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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2003～2005 年稻纵卷叶螟在江苏射阳县的发生概况及特点 ,指出成虫迁入量大、繁殖代次多、残留基数高、气候条件适宜、
天敌控制能力下降等因素是稻纵卷叶螟大发生的主要原因 , 提出了准确测报、科学用药、治前控后等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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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射阳地处苏北沿海地区, 近 几年, 稻纵 卷叶螟

( Cnaphalocrcis medi nalis G.) 在当地水稻上连续大发生 , 尤其

是2003 ～2005 年, 末治田的稻纵卷叶螟白叶率达100 % , 严重

威胁着水稻生产。笔者对近几年稻纵卷叶螟发生原因与危

害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大发生年份稻纵卷叶螟的防治对策 ,

以期为该病的防治提供依据。

1  发生概况与特点

1 .1 迁入早  2004、2005 年稻纵卷叶螟迁入期明显提早。

2004、2005 年稻纵卷叶螟迁入第一峰分别在7 月2 日、7 月1

日; 田间定点赶蛾, 全代累计蛾量分别是2 175、1 725 头/ hm2 。

峰期比常年早20 d 左右 , 迁入量是常年的6 ～10 倍。且该次

迁入的虫量, 都能过渡到六( 4) 代成为水稻穗期的虫源, 从而

使六( 4) 代稻纵卷叶螟在当地也成为水稻上的主害代。

1 .2  峰期长  2004 年六( 4) 代稻纵卷叶螟有2 个峰次, 成虫

羽化高峰分别在8 月22 日、30 日, 而从第1 峰起到第2 峰盛

期末的9 月10 日期间, 田间的当日蛾量一直维持在3 000 头

以上,2 峰合二为一 , 盛期近20 d , 为有记载以来所罕见。

2003 年, 五( 3) 代第2 成虫峰( 主峰) 在8 月11 日 , 六( 4) 代第1

成虫峰( 主峰) 在8 月21 日,2 代主峰相差10 d 且都达到大发

生水平 , 因此出现了2 代稻纵卷叶螟“联治”的现象, 田间当

日蛾量在1 000 头以上的时间超过20 d , 为近10 年来少见。

2003、2004 年稻纵卷叶螟主害代盛期明显拉长。

1 .3 危害重  常年稻纵卷叶螟危害造成水稻减产一般在

10 % 以内, 严重田块在20 % 左右。2004、2005 年漏治田稻纵

卷叶螟危害导致水稻减产40 % ～60 % ,2004 年稻纵卷叶螟防

治示范区内对照区减产达83 .3 % 。由于2004 、2005 年稻纵卷

叶螟发生量特大, 其危害造成损失明显重于常年。

2  重发原因分析

2 .1  迁入量大 2004 、2005 年由于受虫源地发生重、虫口基

数大的影响, 当地四( 2) 代、五( 3) 代成虫迁入量很大。2004 、

2005 年7 月初都有明显的稻纵卷叶螟成虫迁入峰, 且分别在

7 月13 日、7 月20 日有一个较大的迁入峰; 而常年只在7 月

20 日左右有稻纵卷叶螟迁入现象, 且迁入虫量明显低于

2004、2005 年的水平。据定点调查, 常年3 代稻纵卷叶螟田间

每公顷蛾量在6 000 头以内, 高的年份在10 500 头左右 , 而

2004、2005 年3 代稻纵卷叶螟田间每公顷蛾量分别达37 725 、

255 750 头。2004、2005 年稻纵卷叶螟迁入量明显高于常年的

水平, 加重了稻纵卷叶螟在当地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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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繁殖代次多 常年稻纵卷叶螟只能繁殖1 个代次 , 主

害代是五( 3) 代 ;2004、2005 年由于迁入早, 稻纵卷叶螟在当地

成功繁殖2 个代次 , 使六( 4) 代也成为主害代。1992～2004 年

系统调查结果表明, 稻纵卷叶螟自然繁殖每增加一个代次 ,

其为害虫量将上升6 .22 ～7 .30 倍。2004 、2005 年稻纵卷叶螟

主害代在五( 3) 代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虫量基数更大的六( 4)

代, 使稻纵卷叶螟在水稻上的危害程度明显上升。

2 .3  残留基数高  2004、2005 年四( 2) 代、五( 3) 代第1 峰稻

纵卷叶螟迁入为害期间, 由于田间虫量减少, 为害期提前, 一

些农户存在麻痹思想, 防治不力 , 导致残留虫量较高 , 为下一

代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本地虫源。2004 年五( 3) 代稻纵卷叶

螟防治效果好的田块, 百穴残虫4 .8 头, 卷叶率0 .4 % ; 而防

治效果差的田块, 百穴残虫65 .5 头, 卷叶率14 .7 % ; 重发田

块百穴残虫达200 头以上, 卷叶率在40 % 左右。2004、2005 年

由于前期稻纵卷叶螟防治不力, 残留基数较高 , 导致主害代

稻纵卷叶螟防治难度加大, 从而使危害程度加重。

2 .4  气候条件适宜  稻纵卷叶螟的迁入一般需存在垂直气

流, 否则难以降落。2004 、2005 年的7 月初, 当地垂直气流强烈,

过程性降雨多, 雨量大, 雨日多, 对四( 2) 代稻纵卷叶螟多频次、

不间断的迁入十分有利;2004 年7 月13 ～14 日、2005 年7 月20

～22 日期间再次出现较大的过程性降雨, 稻纵卷叶螟再次迁

入当地, 且迁入量较大。另外,2004、2005 年7 月上、中旬持续低

温阴雨, 对四( 2) 代稻纵卷叶螟卵的孵化也十分有利。2004 ～

2005 年适宜的气候条件, 有利于四( 2) 代稻纵卷叶螟的发生与

存活, 也为后期稻纵卷叶螟大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2 .5 寄主品种生长情况适合稻纵卷叶螟危害  2004 年水稻

条纹叶枯病大流行, 植株主茎穗死亡较多;2005 年当地遭遇

洪涝灾害, 水稻受害严重。上述原因导致了2004、2005 年水

稻生育进程推迟, 生育期参差不齐, 次生分蘖较多, 后期植株

偏嫩, 十分有利于稻纵卷叶螟产卵与低龄幼虫存活, 从而加

重了稻纵卷叶螟的危害。

2 .6 天敌控制能力下降  近年来, 有些农户不顾农药使用

强制标准, 在水稻上大量、反复使用高毒农药和菊酯类农药 ,

导致水田害虫天敌大量死亡。据调查, 水稻田中蜘蛛等捕食

性天敌已很少见, 赤眼蜂等寄生性天敌的卵寄生率在10 % 以

下。天敌控制能力的下降, 也是稻纵卷叶螟持续猖獗的主要

原因之一。

3  防治对策

针对近几年该地区稻纵卷叶螟大发生 , 制定了准确测

报、科学用药和治前控后的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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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竟高达12 .38 % ; ③由于生产工艺上的缺陷, 企业在利

用资源和能源时处于高能耗、低产出状态, 所以秦皇岛市的

化石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 化石能源用地面积也随之增加。

作为沿海城市, 秦皇岛水产品的需求量和产量都比较高。但

是,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 秦皇岛每年在旅游旺季的水产品消

耗量是不可忽视的。因此, 水域在生态亏损中占较大比例不

足为奇。对于草地亏损, 除了与水域亏损有同样的原因外 ,

还由于居民饮食结构的调整。所以, 草地的生态亏损额位居

第3。耕地占用赤字仅少于草地。这表明在快速的工业化和

城市化进程中, 秦皇岛市耕地资源占用量大, 人地矛盾尖锐。

  表1 2002 年秦皇岛市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

资源类型

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面积

hm2/ 人

均衡面积

hm2

人均生态承载力
人均面积

hm2/ 人

均衡面积

hm2

耕地 0 .25 0 .69 0 .07 0 .52
草地 1 .05 0 .51 0 .00 0 .22
森林 0 .05 0 .05 0 .08 0 .02
化石能源 0 .88 0 .96 0 .00 0 .00
建筑用地 0 .23 0 .04 0 .02 0 .65
海洋( 水域) 2 .01 0 .39 0 .02 0 .03

  2002 年我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 .60 hm2/ 人, 生态承载

力为0 .80 hm2/ 人。研究表明 , 秦皇岛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

载力均高于全国水平。承载力水平较高, 说明秦皇岛的生态

生产能力较强, 其生态环境基础较好; 生态足迹较高 , 说明秦

皇岛近几年各方面发展较快, 对于资源的消耗量也随之增

长。同时 , 作为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 , 其流动人口较多, 因此

对各种资源的消耗也会随之增加。从全球的范围来看,2002

年世界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 .80 hm2/ 人, 而秦皇岛生态足迹

远超出了这一数值。因此, 不论是从全国还是全世界角度来

看, 秦皇岛市目前的发展均是不可持续的。

4  小结与讨论

研究表明 , 秦皇岛市当前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生态足

迹分析法作为一种新方法有其自身缺陷, 比如在进行人口参

数的选取时 , 由于流动人口的数量很难确切地得到统计, 因

此作为旅游城市的秦皇岛游客所消耗的大量资源就只能算

作当地人口的消耗 , 使得秦皇岛的生态足迹较高。此外 , 生

态足迹对于化石能源用地的承载力计算, 仅仅将 CO2 列入其

中, 其他温室气体并未计入其中。最后, 在对不同区域不同

范围的生态足迹进行比较时, 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实力不同 ,

因此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同, 在没有将不同区域经济水平转

化为同一标准的前提下进行生态足迹比较有些不妥。因此 ,

在今后使用该方法时 , 应针对不同城市的特点选取有针对性

的指标。在进行同一经济水平转化时, 用能够代表该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的 GNP 或 GDP 等指标作为标准化的参考, 对生

态足迹进行修正。

针对秦皇岛市的当前形势, 为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 提出以下建议 : ①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 建立

资源节约型社会, 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存量; ②进一步调整产

业结构,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③增加用于科技的支出 , 提高自

然资源单位面积的生物产量; ④从各方面解决农民就业问

题, 以减少其对土地的依赖; ⑤制定科学的城市和土地规划 ,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农用地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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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准确测报  这是指导防治的依据。如果不了解准确

的虫情, 要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是不现实的。2004 年六( 4)

代稻纵卷叶螟防治示范( 用2 遍药) 结果表明, 严格按预报

结果用药防治的, 卷叶率为2 .3 % ; 提前2 d 防治的 , 卷叶率

为18 .6 % 。可见在稻纵卷叶螟防治上, 只有准确测报, 才能

保证防治效果。

3 .2  选准药剂 , 提高用药质量  这是提高防治效果的关

键。2004 、2005 年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 沙蚕毒素类农药

防治效果最好 , 正常用量1 遍药的杀虫效果达92 .4 % 、保叶

效果在90 % 以上( 药后5 d 结果) , 对大发生虫量的有效控

虫期为5 d 以上 , 残效期为8 ～10 d ; 同时, 这类农药对天敌

相对安全 , 药后未发现天敌减少现象 , 而有机磷类农药药后

基本上见不到天敌活动。此外, 在选准药剂的同时还要提

高用药质量。用药时要用足水量、喷雾均匀。2004 、2005 年

水稻穗期防治稻纵卷叶螟时, 凡是水量不足的田块, 防效明

显下降 ; 用粗喷雾或泼浇扫射的田块 , 出现白叶现象。可

见, 选准药剂品种、提高用药质量是稻纵卷叶螟大发生年份

防治工作的关键。

3 .3  治前控后  这是保证防治效果的重要举措。在稻纵

卷叶螟迁入早、发生量大的年份 , 应积极采取“治前控后”的

策略。在四( 2) 代迁入早、迁入量大、发生条件有利的年份,

要重视四( 2) 代的防治工作, 这样可有效地控制下代本地虫

源量及发生程度, 更能降低六( 4) 代的发生、危害程度 , 减轻

水稻穗期病虫防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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