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各地 u种稻飞虱迁入时间的差异 o适时推广

水稻多抗品种将会减轻稻飞虱的危害 ∀

传统的抗性鉴定方法是在幼苗期或生长

vs §的苗上接种害虫 o在一定时间后k如 vs §

或 wx §l调查计数害虫种群的数量 o同时根据作

物受害的情况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级 ∀在水稻

品种抗性的研究中常用这种方法 ∀利用生命表

方法研究害虫对作物品种的适应性是一种很有

效的方法 o但费时较长 o费工较多 ∀其好处在于

可以长期跟踪某一害虫或比较几种害虫在不同

作物品种上取食所引起的种群变动 ∀如只考虑

作物抗性这一个因素 o这一方法的优点会更加

突出 ∀用这一方法甚至可以对害虫适应作物品

种的生态遗传机制进行研究≈ty 
o对衡量一个作

物品种的抗性程度和害虫的适应性演化很有帮

助 ∀因此 o在作物抗性研究中 o广泛采用这一方

法并在不同的害虫 ) 作物系统中加以改进 o如

进行两性生命表的研究≈tz 
o将会对作物抗性的

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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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安徽省凤阳县历年水稻白背飞虱的测报资料 o探讨了水稻白背飞虱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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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流域的发生规律 ∀通过分析影响该地区白背飞虱发生的主要影响因子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o确定

其综合防治策略及方法 o为该地区白背飞虱的综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

关键词  白背飞虱 o发生规律 o综合防治 o凤阳县

  凤阳县地处江淮流域 o属于北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区 ∀在水稻栽培上是以单季中 !晚稻

为主的地区 o常年水稻种植面积 wu1v万 «°
u 左

右 ∀自 t|{s年以来 o迁飞性害虫白背飞虱 Σο2

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 �²µ√£·«的发生危害呈上升趋势 o

已成为影响该县水稻生产的灾害性害虫之一 ∀

作者综合分析了安徽省凤阳县植保站和气象局

t|{x ∗ usss年共 ty年间白背飞虱的田间系统

调查数据 !灯下诱虫量和有关的气象因子的历

史资料 ∀旨在探索白背飞虱在该地区的发生规

律及综合防治技术 o为提高其预测预报水平 o因

地制宜地确定其综合治理对策 o有的放矢地指

导田间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

1  调查方法

111  田间系统调查≈t 

11111  秧田期  从秧苗 u叶期开始调查 o至移

栽前结束 ∀选择当地有代表性的各类型秧苗各

u ∗ v块 o随机取样 o采用拖网法和剖查法 o每隔

x §调查 t次 ∀分别记载白背飞虱的成虫 !若虫

数和卵条或卵粒数Π百株 ∀

11112  本田期  成 !若虫消长调查  从水稻返

青期开始 o至黄熟期结束 ∀选择当地各类稻田

u ∗ v块 o采用平行多点跳跃取样法 o定田不定

点 o随机取样 o每隔 x §调查 t次 ∀在水稻分蘖

期 o每块查 ux点 o每点查 w丛 o共查 tss丛 ~孕

穗至黄熟期 o每块查 ts ∗ us 点 o每点查 t ∗ u

丛 o共查 us ∗ ws丛 ∀拍查工具为 vv ¦° ≅ wx ¦°

的白搪盘 ∀

11113  产卵情调查  在当地主害代的上一代

和主害代成虫高峰后 z ∗ ts §o选择成虫密度较

高的主要类型田 t块 o调查 t ∗ u次 ∀随机取

样 o每块田查 ux丛 o每丛剪外围和内部稻株各

t支 o共 xs支 ∀剖查卵量和寄生率 o若卵条不

足 us条 o须再取样补查 ∀剥查时 o先用细针划

开产卵痕的两端 o然后用手撕开 o取出卵条 ∀

112  灯光诱集

用 uss • 白炽灯作为标准光源 ∀点灯时间

为当地早发年份成虫初见期前 ts §开始 o至常

年终见期后 ts §左右结束 ∀天黑开灯 o天亮关

灯 ∀每天清晨取回毒瓶检查 o记载白背飞虱的

雌 !雄成虫数 ∀

113  材料统计分析方法

应用 ⁄°≥k⁄¤·¤ °µ²¦̈¶¶≥¼¶·̈°数据处理系

统lt1s系统以及植物保护用的/绿十字预测博

士软件系统0在电子计算机上分阶段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和运算 ∀

2  结果与分析

211  白背飞虱的消长动态

21111  灯下诱虫量的变化

由 t|{x ∗ usss年共 ty年的灯下系统诱测

结果表明 }凤阳县稻区 y ∗ |月灯下诱虫量分别

占全年总的灯下诱虫量的 y1x h o y{1x h o

ut1u h ov1{ h ∀白背飞虱成虫初迁入期在 y月

u ∗ us日 o迁入前峰在 y月 ux日至 z月 w日 o迁

入主峰在 z月 tt至 tz日 ∀依据凤阳县当地白

背飞虱的有效积温及其水稻生长季节等推断 o

其迁入定居后可发生 u ∗ v个世代 o这与实际发

生的结果基本吻合 ∀

21112  田间消长规律

由 t|{x ∗ usss年共 ty年田间系统调查结

果表明 }白背飞虱在凤阳县为夏季多发型 o主要

危害单季中稻 ∀成虫迁入定居后在田间即成优

势种群 o此后 { ∗ ts §内虫量激增 o主害代四

kul代虫量高峰出现在 z月 tx ∗ ux日 o全年以 z

月中 !下旬田间虫量密度最高 o田间虫量消长动

态呈一种单峰型曲线 ∀在迁入峰次多 !持续多

发的年份 o同一世代偶有多峰出现≈u ∗ w  ∀例如

t||z年 o由于当年 tt号台风的影响 oy月下旬

∗ z月上旬早期迁入居留繁殖 oz月中旬迁入后

落地成灾 o致使局部早栽中稻受害 ~正常播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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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稻 z月 ty oux日出现 u次若虫高峰 o百丛虫

量均在 z zss头以上 o若虫约占总虫量的 |{ h ∀

21113  白背飞虱发生的影响因素

2111311  迁入白背飞虱的虫量  虫口基数的

多少是决定白背飞虱发生程度的主导因素之

一 ∀由 t|{x ∗ usss年系统资料分析表明 }当地

白背飞虱为害主要是四kul代与陆续迁入落地

为害的群体 o迁入虫量与主害代发生程度间呈

极显著正相关kρ � s1|z| 3 3 l o拟合方程为 ⊥ψ

� s1ssuvstξ p s1w|v{zv ~与田间发生数量间呈

显著相关 kρ � s1{wt 3 l o拟合方程为 ⊥ψ �

u1{xx{ξ p twv{1vvwy ∀大发生的年份如 t|{s o

t|{x ot||t ot||z 年 z 月底以前累计迁入虫量

k灯诱虫量l分别为 u {x{ ou wsu ou u{z和 u xvy

头 ∀因此 o把当年 z 月底以前灯下诱虫量在

u sss头以上的作为当地主害代大发生的指示

虫量指标 ∀

2111312  食料  由于单季中稻种植面积相对

的扩大 o尤其是中籼杂交稻/汕优 yv0的田间白

背飞虱自然种群增殖势能强于常规稻 ∀四kul

代白背飞虱在杂交稻田增殖倍数ku ov龄盛期

若虫量Π迁入代成虫量l为 t|1z ∗ wy1y倍 ~而常

规稻田增殖倍数则为 tt1y ∗ u{1x倍 ∀且杂交

稻k如汕优 !威优系列等水稻l大多不抗白背飞

虱 o故杂交稻田间居留繁殖虫量常常高于常规

稻≈u ov ox oy  ∀t|{x ot||t ot||z年 v年大面积的普

查结果表明 }四kul代白背飞虱发生量在/汕优

yv0上平均为w zvz头Π百丛 o/汕优 y号0为 w wv{

头Π百丛 o/桂朝二号0为 t uvy头Π百丛 o/ zz2y|0

为 {vy头Π百丛 o由此可知杂交稻田白背飞虱的

发生量是常规稻田的 u ∗ x倍 ∀同一品种 o白背

飞虱增殖势能是随着水稻生育进程而逐渐下降

的 ∀成虫产卵以分蘖至圆杆拔节期最多k占

zx h l o孕穗期次之k占 uv h l o灌浆期最少k占

u h l ~田间则以分蘖末期至孕穗抽穗期虫口密

度最高 ∀由于当地白背飞虱迁入盛期在 z月 o

正值单季中稻的敏感生育阶段 o若二者的吻合

程度越高 o在单季中稻上承接白背飞虱的虫量

就多 o则越有利于白背飞虱正常生长发育和取

食危害 o致使单季中稻受害越来越重 ∀因此 o白

背飞虱主害代主要危害的是当地的单季中稻 ∀

2111313  气候  气候因素是影响白背飞虱发

生期 !发生程度的关键因子之一 ∀由 t|{x ∗

usss年共 ty年的气象因子综合分析表明 }迁飞

性害虫种群的地理转移受季风气候作用 o迁入

降落受雨日雨量的左右 ∀凡夏秋多雨 o盛夏突

然干旱 o发生为害则较重 ∀对白背飞虱种群起

控制作用的是 z月降水强度 o即大暴雨对低龄

若虫的机械冲刷作用≈v ow  ∀当地白背飞虱种群

的发生与气候类型的关系见表 t ∀

表 1  白背飞虱种群的发生与气候类型的关系

类 型
z月日平均

温度k ε l

z月降水

量k°°l

温雨系数

k°Π×l

对迁入成虫

的定居 !繁

殖的影响

低温阴雨

轻发型
� ux1x � uxs � | 不利

偏暖多雨

中发型
ux1x ∗ uy1x uss ∗ uxs { ∗ | 受影响

温暖少雨

中发型
� uy1x � uss � { 有利

  ktl 雨日雨量  由 t|{x ∗ usss年共 ty年

的气象因子综合分析表明 }在白背飞虱迁入期

间 o南风频繁 o雨日多 o雨量大 o十分有利其迁入

降落及其繁殖危害≈u ∗ w  ∀凤阳县当地雨日的降

虫概率为 s1x h左右 ∀雨日雨量及复合气象因

子与迁入量及主害代发生程度之间均呈现显著

性相关k表 ul ∀ ψt 为 z月底以前迁入量 oψu 为

主害代发生程度k按全国统一标准划分 x级l o

ψv 为主害代发生量k头Π百丛l ∀通过分析认

为 }在白背飞虱迁入及主害代发生期 t个月内 o

当雨量 ∴s1t °°的雨日 tx §以上 o累计雨量

wss °°左右 o降雨系数在 vx以上 o温雨系数大

于 tz o晴雨指数为 v左右 o当年白背飞虱就大

发生 o如 t|{z ot||t ot||z 年均如此 ∀ t||{ ∗

usss年 o雨日 !雨量均未达到此标准 o为轻发年

份 o这与实际观测值基本上相吻合 ∀

kul 温度  由 t|{x ∗ usss年共 ty年的气

象因子综合分析表明 }白背飞虱发育的最适温

度为 uu ∗ u{ ε o相对湿度为 {s h ∗ |s h ∀当地

初夏季节若出现连续 x §以上日均大于 vs ε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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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天气 o对白背飞虱的成虫产卵或若虫生存等

均产生不利的影响≈u ov  ∀t|{{ ot||s和 t||{年 z

月 ts日前分别出现连续 ts o{和 y §大于 vs ε

的高温天气 o当年白背飞虱均属于轻发年 o虫量

均低于 |ts头Π百丛 ∀

表 2  气候因子与白背飞虱发生程度的关系

自 变 量
相关性

kρ值l
回归方程

z月降雨量 s1{v{ 3 ⊥ψt � zv1vyt{ n v1{yytξ

k°°l s1|xs 3 3 ⊥ψu � s1sttuξ p s1z||x

z月降雨系数 s1{z| 3 ⊥ψt � vv1zyx| p {uu1suuvξ

k 雨量 ≅雨日l s1|wz 3 3 ⊥ψu � s1s{xwξ p u1{{ux

s1{wv 3 ⊥ψv � tts1sxusξ p wyx|1|vzy

z月温雨系数 s1{|z 3 ⊥ψt � ty1xvwv n tus1w|ysξ

k雨量Π均温l s1|yw 3 3 ⊥ψu � s1vswuξ p s1zxuy

s1{|{ 3 ⊥ψv � ws|1y|uw p uttv1{ts{ξ

z月晴雨指数 s1|su 3 3 ⊥ψt � twz1uu|x n zt|1wxvwξ

k雨量Π日照时数l s1|xz 3 3 ⊥ψu � t1z{vsytξ p s1vxtst

3 相关性为显著 o3 3 相关性为极显著 ∀

3  白背飞虱综防技术

311  综合防治策略

根据凤阳县当地白背飞虱发生危害的特

点 o宜采取/挑治三ktl代 o决战四kul代 o兼治五

kvl !六kwl代 o实行达标防治0的综合防治对策 ∀

即 }早发年份主攻四kul代 o五kvl代及六kwl代

常与褐飞虱 !稻纵卷叶螟等迁飞性害虫混合发

生 o应该实行 t次施药兼治 ∀

312  综合防治技术

31211  农业防治

合理布局水稻 o精心安排肥水施用 o创造有

利于水稻生长发育和天敌增殖而不利于白背飞

虱发生的生态条件 ∀利用高 !中抗品种是当前

防治白背飞虱最经济有效的措施 o也是今后根

治的途径≈u ov ox  ∀近年来已在全国推广 u万 «°
u

以上的多抗性品种 ux 个k如 / 抗虫品种秀水

yus0 o/南京 tw0等l o其多数稻田块可不施药 ∀

31212  保护利用天敌

应加强保护利用天敌 o尤其在化学防治中

应注意采用高效 !低毒 !高选择性的药剂k如锐

劲特 !扑虱灵等l !调整施药时间 !改进施药方

法 !减少用药次数等措施 o以避免大量杀伤天敌

k如狼蛛 !稻虱红螯蜂 !稻虱缨小蜂等l o充分发

挥天敌对白背飞虱的控制作用≈u ox ∗ z  ∀

31213  药剂防治

3121311  药剂防治指标和防治适期

从防治害虫的经济效益出发 o遵循收益

k�l大于防治投入k≤l的基本原则 ot|{v年全国

农作物病虫损失与防治指标学术讨论会提出白

背飞虱的经济允许损失水平确定为 x h
≈v 

o由

此得回归方程 }杂交稻 }xk h l � vy1yu{ȳ ²ªξ p

tt1w{tv oξ � t xtwk头Π百丛l ~常规稻 }xk h l �

vv1yxzū ²ªξ p |y1|xzt oξ � t szsk头Π百丛l ∀据

此确定当地主害代四kul代白背飞虱的药剂防

治指标为 }杂交稻百丛 t xss头 o常规稻百丛 t

tss头 ∀当地的防治适期为 y月下旬至 {月中 !

下旬 o此时正值水稻孕穗到抽穗 !灌浆和黄熟

期 o是防治白背飞虱的适期 ∀

3121312  防治药剂的筛选  采用大田示范试

验方法 o选择目前生产上主要的农药品种进行

对比试验 o其结果如表 v ∀

表 3  不同农药防治白背飞虱示范试验

农药品种 剂量kªΠ«°ul
药前虫量

k头r百丛l

药前天敌数

k头r百丛l

防后 us §防效

k h l

防后 us §天敌

k头l

防后 vs §防效

k h l

防后 vs §天敌

k头l

ts h扑虱灵 wxs vu zt{ zy zy1w n vs |t1u n |y

x h锐劲特 uxs t| yzv |v zu1u n xx |y1x n tux

ws h甲胺磷 zxs uy {sy {t {s1w p zs zy1t p wx

  注 }施药时间为 z月 us日 ~虫龄为 u ov龄盛期 ~表中数据系试验田块平均值 ~表中/ p 0表示减少 o/ n 0 表示增加 ∀

  由示范试验可知 o锐劲特 !扑虱灵防治白背 飞虱具有特效和长效 o对天敌安全 o但见效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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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 o防治适期应比甲胺磷等有机磷农药提前 o掌

握在低龄若虫盛期为宜 ∀在虫口密度过高

k ∴v sss头虫Π百丛l情况下 o先用锐劲特 !扑虱

灵于低龄若虫高峰时期防治 t次 o再于高龄若

虫期选用甲胺磷等速效性比较好 !击倒作用强

的有机磷农药第 u次防治 o其效果更佳 ∀在中

等发生年份kt sss ∗ u sss头虫Π百丛l o从维护

稻田生态平衡 o保护利用天敌自然调节作用角

度出发 o当稻田蜘蛛k以狼蛛为主l !黑肩绿盲蝽

和其它捕食性的等天敌与白背飞虱之比大于 t

Β{时 o应因地制宜挑治或与其它害虫一并兼治

并纳入综合防治规范化体系中 o掌握在白背飞

虱 u ov龄若虫盛期选用锐劲特或扑虱灵等农药

喷施 t次即可 ∀

4  小结与讨论

411  发生特点

根据历年资料研究表明 }凤阳县稻区白背

飞虱迁入主峰在 z月 tt ∗ tz日 o迟于皖南 o早

于皖北 ~z月迁入量占全年总量的 y{1x h ~当地

白背飞虱主害代为四kul代 o田间虫量高峰在 z

月 tx ∗ ux日 o主要受害作物为单季中稻 ~白背

飞虱主害代在以 /汕优 yv0为主的杂交稻田增

殖倍数高于常规稻田 u ∗ x倍 ∀

412  发生规律

影响白背飞虱发生期 !发生量的主导因子

是迁入量 !食料及气候等 ∀z月底以前白背飞

虱迁入虫量在 u sss头以上是当地年度间大发

生的量化指标 ∀在气温为 ux ∗ u{ ε 时 o在迁入

及主害代发生时期的 t个月内 o降雨量 ∴s1t

°°的雨日 tx §以上 o累计雨量 wss °°左右 o

降雨系数在 vx以上 o温雨系数大于 tz o晴雨指

数为 v左右 o当年白背飞虱将大发生 ∀初步确

定当地主害代在不同类型田化学防治的虫量指

标 o即 }杂交稻 t xss头Π百丛 o常规稻 t tss头Π

百丛 ∀

413  综合防治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定当地的白背飞虱综

防策略为 }/挑治三ktl代 o决战四kul代 o兼治五

kvl !六kwl代 o实行达标防治0 o筛选出适合当地

推广的扑虱灵为防治白背飞虱的理想药剂之

一 o并确定其当地的最佳用药适期为低龄若虫

高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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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昆虫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及地位研讨会0在西藏拉萨召开

中国昆虫学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昆虫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的作用及地位研讨会0于 ussu年 y月 uy ∗ vs日在西藏拉萨顺利召开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共 xs

余人 o与会代表就/昆虫在生物多样性中的作用与地位0及 /生物多样性和昆虫资源利用与产业化0

等作了大会专题报告 ∀会议提交的报告论文 u{篇 o会后拟出版论文集 ∀

k孟晓星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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