

利,9 月下旬～10 月中旬气温偏高, 较常年高3 ～4 ℃, 使得

单、双晚后期稻飞虱严重危害。

2 .3 寄主条件适宜 芜湖辖区单、双季稻混栽 , 为稻飞虱的

连续发生提供了良好的食物条件。近年来, 大面积推广优质

稻, 以丰两优一号、两优6326 为代表的优质稻, 占全市中稻种

植面积70 % , 优质稻生长旺盛、茎秆粗壮、叶片宽大, 有利于

稻飞虱取食和生长发育。另外,20 世纪80 年代大面积推广

杂交稻, 对控制褐飞虱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 , 但褐飞虱生

物型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其种群已经由原来的生物学1、2

型演进为高致害力生物学3 型, 而目前主栽的杂交稻品种普

遍不抗生物学3 型, 因而导致褐飞虱大量繁殖。另外, 在田

间调查中还发现褐飞虱长翅型趋向短翅化 , 表现腹部大、产

卵量高 , 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观察探讨。

2 .4 稻飞虱对吡虫啉的抗性增加 自20 世纪90 年代吡虫

啉类农药在芜湖市推广使用, 由于该类药防效高价格适中 ,

深受农民欢迎, 致使农民长期、大量、单一使用, 造成稻飞虱

对吡虫啉的抗性快速增加。据报道, 多年来 , 我国虫源地越

南和泰国也以吡虫啉作为防治稻飞虱的主要药剂, 致使以迁

飞推迟稻飞虱产生抗性的作用不再显著。2005 年全国农技

中心组织南京农业大学对8 个省15 个点测定的结果表明, 稻

飞虱已对吡虫啉等农药产生了较高抗性, 我国褐飞虱对吡虫

啉抗性水平明显高于虫源地越南和泰国。2005 年安徽省宣

城市送检结果表明, 褐飞虱吡虫啉的抗性达到243 倍;2006

年湖南省植保总站组织本省8 个点监测, 结果表明,2006 年

中稻褐飞虱对吡虫啉的抗性达到98 .89 ～389 倍, 已处于极高

水平, 因此,2006 年农民用吡虫啉防治稻飞虱表现防效差。

据试验,2006 年湖南省宜昌市中稻穗期用10 % 吡虫啉 WP

0 .078 ～0 .092 g/ m2 喷施, 对稻飞虱防效仅61 .6 % , 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用此药0 .015 g/ m2 的防效达96 .2 % 。

2 .5 防治技术不到位  稻飞虱防治技术性较强, 药效选择、

施药时期、施药部位、喷施水量都有一定的科学要求。从化

学防治策略上讲,“治上压下, 治前控后”仍是最有效的措施 ,

但相当的农民对稻飞虱的防治, 还习惯于等看到虫子后才用

药, 此时稻飞虱多数进入高龄, 只能用速效药剂防治 , 由于稻

飞虱虫量大, 水稻处于生长后期 , 药液难以喷到稻根部, 防治

效果较低, 农民只好加大用药量和次数, 有的连续用药3 ～4

次, 每次用药成本高达150 ～300 元/ hm2 , 若药剂选择不对路

效果更不理想。

3  防控对策

3 .1 加强虫情监测, 及时准确预报  根据稻飞虱大发生特

点, 加强虫情监测 , 及时了解稻飞虱的重发前兆, 加强灯下和

田间虫量的监测, 掌握其迁入峰期、迁入峰次 , 田间短翅成虫

发生情况, 观注中长期天气预报, 了解稻飞虱发生期间的特

殊气候 , 综合分析虫情, 利用植保网络 , 及早发布准确预报。

3 .2  实施“治上压下、治前控后”策略  由于褐飞虱具有繁殖

力强, 世代重叠现象严重等特性, 早防治可减少田间短翅成虫

数量, 大大降低其繁殖率,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因此, 在

可能暴发的地区和田块, 应密切观注主害代前一代的虫情, 选

择对路农药适时防治, 控制其种群增长。

3 .3 推广抗虫品种, 加强健身栽培  大力引进抗虫品种, 同

时做好品种的替换, 实施配方施肥、科学管水等控害栽培技

术, 营造不利于稻飞虱发生的生态环境。

3 .4  合理科学用药 , 保护利用天敌  大力推广高效、低毒、

低残留并对天敌和环境较安全的农药, 避免长期单一使用某

一种类药剂 , 做好与其他药剂轮换交替使用, 以减少抗药性

的产生。加强替代药剂的试验和防治技术贮备, 杜绝高毒农

药和菊酯类农药的使用 , 维护农田生态平衡, 发挥自然控害

作用。

3 .5 建立农作物病虫防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成立植保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 对稻飞虱实行统防统治, 可帮助农民提高

防效减少成本。实践证明, 组织农户成立植保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 对实施农作物病虫防治社会化服务, 对防治稻飞虱, 效

果显著。据芜湖县8 月中旬调查, 示范片农户在植保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指导下防治 , 田间虫量明显低于非示范片, 方村

镇合心村16 .7 hm2 示范片, 田间虫量均在防治指标以下, 最

高虫量只有980 头/ 100 丛, 一般仅200 ～500 头/ 100 丛, 而同

一地区非示范片的几块田, 虫量5 350 ～35 550 头/ 100 丛; 六

郎中心村26 .7 hm2 示范片, 虫量70 ～960 头/ 100 丛, 而临近地

区虫量110～14 290 头/ 100 丛, 虫量1 500 头/ 100 丛以上田块

70 % 左右,10 000 头/ 100 丛以上的田块约占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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