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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县玉米粘虫的发生及测报

戴 海 燕

(九寨沟县农牧水利局植保站
,

四川 九寨沟 6 2 3 4 0 0)

【摘 要】通过对九寨沟县 19 8 5 一
20 03 年连续 19 年玉米粘虫发生及测报结果的分析

,

总结出该县玉米

粘虫发生规律及影响玉米粘虫发生的主要因素
,

摸索出一套粘虫发生程度的预测指标
,

并用于生产
,

在玉

米粘虫大发生年
,

能提前做好技术上和物资上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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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九寨沟县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

常年种植

面积 0
.

24 万 h耐
,

产量 0
.

7 万 t
,

面积和产量均居粮

食作物首位
,

它的丰欠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温饱问

题
,

在该县的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在

玉米整个生长过程中
,

玉米粘虫是制约其产量的主

要害虫
,

故搞好玉米粘虫的预测预报
,

掌握它的发

生规律
,

分析当年的发生期及发生量
,

对指导大田

防治
,

确保玉米丰收将起到重要 的作用
。

作者从

19 8 5 年开始从事玉米粘虫预测预报工作
,

通过连续

19 年的观察
,

掌握了九寨沟县玉米粘虫发生的基本

规律
,

测报结果与田间实际发生情况吻合
,

在 19 86

年和 19 95 年粘虫大发生年
,

测报点及时准确发出大

发生的预报
,

县
、

乡农技站及时组织防治
,

将玉米粘

虫为害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
。

本文即是在总结

前人对玉米粘虫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九寨沟县实际

情况和个人测报经验
,

对该县玉米粘虫的发生和测

报进行了分析总结
,

供生产中参考
。

点诱蛾器内诱到的成虫
,

分雌
、

雄蛾记载
,

并随机解

剖 2 0 头雌蛾
,

观察卵巢发育进度
,

直至连续 1d0 诱

不到成虫为止
。

1
.

3 虫卵观测

每年 6 月 l 日起
,

选择有代表性的田块 2 块 (面

积约 40 00 m Z

)
,

取萎蔫玉米苗 2 一 3 株
,

扎成草把插

于田间
,

共设 or 个草把在地里插成一行
,

每隔 d3 检

查并更换一次草把
,

记录诱卵块数
,

并抽查 10 块卵

粒数
。

1
.

4 幼虫调查

选定有代表性的田块 2 块 (面积约 s oo o m ,

)
,

按

棋盘式取样 10 点
,

每点取样 or 株
,

进行定期定点调

查
,

每 3 d 调查一次
,

记录百株虫量及各虫龄数
。

2 结果与分析

1 测报方法

1
.

1 测报点设置

测报点设在永丰乡下寨村 (海拔 14 00 m )
,

19 90

年后
,

测报点移至永乐镇水扶沟村 (海拔 14 or m )
,

两

地均离村庄较远
,

四周空旷
,

具有代表性
。

1
.

2 成虫观测

每年 5 月 4 日 (历年发蛾始期前 5 一 10 d) 开始

设置粘虫诱蛾器
,

内放糖醋毒液进行诱测
。

每 日清

2
.

1 九寨沟县玉米粘虫测报历年来的主要数据 (见

表 l )

2
.

2 实际发生期统计结果

九寨沟县是粘虫的二代发生区
。

通过对 19 8 5 -

20 03 年玉米粘虫成虫的始见期
、

始盛期
、

高峰期
、

盛

末期和卵盛期及幼虫 2 龄
、

3 龄盛期发生时期的分

析 (表 2 )
,

根据发生期
二
起点日期 十平均数 (

x ) 士
标

准差 (
S )

,

计算出常年玉米粘虫各个虫态发生时期范

围
。

即
:

成虫始见期
二 5 月 10 日 十 4

.

ld 士 1
.

3 d5
二 5 月

13 一 15 日

收稿日期
: 2 0 0 5 一 2 2 一 0 6

作者简介
:

戴海燕 ( 19 6 6
- ,

女
,

农艺师
,

主要从事植保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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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虫始 盛期
二

4一 7 日

成 虫高峰期
二

1 6一 1 2日

成虫 盛末期
=

2 4日 一 7 月 4日

5月 1 3日 + 5
.

7 d士 1
.

sd =6月

6月 1 3日 + 5
.

4d土 2
.

sd =6月

产 卵 高 峰期

1 6一 2 4日

2龄幼虫盛期

2 9日 一 7 月 7 日

3龄幼虫盛期

3一 1 1 日

=6月 1 5日 + 5
.

3 d士 4d =6月

=6月 2 5日 + 7
.

g d土 4
.

4d =6月

6月 20 日 + 9
.

ld土 4
.

7 〔
l=6月 =6月 0 3日 + 6

.

g d土 4
.

ld二 7 月

表 1 九寨沟县 1 8 5 9一
0 20 3年玉米粘虫测报数据表 (月 /日 )

年份
成虫

始见期

1 / 5 4

51 / 4

5/1 4

51 / 5

1 / 5 4

51 / 4

5/1 4

5/1 4

5/1 4

5/17

5/1 4

5/1 4

51 / 6

51 / 3

1 / 5 4

5/1 4

51 / 3

51 / 5

51 / 4

成虫

始盛期

成虫

高峰期

/ 61 6

0 / 2 6

6/ 20

6/ 20

61 /8

6/ 2 2

/ 2 2 6

6/1 9

618 /

61 / 9

6/18

617 /

61 / 4

6/1 4

6/ 20

6/1 8

61 7 /

6/1 8

6/ 20

成虫

盛末期

7 / 4

7 / 6

6/0 3

6/0 3

6/0 3

7 /7

7 / 4

6/ 2 6

6/ 28

6/ 2 4

/ 2 68

6/ 2 5

6/ 2 4

6/ 2 2

6/0 3

6/ 30

7 / 4

6/ 2 9

6/ 28

始盛期

三 日蛾量

诱卵

高峰期

6/18

/ 618

61 / 9

61 / 6

61 /8

6/ 27

6/ 30

6/18

61 / 9

6/ 2 4

6/ 20

61 /8

6/0 2

61 / 9

6/18

6/18

6/1 9

6/ 20

1 / 6 9

高峰期每 2龄

草把卵块 幼虫盛期

3龄 发生

幼虫盛期 程度

轻重轻轻中中中中轻轻重轻轻中中轻轻轻中1 98 5年

1 98 6年

1 8 97 年

1 8 8 9年

1 98 9年

1 0 9 9年

1 1 9 9年

1 2 9 9年

1 3 9 9年

1 9 94年

1 9 95年

1 6 9 9年

1 9 97 年

1 8 9 9年

1 9 9 9年

20 0 0 年

20 0 1 年

0 0 2 2年

20 0 3年

6/ 2

67 /

6/8

6/ 6

6/ 5

6/ 5

6/ 6

/ 6 3

6/7

6/8

6/7

6/ 6

6/ 4

6/ 6

6/ 6

6/ 4

/ 6 5

67 /

6/ 4

8 6

1 1 4 9

2 3 5

8 2 6

9 l

17 4

1 61

3 4

1 1 4

5 9

6 61

1 5 4

30 3

28 5

0 37

10 6

7 3

37 6

1 1 5

4
.

2

1 2
.

6

10
.

2

9
.

2

4

7
.

1

7
.

9

0
.

7

3
.

3

1
.

2

18
.

1

0
.

5

0
.

3

7
.

4

6
.

8

3
.

3

1
.

9

7
.

1

4
.

3

6/0 3

6/ 28

60 / 3

6/0 3

7 / l

7 / 3

7 / 9

7 /10

7 / 6

7 / 6

7 / 2

6/8 2

7 / 9

7 / l

7 / 2

7 1 /

6/0 3

7 / 6

7 / 4

7 / 3

7 1 /

7 / 3

7 / 3

7 7 /

7 / 9

7 1 / 2

7 1 / 3

7 / 9

7 / 9

7 /8

7 / l

7 1 / 2

7 7 /

7 / 5

7 / 4

7 / 3

7 1 /0

7 /8

另由表 2分析可知
,

成虫始见期
、

始盛期的标准

差和变异系数都较小
,

说明成虫的迁人受外界因素

的影响小
,

数据的可靠性高 ;成虫盛末期
、

产卵高峰

期
、

2 龄幼虫盛期
、

3 龄幼虫盛期的标准差和变异系

数都较大
,

说明粘虫在本县的发育时期受外界因素

的影响大
。

表 2 九寨沟县 19 8 5 一 19 98 年玉米粘虫发生期统计分析表 (月 / 日 )

时期
成虫始见期 成虫始盛期 成虫高峰期 成虫盛末期 诱卵高峰期 2龄幼虫盛期 3龄幼虫盛期

设5月10 日为0 设5月3 1日为0 设6月13日为0 设6月20日为0 设6月15日为0 设6月25 日为0 设6月30 日为0

平均数( x ) 4 5
.

7 5
.

4 5
.

3 7
,

9 6
.

9

丈J

,
了

勺ù4标准差 ( S
) 3 5 4

.

7

5 2

4
.

4

变异系数 (
C v 3 2

.

6 3 l 7 4 5 5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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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历期法推算测报结果
=

(6 月1 7一2 3日 )+ 7 d+4 d+

通过对九寨沟县常年玉米粘虫发育进度调查 3 d二 7月1 一 7日

( 表 3 )
,

可按以下方法推算出虫态发生时期
: 3 龄幼虫盛期

= 2 龄幼虫盛期 + 3 龄幼虫盛期

产卵盛期
二
成虫高峰期

+
产卵前期

=
( 7 月 1 一 7 日 ) 十 (2

一 3 d)
二 7

=
( 6 月 16 一 2 1 日 ) + ( l 一 Z d )

= 6 月 月 3 一 10 日

17 ~ 2 3 日 用历期法推算测报的发生期与实际发生期统士十
2 龄幼虫盛期

二
产卵盛期 + 卵期

+ 1龄幼虫期 结果误差 l 一 2 天
,

二者相吻合
,

说明测报数据的可

+ 2 龄幼虫期 靠性高
。

表 3 玉米粘虫发育进度调查表

时 期

天数 ( d )

卵

产卵前期 卵 期

幼 虫

1 龄幼虫期 2 龄幼虫期 3 龄幼虫期

2 一 3

2
.

4 玉米粘虫数且动态测报

九寨沟县玉米粘虫 的发生量主要受迁人虫量
、

产卵量及 6 一 7 月份温湿度的影响
,

测报点由于人力

物力有限
,

只能进行一些常规的观测
,

幼虫的消长观

测是在农户进行正常的田间防治的情况下进行
,

受

化学防治的影响较大
,

因而观测数据的起伏波动也

较大
。

根据多年的测报经验
,

在气候正常的年份
,

可

以把成虫始盛期 d3 诱蛾量和高峰期每草把卵块数

作为全县 田间玉米粘虫发生程度的预测指标 (表

4 )
,

进行预报
。

表 4 玉米粘虫发生程度指标

粘虫田间发生程度

始盛期 3 d 诱蛾量 (只 )

高峰期每草把卵块数 (块 )

轻发生

1 5 0 以下

5 以下

中发生

15 0 ~ 5 0 0

5 ~ 10

重发生

5 0 0 以上

10 以上

2
.

5 玉米粘虫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玉米粘虫发生的数量和危害程度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
。

九寨沟县地处山区
,

由于多年来大量使用高

毒
、

广谱性农药
,

致使粘虫天敌数量大量减少
,

降低

了天敌对粘虫的抑制作用
,

根据该县实际情况
,

影响

九寨沟县粘虫发生的主要因素是气候因素和玉米种

植制度
。

2
.

5
.

1 气候因素

玉米粘虫对温湿度的要求较严格
,

当气温为

19 ~ 25 ℃
,

相对湿度为 9 0 % 左右时
,

最适合粘虫的

发育
,

当温度高于 25 ℃或低于 巧℃ 时
,

成虫产卵数

减少
,

当气温高于 35 ℃或相对湿度在 18 % 以下时
,

粘虫死亡率为 10 0 %
。

九寨沟县属干旱季风气候
,

6 一 7 月份的气候特

点为
:
夏无酷署

,

气候温和
,

降雨偏少且分布不均
,

多

伏旱
,

6 一 7 月 的平均温度 21 一
23 ℃

,

极端高温

35
.

8℃
,

6 一 7 月的月降雨量为 7 8 一 10 4 m m
,

相对湿

度为 6 7
.

7 %
。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
,

降雨对粘虫发生

程度的影响较气温的影响大
。

雨水多的年份粘虫发

生较重
,

如果伏旱发生在卵期
,

则粘虫发生轻
。

该县

19 9 7 年粘虫测报
,

始盛期 d3 共诱蛾 33 0 头
,

有中偏

重发生的趋势
,

但随后发生 了极严重的伏旱
,

当年田

间的粘虫实际发生程度很轻
,

其原因就是高温低湿

影响了粘虫的产卵及孵化
。

2
.

5
.

2 种植制度

九寨沟县的玉米种植制度主要有一年一熟 (冬

闲土一春玉米 ) 和一年两熟 (冬小麦
一

玉米 )两种

方式
,

一年一熟制玉米种植较早
,

而一年两熟玉米多

为间套种
、

复种
,

种植较迟
。

测报及资料结果分析
,

该县玉米粘虫产卵盛期在 6 月 16 一
24 日

,

低龄幼虫

盛期在 6 月上旬
,

6 月中下旬正是该县小春小麦的

收获季节
,

成熟麦株枯黄的叶片及收获后的残桩
,

正

适合有趋枯
、

趋萎蔫习性的粘虫产卵
,

若温湿度适

宜
,

卵块很快孵化成幼虫
。

幼虫喜食禾本科植物幼

嫩的叶片
,

此时的一年一熟的春玉米组织已开始老

化
,

而一年两熟的间套种玉米正处幼苗期
,

幼嫩的叶

片正好为初孵幼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

且一年两熟

方式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的沿河谷地带
,

是该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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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主产区
。

因此
,

玉米粘虫发生测报和防治重点应

为沿河谷地带的间套种
、

复玉米
。

2
.

6 防治对策

在常规药物防治的前提下
,

建议调整产业结构
,

减少间
、

套
、

复种玉米面积或减少小春小麦面积
,

充

分利用 良好的光
、

热资源
,

围绕九寨沟旅游市场
,

种

植蔬菜
、

水果等经济作物 ; 植保部门加强预测预报
,

农技推广部门加大宣传力度
,

使农户准确掌握施药

时期和施药方法 ;在产卵盛期采用草把诱卵
,

集中消

灭
,

减少 田间落卵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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