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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索引起稻田灰飞虱暴发的原因 ,为其防治策略的提出奠定基础。[ 方法] 从种植结构、耕作制度、水稻品种、气候条件、抗
性问题及天敌因子等几个方面分析稻田灰飞虱暴发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 结果] 我国稻区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的演变为灰
飞虱提供了充足的食料 ; 感虫品种的大面积推广种植、灰飞虱对温度适应能力的增强、长期不合理用药引起的抗药性的提高及天敌种群
数量的减少是导致稻田灰飞虱暴发的原因。防治对策方面 , 建议在预测预报的基础上 ,科学采用化学防治把灰飞虱暴发的态势压下去 ,
并积极应用种植抗虫品种、推广翻耕麦、加强田间管理等农业防治措施。[ 结论] 该研究为稻田灰飞虱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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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break Reason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Laodelphax striatell us Fallénin Ric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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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 was to explore the outbreakreasons of Laodelphax stri atellus in rice fiel d and lay the foundationfor the proposition of its
control strategies . [ Method] The outbreak reasons of L.striatellus i nrice field were analyzed fromseveral aspects such as planting structure ,farming sys-
tem,rice variety ,cli mate condition ,resistan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 [ Result] The evolvement of planti ng structure and
farming systemin the rice area in Chi na provided sufficient food for L. Striatellu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lant of susceptible variety inlarge area ,the in-
creasing adaptability of L. Striatellus to temperature ,the increasing resistance and the decreasing quantity of natural enemy population caused by the irra-
tional drug use in a long ti me were all the outbreakreasons of L .striatell us in rice field . The suggested control strategies were that applying chemical con-
trol scientifically to put downthe outbreaktrend of L.striatellus onthe basis of the forecast and taking agricultural control measures such as planting resis-
tant variety ,popularizing plowing for planting wheat ,strengthening field management actively . [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provi de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trol of L .striatell us in rice f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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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飞虱 Laodelphax stri atell us Fallén ( SBPH) 是水稻的重要

害虫之一, 除直接为害造成损失外, 还主要传播水稻条纹叶

枯( Rice stripe virus ,RSV) 和水稻黑条矮缩( Rice black-streaked

dwarf virus ,RBSDV) 等病毒而造成水稻产量严重损失[ 1 - 3] 。

目前, 对灰飞虱的防治仍以化学防治为主, 但在生产实际中

一些常规杀虫剂对灰飞虱的防治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因此 ,

笔者综合有关文献, 分析其暴发成灾的主要原因, 并对其防

治提出建议。

1  灰飞虱暴发的主要原因

1 .1  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 我国稻区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

的演变为灰飞虱提供了充足的食料。20 世纪80 年代, 江苏

省建湖县采用“早中粳- 大麦”的种植模式, 水稻收割后经翻

耕再种大麦;90 年代后,“迟熟中粳 - 小麦”稻板麦连作栽培

体系大面积推广[ 4] 。翻耕后种麦除能切断灰飞虱的食物链

外, 本身也能杀死多数欲越冬的灰飞虱。稻板麦的种植给灰

飞虱提供了充足食料和适宜的越冬场所, 在很大程度上加大

了越冬代灰飞虱的虫源基数。灰飞虱为多食性害虫, 喜食水

稻、小麦及稗草等禾本科作物和杂草, 广泛的寄主植物为其

转移危害和世代繁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 .2  水稻品种 不同植物或同种植物的不同品种会影响害

虫的取食行为[ 5] , 感虫品种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是稻田灰飞虱

暴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林含新等认为粳稻品种更适合灰飞

虱的生长繁衍, 且感条纹叶枯基因和感灰飞虱基因很有可能

是相关的[ 6] 。江苏省稻区的主栽品种大部分为高感或中感 ,

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灰飞虱和条纹叶枯病在粳稻种

植区并重暴发的原因。武育粳3 号是条纹叶枯病及其传毒

介体灰飞虱的高感水稻品种,2004 年占姜堰市水稻种植面积

的52 % , 当年灰飞虱大发生, 水稻条纹叶枯病在部分乡镇的

田块成灾[ 7] 。

1 .3  气候条件 马巨法等研究发现灰飞虱在3 种稻飞虱中

较耐高温 , 且长翅型雌成虫耐高温能力强于雄成虫[ 8] 。浦茂

华证实灰飞虱若虫的耐寒力较强 , 这与灰飞虱多以三龄若虫

越冬是相一致的[ 9] 。灰飞虱对温度的较强适应能力加大了

其生存几率, 增大了虫源基数, 使暴发成为可能。近年来, 我

国冬季和早春气温偏高, 暖冬为灰飞虱的安全越冬提供了适

宜的温度条件, 使越冬代灰飞虱的存活率大大提高; 早春气

温偏高则加快了其生长发育的进程, 使前后两代灰飞虱的转

化顺利完成。程兆榜等调查发现, 江苏省近几年冬季气温偏

高, 夏季气温偏低 , 非常适合灰飞虱的越冬和越夏[ 10] 。

1 .4 抗性问题  目前, 国内外对灰飞虱的防治仍以药剂防

治为主, 长期不合理用药导致灰飞虱抗药性提高, 灰飞虱对

一些杀虫剂敏感性下降已成为实际生产中的一大问题。

1973 年 Ki mura 首次报道灰飞虱对六六六( BHC) 产生抗药

性[ 11] 。Nagata 等报道日本 Kyushu 灰飞虱对马拉硫磷已产生

88 .6 ～272 .0 倍的高水平抗性 , 对杀螟硫磷、二�磷、速灭威

及甲萘威的抗性为20 ～70 倍[ 12] 。2000 年,Endo 等发现 Ku-

makoto 灰飞虱对马拉硫磷、二�磷、杀螟硫磷、仲丁威、甲萘

威、克百威及丁硫克百威具有5 .9 ～39 .0 倍的抗性[ 13] 。2002

年,Endo 等发现我国浙江灰飞虱对马拉硫磷、杀螟硫磷及二

�磷的抗性分别为72～88、17 ～36 及7 .1 ～7 .4 倍, 对部分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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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抗性为7 ～19 倍[ 14] 。20 世纪90 年代

初, 应用吡虫啉防治稻灰飞虱的起始用药量为30 g/ hm2 ,19 d

后, 防效高达96 % [ 15] 。经过10 年左右的广泛使用, 其用药量

不断加大, 即使用量加到90 g/ hm2 , 处理19 d 后, 防治效果也

仅为76 % [ 16] 。

在国内, 马崇勇等研究发现江苏无锡和浙江湖州2 个灰

飞虱种群对吡虫啉触杀作用的抗性分别为79 .6 和44 .6

倍[ 17] 。在实际生产中, 植保部门和稻农反映吡虫啉防治灰

飞虱的效果较差, 也证实了这一点。

1 .5  天敌因子 天敌是害虫数量变动中一个重要的自然控

制因素, 黑肩绿盲蝽、稻虱缨小蜂、赤眼蜂、螯蜂及蜘蛛等为

稻飞虱重要的捕食性或寄生性天敌。田间施用杀虫剂既能

造成捕食性天敌的死亡, 又能严重影响残存天敌的捕食能

力[ 18] 。吡虫啉对稻飞虱的有效控制在30 d 以上, 但它对黑

肩绿盲蝽的杀伤率高达85 .9 % [ 19] , 且黑肩绿盲蝽对一般杀

虫剂都较为敏感[ 20] 。大量不科学施用化学农药导致天敌种

群数量减少, 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其对灰飞虱的自然控制作

用, 利于灰飞虱种群数量的积累和暴发。

2  防治对策

2 .1 加强预测预报 水稻种植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

部门应组织并建立省、市、县、乡( 镇) 至村五级灰飞虱预测预

报网络体系。测报点认真调查并汇报灰飞虱的越冬基数、向

稻田迁入的时间、迁入量及繁殖系数等基本信息。主管部门

应全面分析汇总材料, 科学预测防治适期, 统筹指导灰飞虱

的田间防治。

2 .2 农业防治

2 .2.1 推广抗虫品种。利用作物品种抗虫性是害虫综合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广种植抗虫品种能大大减少化学农

药的施用, 有利于保护天敌, 减轻对环境的污染。林含新等

研究发现许多水稻品种的抗虫性与其抗病性是紧密相关

的[ 6] , 且灰飞虱在抗病品种上的繁殖力明显下降[ 21] 。在抗虫

品种较少的情况下, 推广种植扬粳9538 、86 优-8、盐粳- 20、盐

粳-8、泗稻-10 等[ 4 ,22] 抗病品种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减轻危害

的目的。

2 .2.2 推广种植翻耕麦。从翻耕麦和稻板麦田灰飞虱的发

生情况看, 一般是后者明显高于前者。因此 , 压缩稻板麦种

植面积 , 降低灰飞虱在水稻和小麦间的转移率是减少其数量

的一项重要措施。建议在水稻收获后 , 先旋耕、翻耕稻田再

种小麦或扩种灰飞虱不寄生的油菜、豌豆、蚕豆等作物[ 4] 。

2 .2.3 加强田间管理。在生产许可的情况下, 建议适当推

迟水稻和小麦的播种期, 并集中落谷, 统一移栽, 减少小麦与

水稻的共生时间。育秧时, 尽可能用防虫网将育秧池罩住 ,

防止灰飞虱为害秧苗并传播条纹叶枯病。在水稻生长初期 ,

要合理密植 , 避免深水灌溉 , 同时要及时清除稻田和周边杂

草, 破坏其寄主转移和产卵场所。

2 .3 化学防治  新型吡唑类杀虫剂氟虫腈活性高, 持效期

长[ 23] , 是防治灰飞虱的高效药剂[ 16 - 17 ,24 - 25] , 针对在水稻上

大量使用该药剂可能存在的风险 , 同时为保护稻田生态生物

多样性, 建议在小麦上合理使用氟虫腈 , 以减少灰飞虱向稻

田转移的数量。丁烯氟虫腈在稻飞虱、螟虫等害虫的防治上

呈现出与氟虫腈同等的活性。同时, 由于该药剂对鱼类低

毒, 使其在防治稻田灰飞虱上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26] 。此

外, �虫�、烯�虫胺、毒死蜱及吡蚜酮等杀虫剂可作为防治

灰飞虱交替轮换应用的主要品种[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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