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黄山市稻飞虱发生特点及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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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6 年黄山市稻飞虱大发生 , 通过了解稻飞虱发生特点、发生概况和防治技术措施 , 为以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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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市继2005 年稻飞虱大发生后,2006 年稻飞虱又大

发生, 全市大打防治稻飞虱攻坚战 , 挽回损失达5 .2 万t 。稻

飞虱防治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  2006 年黄山市稻飞虱发生概况

1 .1 灯下情况 褐飞虱灯下6 月22 日始见, 主迁峰在7 月5

日,7 月11 日、7 月21 日、8 月11 ～13 日。其中始迁峰( 7 月5

日) 比历年提早, 但比大发生的2005 年则迟7 d , 虫量为560

头, 高于2004 年、2005 年的152 头、168 头。截至7 月10 日共

诱褐稻虱1 371 头, 为前3 年均数的6 .24 倍 , 是大发生2005

年的2 .19 倍。

1 .2 观测圃系统调查情况

1 .2 .1 田间发生危害情况。田间有2 个虫口高峰, 第1 个高

峰出现在7 月上中旬, 以白背飞虱为主, 高峰在7 月25 日, 达

7 540 头/ 百丛; 第2 个高峰出现在7 月下旬至8 月中旬, 以褐

稻虱为主,8 月21 日达到高峰, 虫口密度为25 915 头/ 百丛。

达到中等偏重以上危害程度的时间最早出现在7 月下旬, 为

害期从7 月26 日至水稻收割。

1 .2 .2 短翅成虫发生情况。褐稻虱短翅成虫快速形成期在

7 月中下旬( 是褐稻虱防治的关键时期) , 从7 月16 日的0

头/ 百丛迅速上升到8 月1 日的330 头/ 百丛, 高峰在8 月5

日, 达370 头/ 百丛。达预测中等偏重发生程度( 20 头/ 百丛)

的时间在7 月下旬, 比普查早10 d 左右。

1 .2 .3 褐稻虱成为优势种群的时间。田间褐飞虱于8 月15

日上升成为田间主要种群( 占稻虱总量的93 .6 %) , 比普查迟

20 d。

1 .3 普查情况

1 .3 .1  田间发生危害情况。与自然状态( 观测圃) 比较 , 田

间也出现2 个虫口高峰, 一峰出现在7 月上旬, 以白背飞虱

为主。其快速激增期在7 月上旬, 在农户防治下, 达不到中

等偏重以上危害程度。第2 个高峰出现在8 月中旬, 以褐稻

虱为主。其快速激增期在8 月上中旬, 到8 月21 日达到高

峰, 虫口密度为5 364 头/ 百丛。达到中等偏重以上危害程度

的时期在8 月10 日, 为害期从8 月10 日至水稻收割。

1 .3 .2 短翅成虫发生情况。褐稻虱短翅成虫快速形成期在

7 月下旬至8 月上旬( 是褐稻虱防治的关键期) , 百丛虫口从7

月26 日的0 头迅速上升到8 月1 日的18 头 , 高峰在8 月16

日, 达97 头/ 百丛。达到预测中等偏重发生程度( 20 头/ 百丛

左右) 的时间在8 月1 日左右, 达到预测大发生程度( 50

头/ 百丛左右) 的时间在8 月6 日左右。田间长翅成虫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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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 月下旬。

1 .3 .3 褐稻虱成为优势种群的时间。田间褐飞虱于7 月25

日上升成为田间主要种群, 比自然状态下提早了20 d。

2  2006 年黄山市褐稻虱发生特点

2 .1  迁入峰多个, 主峰明显 , 前期迁入量大, 灯下褐稻虱比

例高 截至7 月11 日共诱褐稻虱1 728 头, 为前3 年均数的

6 .24 倍, 是大发生2005 年的2 .19 倍。褐稻虱占两虱总量的

24 .6 % , 是历年( 1991 ～2005) 均值的2 .15 倍 , 也高于大发生

2005 年23 .6 % 。截至7 月31 日灯诱3 304 头, 为前3 年均数

的1 .92 倍, 是大发生2005 年的3 .01 倍。

2 .2 田间发生量大, 持续时间长  达到大发生以上程度的

时间从8 月16 日到9 月1 日, 持续了15 d。田间百丛虫口从

4 428 头到3 239 头。自然状态下白背飞虱大发生程度持续

40 ～45 d , 褐稻虱为50～55 d。

2 .3 田间短翅成虫量大, 持续时间长 系统普查 ,7 月下旬

以来, 田间短翅成虫一路飙升, 达到预测中等偏重以上发生

( 20 头以上) , 时间持续36 d。

2 .4  褐稻虱发生期提早  田间百丛虫口达到中等偏重以上

发生程度都比常年提早20 d , 比大发生的2005 年提早5 d。

2 .5 褐稻虱成为优势种群的时间提早  观测圃自然状态

下, 褐稻虱成为优势种群的时间在8 月15 日, 而在田间吡虫

啉使用状态下, 则提前到7 月25 日。说明褐稻虱对吡虫啉抗

性增加 , 使褐稻虱成为优势种群的时间大大提前。

3  稻飞虱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吡虫啉类农药依然是农民防治稻飞虱的主体 , 部

分禁、限农药使用相当普遍; 夏季高温、农民劳动力成本升高

等制约着农民不能按要求对水, 导致防治效果不佳。

部分农药经销商不按各级植保部门病虫情报推荐的药

剂推荐给农民, 而是销售利润高、防治效果不佳的药剂。

4  防治措施

4 .1  各级政府、农业部门高度重视  黄山市委、市政府、安

徽省农委高度重视, 为稻飞虱防治工作开展提供了保障。市

农委及时组织水稻病虫害防治紧急工作会议, 对该市下一阶

段水稻病虫防治工作重点进行了部署, 并成立了由市农委负

责人带队的稻飞虱防治督查指导组赴各区县粮食产区乡镇、

农户、田头检查指导稻飞虱防治工作。区县政府主要领导和

农委领导也深入一线督察和指导稻飞虱的防治工作。

4 .2  加大宣传指导力度  褐稻虱有效防治和控制的关键是

在褐稻虱短翅成虫快速形成期, 用长效防治药剂如25 % 纯扑

虱灵1 .5 kg/ hm2 、5 % 锐劲特 600 ml/ hm2 、48 % 乐斯本1 200

ml/ hm2 对水喷施。市及各区县及时发布了病虫情报 , 加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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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运动”, 并且“以钢为纲”, 带动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

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造成

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2 .3 推进城市化建设与保护环境  自古以来, 帝王将相无

论修建行宫府邸, 还是构筑寝陵墓室, 无不优先考虑山形水

道流向, 可见山水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 人也都有亲山水的

本能。现在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炸山填湖, 使得富有生机的

绿色大地面目全非, 若要选中国最热门的水乡古镇, 周庄想

必名列前茅。周庄最令人不忘的当推镇上的桥, 陈逸飞的那

幅《故乡的桥》使周庄闻名天下。

农村区别于城市最主要的就在于它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

未受污染与破坏的山水 , 以及它那靠地缘、血缘关系维持的

简单的纯朴的社会关系。现在的农家乐, 休闲农庄的生意那

样红火, 城市的居民乐意花费时间、精力、金钱到农村去包几

亩地, 就在于人们的山水情结。因此 , 青山绿水是农村发展、

翻身的资源与资本。但是, 在城市化盲目推进的今天, 农村

却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往往对环境的破坏

与污染是成正比的 , 这也是我们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不可避

免的。湖北恩施鹤峰八峰药化公司生产的“八峰”牌氨基酸

酒榜上有名的绿色食品 , 但该产品生产有很重的环境污染 ,

氨基酸厂的生产废水进入地下河, 流入20 里外的自然水体 ,

青山绿水已被污染, 近几年八峰女职工生育畸形率相当高 ;

该公司厂址位于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湖北省鹤

峰县容美土司遗址( 明至清) , 该遗址在解放前和解放初都没

有破坏 , 却在鹤峰开放发展的今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3  工业企业带动型建设下的青山绿水保护

3 .1  各级政府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和开展村庄治理

试点 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保

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要本着节约原则, 充

分立足现有基础进行房屋和设施改造, 防止大拆大建。确保

青山绿水常在, 资源永续利用。

在过去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 随意拆毁老城区, 盲目建

设摩天楼、大广场 , 攀比“高大洋”, 已经让很多城市迷失了自

我, 失去了千年的文化传承, 我们的城市已被讥之为“千城一

面”了。现在, 新农村建设如果一味按照集约化居住的理论 ,

重走城市建设的老路, 不顾实际 , 大拆大建, 把农村都建成集

中居住的“城市小区”, 要不了多久, 恐怕又会出现“千村一

面”的怪象了[ 5] 。

3 .2 农村建设要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出发点 政府应创造适

宜的政策环境, 加强指导与监管, 调动广大农民自觉参与农

村建设 , 这是推动农村发展、村镇建设最重要的力量。农村

建设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指导思想。公

共设施建设以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为前提, 坚持建设与环保

同步推进。要充分考虑农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需要, 不能盲

目照搬城市的建设模式。农民一时还看不清楚的项目 , 要先

搞一些试点, 通过示范带动, 让农民理解和接受。村镇建设

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 , 都不要盲目拆迁, 更不能搞不切实

际的大拆大建; 科学指导农民建房, 防止盲目建设, 为农民提

供科学合理的建房方案, 引导农民节约建房。将有限的资金

用于提高房屋质量安全和改善住房功能上来, 注重保护和体

现地方特色与农村面貌, 防止对农村自然风貌的建设性破

坏。城市发展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要妥善处理城

市扩展引起的拆迁补偿、征地补偿等问题, 防止城市盲目扩

张, 防止城市垃圾、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扩散[ 6] 。

4  结语

人类过去特别相信能够改造自然, 能够主宰世界。而历

史事实和社会发展充分说明, 尽管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逐

步取得了支配地位, 但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 其

自然属性不可能根本改变,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 , 就必须充分

尊重自然, 遵循自然规律 , 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 才能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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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指导力度 , 电视台滚动播放病虫电视预报, 印发防治警报

明白纸, 分发到每户并张贴到每个自然村, 各区县农技人员

实行分工包乡、分乡包片、分片包户, 深入一线组织发动和宣

传指导 , 确保防治家喻户晓, 人人行动。

4 .3  建立水稻病虫害防治示范片和成立机防队 在水稻病

虫害防治示范片使用效果明显的长效农药 , 以点带面、以片

促面, 全面促进我市稻飞虱的防治。同时成立机防队和应急

小分队在重发田块组织统一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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