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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生育期间稻虱的虫量变化规律分析及防治策略

祝金鑫，徐铁平，张华旦
(诸里市农技推广中心.浙江诸里 311800

    摘 要:通过对30年观察记载的数据分析表明，水稻生育期间白背飞虱和褐稻虱等2种稻虱虫2变化存在

较强的规律性，并依据发生规律提出了相应的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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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白背飞虱Sogatella furcifera (Horvath)和褐
稻虱Nilapanxita lagers (stal)是为害诸资市水稻的
2种主要害虫，20世纪70一80年代曾造成晚稻大

面积毁秆倒伏减产，近年虽有较好的对口农药防

治，但受到田间稻虱发生时世代重盈、虫龄混杂等

因素的制约，给稻虱的防治造成了困难，早、晚稻

仍有毁杆倒伏现象发生。我们对30年来记载的历

史资料进行了统计，结合田间观察，对这2种稻虱

在水稻上的发生和为害规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

应的防治对策。

1 发生规橄

.1 稻虱成虫的迁入规律

    从近10年诱虫灯下白背飞虱和褐稻虱成虫迁

人的初见日 (表1)分析，2种稻虱的成虫迁入期

基本和水稻的播种、插秧、返青期相吻合。从数据

分析情况看，白背飞虱成虫多在4一5月份迁人，

分别为4月份占40%, 5月份占50%, 6月份占

10%。而褐稻虱成虫主要在5-6月份迁入，以6

月份迁人为主。分别为5月份占30%, 6月份占

70% .

1.2 稻获在早稻生育期间的3kI变化规律

    2种稻虱成虫对产卵的环境条件要求有所不

同，尤其是温湿度条件0 6-7月气握不断上升，

气温超过28℃的日子较多，水稻封行后田间湿度

变大，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白背飞虱的生长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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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耐性最大赋予3，次之赋予2，耐性最差的赋

予1，再将所得值累加，为相对耐铝毒系数，其值

最大，则耐铝毒能力最强。结果浙春3号、浙秋3

号、华春18的耐铝毒系数分别为22, 16, 10，由

此可见，这3个大豆品种的耐铝毒能力大小为:浙
春3号>浙秋3号>华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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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毒对大豆的生长发育和各农艺性状有较为明

显的影响，降低了主根伸长率、株高增长率和株

高，限制了叶面积的扩大，减少了大豆植株营养物

质的积累，从而使整个大豆植株的生物t下降，影

响大豆的产f和品质。3个大豆品种的耐铝能力存

在明显的差异性，对铝的耐受性大小为:浙春3号

>浙秋3号>华春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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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种稻蔽历年灯下初见日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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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占到全年种植面积的90%以上。从2001 -

2003年这3年资料的平均值 (图3)可以看出，白

背飞虱在7月20日前和8月20日前后各有 1个虫

量高峰，8月底以后。虫量逐渐下降。而福稻虱的

虫量在9月中下旬开始上升，到 10月上中旬虫a

达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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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4一2000年7年资料 (图1)显示，早稻中
后期白背飞虱虫t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到早稻收

获前虫量达最高峰。由于气候条件不适宜揭稻虱的

萦殖，在早稻整个生育期间揭稻虱的虫t一直处于

较低的水平。早稻收获季节，由于人为和机械操

作，在晚稻擂种后2种稻虱的基数又回落到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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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白背飞虱、祸稻或在早箱生育期间的虫

        贵史化

1.3 锡武在连作晚稻生育期间的虫1变化挽律

    图2可见，晚稻生育过程中，白背飞虱的虫t

在晚稻生育前期仍有1个上升的过程，但是到9月

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虫量逐渐下降。而褐稻虱

的虫量正好相反，8月份高温干早，萦殖受到抑

制，而从9月下旬开始到10月上中旬，随着气沮

下降，逐渐达到褐稻虱的萦殖最佳沮湿度，即气温

在26一28t,湿度在80%以上，揭稻虱的虫量达
到全年的最高峰。

1.4 稻或在单季晚稻生育期间的*I变化规律

    从2001年以来，早稻面积全面下降，单季稻

图3 白背飞虱、摘箱致在单季晚稻生育期
      间的六1史化

2 防治策略

    水稻白背飞虱和揭稻虱的防治，降低虫口基数

是关键。早稻及单季晚稻的白背飞虱防治宜在6月

底一7月初用药，连作晚稻的白背飞虱防治宜在8

月巧日前后用药，连作晚稻和单季晚稻的福稻虱

防治宜在9月巧一25日用药。选择对口农药最重

要，以最大限度降低虫口基数。农药可选择大功臣

(毗虫琳)、扑虱灵和蚜虱净等，在低龄若虫高峰时

用药。施药时田面需有水。药液应尽t喷射到水稻
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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