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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 ～2006 年 , 进行赤眼蜂防治栗实蛾的生物防治试验, 结果表明 , 使用赤眼蜂防治板栗栗实蛾 ,平均防治效果达64 .23 % , 平均虫
食率降低25 .72 % , 并且具有环保、生态、安全、方法简便、成本低、防治效果好等特点。实施该技术 , 每公顷可挽回经济损失1 046 .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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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桓仁县自然条件优越, 适合板栗生长。该县有悠

久的板栗人工栽培历史, 当地农民的板栗栽培经验比较丰

富。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 该县农民种植板栗的热情不断提

高, 板栗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经济效益可观。到目前为止, 桓

仁县板栗面积已发展到6 800 hm2 , 年产量为8 500 t , 可实现

年产值2 550 万元, 实现利润2 318 万元。板栗生产已成为该

县农民增收致富的一项产业。但是 , 随着板栗栽培面积扩

大, 且种植多为坡地, 难以有效防治虫害, 导致栗实蛾发生逐

年加重。桓仁县植保站调查发现, 桓仁县板栗常年的栗实蛾

虫食率为11 % ～30 % , 年均产量损失331 .3 万kg , 经济损失达

993 .9 万元。为切实有效地无害化防治板栗栗实蛾, 桓仁县

植物保护站于2005 年利用赤眼蜂对向阳乡双合村的板栗栗

实蛾进行了 20 hm2 的小面积生物防治试验, 防治效果达

69 .81 % , 在此基础上,2006 年该县植保站又进行了66 .7 hm2

的大面积示范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板栗是向阳乡主导产业, 目前已发展面

积2 000 hm2 , 总计120 万株。其中盛果期板栗40 万株, 初果

期板栗40 万株, 其余属生长期。该县板栗主要品种为丹化

和沙优1 号。树龄范围2 ～40 a , 平均15 a , 平均每公顷板栗

产量1 800 kg 。该乡板栗总产量1 .8 万t 左右, 产值360 万元 ,

板栗带来人均收入可达450 元 , 占农民收入的15 % 左右。但

板栗树多生长在坡度较大的山地, 且树龄较长 , 树体较高, 离

水源又较远, 化学防治较难, 因此, 在虫害防治方面困难很

大; 农民基本上不进行虫害防治 , 若遇到虫害严重发生年份 ,

造成板栗大幅度减产。

1 .2 当地栗实蛾发生规律 栗实蛾又名小卷蛾, 属鳞翅目

夜蛾科昆虫。其幼虫咬破栗棚, 蛀入果实内取食危害, 被害

果外常有虫粪堆积; 有时咬伤果梗, 切断维管束, 使栗苞未成

熟而脱落。成虫翅展15～18 mm, 前后翅灰黑色, 前翅前缘有

几组大小不等的白色斜纹。卵黄白色, 椭圆形。幼虫初龄体

白色, 以后体色转深, 头部褐色, 胸腹部暗绿色至暗褐色 , 体

被有细毛。蛹长7～8 mm, 赤褐色 , 茧长10 mm 左右, 长椭圆

形, 附有泥土。栗实蛾在该县1 年发生1 代, 以老熟幼虫在

落叶层中越冬。5 月初化蛹,6 月中旬开始羽化,6 月末为羽

化盛期。成虫昼伏夜出活动, 交尾产卵,7 月中旬大量产卵于

栗苞上或果梗基部,7 月末幼虫孵化, 先危害栗苞。8 月末幼

虫蛀入果实内取食, 多从基部蛀入,9 月末至10 月中旬随果

实落地 , 幼虫脱果潜入落叶层结茧越冬[ 1] 。

1 .3  试验依据 栗实蛾属鳞翅目夜蛾科昆虫, 具有产卵习

性, 而赤眼蜂具有对其卵寄生的习性, 可达到防治目的。

1 .4 试验示范方法 ①地点。试验示范地点为桓仁县向阳

乡双合村11 组; 对照区为双合村10 组。②面积。试验示范

面积为66 .7 hm2 。③条件。山地, 坡度20°～40°左右, 无灌溉

条件。④试验设计。试验示范区2 次放蜂, 第1 次6 月30

日, 第2 次7 月5 日。不设重复, 每公顷每次放蜂225 万头,2

次总计放蜂450 万头。每公顷设150 个放蜂点, 将蜂卡别在

树体离地面2 m 左右的叶片上。对照区不采取任何防治措

施。9 月末 , 在板栗成熟期, 随机抽样, 调查放蜂区和对照区

的栗实蛾虫食率, 示范区与对照区均调查I 、II 、III 、IV 4 个点 ,

计算防治效果。

1 .5 田间管理  示范区板栗田间正常施肥管理, 期间不施

任何化学杀虫剂; 对照区田间管理与示范区一致。

2  结果与分析

2005～2006 年赤眼蜂防治板栗栗实蛾虫食率调查及防

效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2005～2006 年使用赤眼蜂防治板栗栗实蛾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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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区 Ⅰ 139  121 18 12 .95 10 .26 23 .73 69 .81  135 118 17 12 .59 19 .54 27 .71 58 .65

Ⅱ 128 116 12 9 .38 128 79 49 38 .28
Ⅲ 168 151 17 10 .12 168 155 13 7 .74
Ⅳ 128 117 11 8 .59 128 98 30 23 .44

对照区 Ⅰ 104 70 34 32 .69 33 .99 - - 104 62 42 40 .38 47 .25 - -
Ⅱ 111 81 30 27 .03 111 80 32 28 .82
Ⅲ 89 61 28 31 .46 89 32 57 64 .04
Ⅳ 105 58 47 44 .76 104 46 58 55 .77

 注 : 调查日期为2005- 09-26 和2006-09-28 ; 调查单位为桓仁县植保站。 �

作者简介  娄福贵( 1955 - ) , 男 , 辽宁桓仁人 , 高级农艺师 , 从事基层植
物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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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防治效果分析  表1 表明, 赤眼蜂防治栗实蛾效果明

显,2005 和2006 年防效分别为69 .81 % 和58 .65 % ,2 年平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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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受到的制约和监督有限, 不能有效地防治权力行为的异

化, 则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2 .2  导致腐败 行政权力的日益扩张更为形形色色的权力

腐败提供土壤, 造成滥用权力。行政权异化以后, 打着为公

众提供“公共产品”的幌子 , 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

供“私人产品”, 造成“角色相调”。腐败已成了附着在行政权

力“肌体”上难以清除的“恶瘤”。

2 .3 孳生官僚主义  一方面是政府规模过大, 行政开支费

用巨增, 成本增加; 另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盛行, 办事拖拉, 不

讲效率 , 不负责任。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制约了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 , 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 不仅

增加了办事难度, 而且导致了贿赂等现象的滋生。

2 .4 威胁中央权威  行政权力的扩张, 造成各级地方政府

权力的扩张。这给中央权威带了危机。中央政府财政能力、

比例不断下降, 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地方政

府已成为独立于中央的经济利益主体, 出现各自为政的“诸

侯经济”。地方不但拥有雄厚的实力, 而且已有能力推行与

中央不同的目标和计划 , 中央与地方政令不一 , 地方行政权

力运作失衡 , 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失灵, 使得社会控制能力

降低、社会问题增多。

3  行政权扩张的制约和监督

3 .1  对行政权的立法控制 立法权通过制定法律以体现人

民的意志。宪政民主理论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违背人

民的意志即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因此, 用立法权控制行政

权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表

现在2 个方面: ①通过立法手段立法机关控制行政权, 即通

过制定法律来规定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 以防止行政

权力的滥用、逾越和无序运行; ②立法机关依法对行政权监

督控制。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

威, 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与之相违背, 否则无效。立法机关

作为立法者享有对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严格遵循宪法和法

律的规定的监督权 , 如质询、罢免、弹劾、违宪审查等。

3 .2  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 司法权具有很独特的地位。司

法独立是最基本的宪政原则之一。行政权力的行使如果违

背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 相对方可以依法诉诸法院, 通过行

使审判权以达到将其约束在合法范围内的目的。这种方法

主要是通过对行政权力进行司法审查以纠正违法的行政行

为, 并对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进行相应的补救。司法机

关的独立原则使司法审查成为行政法治的有力保障。同时 ,

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也产生一种心理压力。所以, 保

障司法的权威性也能对行政权力的扩张产生控制作用[ 5] 。

3 .3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权扩张的主要原因是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愿望, 干扰

和破坏了法制秩序,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为了使得行政自由

裁量权得以正确行使, 首先应在行政程序中设置告知、说明

理由、职能分离、情报公开等制度。这些程序权力一旦转化

为行政相对人的活动, 将合成比较大的社会力量, 与行政自

由裁量权的滥用相抗衡 , 从而增加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 抑

制滥用而造成的腐败。其次, 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赋予行

政主体的权力, 行政人员行使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

国家法律、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的理解及其主观能动性的发

挥, 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所以, 必须加强对行政裁

量权的司法监督[ 6] 。

3 .4  发挥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的功用  在任何社会社会共同

体都是必要的。但共同体并不一定等于政府。“公共物品”

除了由政府提供外, 还可由社会自治组织如行业协会、公共

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基层群众组织来实现。非政府的社会

共同体行使公共权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权力的异化, 因为非

政府的社会共同体更接近普通公民, 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其运

作并对其监督。为此, 在公共管理中, 政府有责任为他们的

发展和规范创造良好的条件, 以促进“第三只手”的健壮成

长, 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7] 。

4  结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蓝

图。要实现这一目标, 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还存在政府角色

的转变、公共权力的规范和有效行使等问题。因此, 新世纪

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 在公共管理中扮演一个规

范、高效“掌舵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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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达64 .23 % ; 虫食率分别降低23 .73 % 和27 .71 % ,2 年平

均降低虫食率25 .72 % 。2006 年, 是板栗栗实蛾大发生年

份, 平均虫食率为47 .25 % , 赤眼蜂的防治效果为58 .65 % ,

效果不理想, 但已达到预期目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 ①蜂

卡出蜂率不高 , 个别蜂卡出蜂率仅为30 % 左右 ; ②预测预报

无经验, 导致蜂、卵期尚未完全吻合 , 影响防治效果。

2 .2  效益分析  按板栗产量1 800 kg/ hm2、价格3 .00 元/ kg 、

蜂卡成本450 元/ hm2 计算,2006 年示范区防治面积66 .7 hm2 , 可

挽回损失( 可挽回损失= 防治面积×平均单产×损失率×防治

效果) 33 255 kg 。平均每公顷挽回损失498 .75 kg , 折人民币

1 496 .25元, 扣除成本450 元, 每公顷增加效益1 046 .25 元, 示范

区增加效益6 .98 万元。若该县6 800 hm2 板栗全部实施该技术

防治栗实蛾, 农民可增收711 .5 万元。

3  小结

赤眼蜂防治板栗栗实蛾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技术。它具有

安全、无污染、无害化、方法简便、成本低, 防治效果好等优点,

既适合无公害板栗生产基地大面积推广应用, 又能解决山区化

学防治板栗虫害的诸多困难, 深受农民欢迎。该防治技术对该

县无公害板栗生产具有深远影响, 推广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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