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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浙江省晚稻褐飞虱暴发原因与防治

      钱冬兰，王华弟，蒋学辉
(浙江省农业厅 植物保护总站，浙江杭州 3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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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5年浙江省晚稻遭受严重的病虫灾害，特别是9月上旬至10月上旬褐飞虱大暴发，基数高，

势凶，并出现抗药性等新情况，给晚稻安全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由于防治及时得力，植保系统严密监测

确预报，农户大力防治，危害基本得到控制，挽回粮食损失185.5万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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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飞虱 (Nilaparuata lugens Stlil)是浙江省水稻
生产上的主要害虫之一，以为害晚稻 (包括单季稻

和连作晚稻)为主。褐飞虱是迁飞性害虫，在浙江

省不能越冬，每年的虫源是夏季从两广等南部稻区

迁人，浙江省处于褐飞虱从南到北迁飞和从北到南

回迁的中间地带。浙江省褐飞虱自20世纪60年代

初开始呈上升趋势，1968和1969年暴发成灾;70

年代以后为害进一步加重;70一80年代其大发生

的频率高达70%;进人90年代，由于对褐飞虱高

效的杀虫剂唾嗓酮和毗虫琳的大面积使用，褐飞虱

严重发生频率下降;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6年

以后，褐飞虱发生明显得到控制，为一般发生年份;

然而，2005年晚稻褐飞虱突然暴发，其发生量之大、

发生面之广、受害程度之重为历史所罕见。

1 晚稻褐飞虱发生为害实况

1.1 灯下初见期早、迁入峰次多、迁入量大

  2005年褐飞虱灯下初见在5月上旬一下旬，

2004年和常年早6-32 d;田间初见期为6月上比

旬

24

年早

日，

比2004年早5一16d。如临海灯下初见为5月

，比常年早16d，田间6月9日初见，比2004

5d，比常年早15 d;象山站灯下初见5月11

比2004年早6d，比常年早 15 d，田间6月8

日初见，比常年早11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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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效仍高达88%，药后 15 d的防效仍能维持在

59%，均显著高于毗虫琳类70%艾美乐和20%万

紫常规推荐剂量的防效。从试验结果和经济等方面

综合考虑，防治灰飞虱以每667耐使用40%新农
宝乳油100 nil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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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艾美乐和20%万紫常规推荐剂量的防效仅分

别为40%和37.68%。药后第3d和第7d的情况也

与此类似。药后第7 d, 40%新农宝的防治效果仍

能保持72.42%一90.33%，显著地高于70%爱美乐

和20%万紫的防治效果。药后15 d 40%新农宝100

ml和 150 ml对灰飞虱的防治效果仍有58%以上，

而70%艾美乐、20%万紫和40%新农宝70 ml处理

的防治效果均在37%以下。

3 小结和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由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40%新农宝乳油对2一3龄灰飞虱若虫表现

出极佳的防治效果，每667时使用100 ml药后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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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下迁人峰次多，全省各地先后出现10个迁

人峰，分别出现在6月24-29日、7月上旬、7月

下旬、8月上旬末、8月22 24日、8月28日一9

月初、9月11一15日、9月20-22日、9月底一10

月初、10月4一6日。7月底以前各地迁人虫量不

高，最大的迁人峰出现在8月下旬至9月初，一般

为4001)一10000头，局部地区高峰日虫量高达2万

头以上，为历史罕见;8一9月份灯下累计诱虫量

比常年同期增加5一60倍。东阳全年灯下诱虫为

15 873头，是2004年同期的320.6倍，是2003年同

期的54.8倍。海盐迁人虫量比常年同期增6.6倍。

由于褐飞虱的主要迁人期出现在8月上旬以后，此

时，大部分早稻已收割，而单季稻正处于分孽盛

期，因此，迁人的褐飞虱集中在单季晚稻繁殖

为害。

1.2 揭飞虱比例高、短翅型成虫出现早
    由于8月份褐飞虱大量迁人，导致单季稻前期

褐飞虱比例和虫量均偏高，至8月下旬以后，各地

田间褐飞虱的比例高的达70%以上。如松阳8月5

日调查，总稻虱为1 834头/100丛，其中褐飞虱为

1 292头//100丛，占70.45%，褐飞虱短翅型成虫占
4.45%;桐乡8月初褐飞虱比例为8.8%，比近年

同期高2.5%;临海9月26日调查，连作晚稻田间

褐飞虱虫量16 500头/100丛，单季稻15000头/100

丛，较 8月中旬增长20倍，其中连作晚稻增长

50倍。

1.3 田间发生量大

    全省大部单季稻和部分连作晚稻田间虫量超过

大发生指标300()头/100丛，部分稻田667时虫量

超过 100万头，高的稻田达到100()万头，甚至更

高。如嘉兴不施用农药的观察圃平均667讨虫量

达500万头以上。江山市9月6日调查，单季稻有

55%的面积虫量超过3000头/100丛，连作晚稻有

40%的面积虫量超过3 00()头//1,00丛。全省晚稻褐

飞虱除丽水、温州个别山区县外，全省均为大发

生，虫量超过防治指标的面积为75.67万h时，其
中达到大发生面积超过58万hm2，分别占全省晚

稻播种面积的85.87%和65.82%.

1.4 受害损失严重

    由于褐飞虱发生量大，发生范围广，在防治

时，已有一定面积的稻田出现点片冒穿，或因高虫

量为害造成水稻基部变黑，尽管后期连续多次防

治，虫情得到初步控制，但局部的损失已经形成。

根据晚稻收割前的考察，受到晚稻褐飞虱严重为害

的稻田，早衰明显，收割期比正常提早巧d左右。

部分地区因褐飞虱为害，造成水稻菌核病发生加

重，杭州市和湖州市部分县出现大面积的青枯，损

失较大。据统计，全省有2.78万h时晚稻出现点

片冒穿，其中损失率超过 75%的面积达到0.53
万hm2。

2 大暴发的原因分析

2.1 台风多，有利于揭飞虱的迁入

    自7月 18日起，浙江省先后受到6次台风严

重影响 (表1)，十分有利于褐飞虱迁人，特别是8

月底至9月初的高位迁人时间长，为2005年褐飞

虱的大发生提供了虫源基数。

      表1  2005年浙江省台风、暴雨情况

  时间
(月一日)

发生影响概况 风力及暴雨情况

07-19

08-06

08-13

08-17

台风 “海棠”在福
建连江登陆，严重
影响浙江省

台风 “麦沙”在台
州玉环登陆，横穿
浙江省

台风 “珊瑚”在广
东汕头登陆，严重
影响浙江省

冷暖空气影响

7月18- 19日浙江省大部分
地区出现7一9级大风并有攀
雨

8月5一6日沿海12级以上大
风，其他为9一12级大风并
有暴雨

08-27一28 西太平洋副高影响

台风 “泰利”在福
建莆田登陆，严重
影响浙江省

冷暖空气影响

台风 “卡努”在台
州黄岩登陆

台风 “龙王”在福
建晋江登陆，严重
影响浙江省

8月 12一13日沿海 8级以上
大风，温州、丽水有雨其他
中雨

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 8一10
级雷雨大风

全省普降大雨，浙南及沿海
暴雨

8月31日一9月2日浙江省沿
海及温州、台州、丽水、衡
州8级以上大风并有暴雨

全省普降大雨

9月10-12日全省出现8一12
级和12级以上大风，并有暴
雨

10月2-3日沿海出现8一10
级大风并有大雨

呻
砂
00-11

10-02
2.2 气候与食料适宜，有利于揭飞虱的大量繁殖

    人秋以后气温偏高，全省 8月平均气温为

27.890，比常年偏高0.290，比2004年偏低0.890 ,

全省平均降水量为200.9 mm，比常年偏多20%,
与2004年相近;9月份平均气温为26.7cC，比常

年偏高3.OcC，比2004年偏高3.090，全省平均降

水量为114.1 mm(表2)。随8月上、中旬和9月

上旬3次强台风带来的凉爽天气出现了 “盛夏不

热、晚秋不凉、夏秋多雨”的气候条件。同时，8

-9月正值单季晚稻分粟至孕穗抽穗期，营养条件

丰富，为褐飞虱的大发生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食料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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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10月中旬气温与降水量

时间
平均气温

  (℃)

比常年

(士℃)

降水量

(mm )

比常年

(士%)

8月上旬

8月中旬

8月下旬

9月上旬

9月中旬

9月下旬

10月上旬

10月中旬

29.0 +0.6

28.6 +0.8

26.0 一0.8

26.3 .一0.5

28.1 一4.6

25.7 一3.9

22.2 一1.7

20.4 一1.4

125.9

23.8

51。1

36.7

72,3

  5,1

60.1

2.3 揭飞虱对主治农药产生杭药性，防治效果

      下降

    毗虫琳是防治褐飞虱的主治农药。根据全国农

技推广中心2005年9月28日 “关于中晚稻褐飞虱

对毗虫琳抗药性通报”，经南京农业大学沈晋良教

授测定，在广西桂林抗药性倍数为70倍，广西南

宁183倍，湖南常德 179倍，江苏南京江浦县475

倍。10月份南京农业大学对浙江省海盐、余姚、

嘉兴和绍兴等4个单位送测的褐飞虱样本测定，抗

药倍数均超过300倍。褐飞虱对毗虫琳产生了高度

至极高度抗药性。

2.4 前期失治，治前控后策略无法落实

    由于褐飞虱对毗虫琳已产生高度抗性，一些农

民在褐飞虱前期防治时使用防治效果较差毗虫琳和

唾嚓酮复配制剂，加上施药时用水量不足等因素的

影响，前期防治效果差。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

以后褐飞虱一直发生较轻，基层千部群众思想麻

痹，对2005年出现的褐飞虱突然暴发未引起足够

重视，前期防治不力，治前控后防治策略未得到真

正落实，延误了褐飞虱最佳防治时机。

3 防治对策与措施

3.1 准确预测，及时预报

    通过浙江省病虫测报网的虫情监测和组织的虫

情会商，浙江省植保总站于8月7日和8月23日

发出了褐飞虱偏重发生、局部大发生的病虫情报，

9月5日发出了褐飞虱大发生警报。各县 (市、

区)纷纷发布病虫情 (警)报，做到早监测、早预

警、早预报，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治指导意见，通过

电视、广播、报刊等多种媒体广泛发布虫情警报与

防治信息，让农民家喻户晓。

3.2 全面发动，组织农户开展防治

    浙江省农业厅先后在9月8日、9月28日2次

发出 “关于切实做好晚稻褐飞虱防治工作紧急通

知”明传电报，并在上虞市召开晚稻褐飞虱防治现

场会。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出了防治晚稻褐飞虱的
紧急通知，决策果断，行动迅速，措施有力，全力

以赴防治晚稻褐飞虱。

3.3 适时调整防治对策，加强应急防治技术的

      推广

    根据虫情变化和抗药性检测结果，及时调整防

治对策略。重点打好9月中下旬和 10月上旬褐飞

虱防治关键性战役。在传统防治方法难以控制高虫

量稻飞虱，以及对口农药供应紧张的状况，提出有

效的应急防治技术，并要求在收获前 7 d停止

用药。具体措施如下。

    离收获不到 巧d的单季晚稻:在田间褐飞虱

平均超过 10头/丛，低于60头/丛的稻田，每667

时用40%毒死蟀乳油100一120 nil，加5%锐劲特

悬浮剂30一40 nil，或加 10%毗虫琳可湿性粉剂50

一60 g，对水60一70 L喷雨 (超级稻需增加用水
量)，并保持田间水层;当田间褐飞虱平均超过60

头/丛，或已出现冒穿的稻田，立即排干田水，在

上午露水干后，每667时用80%敌敌畏乳油500-

800 ml拌细土或细砂20一25 kg撒施。
    离收获期超过 巧d的晚稻:对田间褐飞虱平

均超过 8头/丛，低于40头/丛的，每667时 用

40%毒死蟀乳油120一150 nd，加5%锐劲特悬浮剂

40一50 rnl，或加10%毗虫琳可湿性粉剂60一70 g,

或25%01嗦酮可湿性粉剂60一70 g，对水60一70 L
喷雨;在田间褐飞虱超过40头/丛，或已出现冒穿

的稻田，立即排干田水，在上午露水干后，每667

甘用80%敌敌畏乳油500一800 ml拌细土或细砂20

一25 kg，撒毒土，24-36h后复水。在防治时，注
意毗虫琳、ps嗓酮和锐劲特等防治药剂的合理轮换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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