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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台区2022年草地贪夜蛾发生与防控工作初探

赵彦涛
汉中市汉台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 要：草地贪夜蛾是中国最近几年新发生的重大害虫，对粮食安全带来一些威胁。本文针对草地贪夜蛾的发生

特点，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围绕加强监测预警，强化技术宣传，落实防控物资，突出应急防控，有力、有效地推进

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工作，确保玉米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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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是全世界重大农业害虫，属于鳞翅目夜

蛾科灰翅夜蛾属，草地贪夜蛾主要通过幼虫蚕食农作物

叶片和果穗，主要危害水稻、玉米等农作物，造成粮食

减产，因此做好草地贪夜蛾的防治工作很重要。

1 为害状和生物学习性 [1]

1.1  分布状况 也称秋黏虫属于鳞翅目夜蛾科。原产

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随着各国间贸易活动的日趋

频繁，2016进入非洲，仅仅两年后，就侵入了非洲撒哈
拉沙漠以南的44个非洲国家，近几年有进一步向以东南
亚、大洋洲和中国南部为主的亚洲其他国家入侵蔓延。

我国的云南省（2019年1月首次发现）发现。
1.2  为害状 幼虫取食作物叶片会造成叶子落下，之

后转移为害。有时许多幼虫以切根方式为害，切断种苗

和幼小植株的茎杆；幼虫可爬入孕穗作物的穗中。种群

数量大时，幼虫如行军状，成群扩散。在玉米上，1－3
龄幼虫平常在夜晚出来为害，多隐藏在叶片背面取食，

取食后剩下叶表皮而形成半透明薄膜状“窗孔”。4－6
龄幼虫，取食叶片后呈大小不等的孔洞，剥开玉米生长

点卷曲心叶可见大量害虫粪便和藏身在其中的幼虫，心

叶被咬食呈破烂状。

2 生物学习性

1. 寄主广泛性。草地贪夜蛾为杂食性，可为害80余种
植物，嗜好禾本科，最易为害高粱、粟、甘蔗、黑麦草和

苏丹草、玉米、水稻、小麦、大麦、等杂草；，也为害十

字花科、葫芦科、锦葵科、豆科、茄科、菊科等。

2. 为害严重性。草地贪夜蛾以危害玉米最为严重据有
关资料报道，草地贪夜蛾开始时间:2019年1月在云南发现
草地贪夜蛾，2019年全国有25个省份发现草地贪夜蛾，见
虫面积1500多万亩，实际危害面积246万亩，其中陕西省
玉米受草地贪夜蛾灾害的面积已累计达到14000多亩。

3. 生态多型性。草地贪夜蛾分为玉米品系和水稻品
系两种单倍型，前者主要取食危害玉米、棉花和高粱，

后者主要取食危害水稻和各种牧草。草地贪夜蛾完成一

个世代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４个虫态。

4. 适生广泛性。草地贪夜蛾的适宜发育温度为11－
30℃，在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30天左右即可完成一
个世代，所以它整个在田里它世代重叠，有一龄的二龄

的，一直到三龄四龄所有虫都有。

5. 迁飞扩散性。2019年1月，这种害虫在我国云南首
次被发现，截止7月16号，仅仅半年时间就入侵了我国
21个省份。之所以这么快蔓延，是因为草地贪夜蛾有着
“行军虫”的称号，成虫通常在产卵前，昼伏夜出随着

气流一天能迁飞100多公里。如果风向风速适宜，迁飞距
离会更长。�

6. 其他生物习性。成虫具有趋光性，一般在夜间进
行迁飞、交配和产卵，特别能生，雌成虫可以多次交配

产卵，一生可产卵900－1000粒。幼虫有６个龄期，高龄
幼虫具有自相残杀的习性。

3 2022 年汉台区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情况

2022年全区种植玉米2.4万亩。全区共调查9个镇办、
125个村、5572块田、5800亩。7月20日首次在武乡镇明
光村、宋沟村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玉米11.7亩，品种为登
海605，玉米生育期处于5-8叶期和抽雄初期，平均被害虫
株率3.2%，平均百株虫量4.7头，最高被害虫株率6%，最
高百株虫量8头，虫龄5龄。7月23日在汉王镇牛尾村发现
1.3亩，玉米处于7-10叶期，平均被害虫株率2.8%，平均
百株虫量3.4头，最高虫株率5%，最高百株虫量7头，虫
龄4龄。7月29日在徐望镇利木村发现1亩，玉米处于8-12
叶期，平均被害虫株率3.8%，平均百株虫量4.1头，最高
虫株率5%，最高百株虫量7头，虫龄5龄。8月15日在徐
望镇徐坡村发现15亩，玉米处于8-12叶期，平均被害虫
株率2.5%，平均百株虫量3.3头，最高虫株率5%，最高百
株虫量8头，虫龄5龄。全区累计现场发现29亩，平均虫
株率3%，最高虫株率6% ，平均百株虫量3.1头，最高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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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虫量8头，以5龄（4-5龄）幼虫为主，呈零星点状轻度
发生，发生时段集中在7月20日至8月15日。按虫田率推
算，全区发生草地贪夜蛾304.8亩。今年见虫日期较2021
年迟12天，累计现场发现面积较2021年减少17.9亩，平均
虫株率较2021年高1.1个百分点，最高虫株率较2021年高1
个百分点，最高百株虫量较2021年高1头，并首次在武乡
镇宋沟村发现草地贪夜蛾成虫，全区其它镇办暂未发现

草地贪夜蛾幼虫和成虫。

4 防控措施

4.1  反应迅速，快速防治。 区农培中心抓好监测及

防控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抓好应急防控，发现一处及

时防治扑杀一处，对于发生面积较小的地块，让区域农

技站配发药剂组织农户进行防治，做到发现一块防治一

块不留死角。今年7月20日首次在武乡镇明光村及相邻宋
沟村多块玉米地发现草地贪夜蛾，当即联系镇村干部落

实药剂防控，汉台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当日免费提供11.7
亩的氯虫苯甲酰胺防治药剂，组织群众用电动喷雾器，

封锁防治发生中心片区。7月23日在汉王镇牛尾村发现草
地贪夜蛾为害后，7月25日迅速在老君镇皇塘村召开防控
现场会，会上汉台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植保站张华介绍

了草地贪夜蛾的发生特点和监测防控技术，现场发放技

术资料80份，进一步夯实草地贪夜蛾的普查防控工作。
4.2  灵活方式，补防控害。由于6-8月高温干旱，连

续58天极端高温，武乡镇宋沟村药剂防效不高，防后检
查仍然还有活虫，为了避免造成害虫扩散，7月29日又组
织无人机，连同毗邻玉米地全部进行了补防。

4.3  群防群治，飞防结合。实行带药普查，按照抓早
防小的原则 ，发现一块防治一块。明确监测防控职责，

夯实各镇（办）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建立“属地管理”

责任，发动群众依靠自身力量，开展联防联治、统防统

治。8月3日在徐望镇徐坡村复合套种玉米地发现草地贪
夜蛾为害玉米，及时通知户主，群众自发进行药剂防

治，抓住下午6点凉爽晴好天气，对15亩玉米地全部进行
防治一遍。

4.4  持续开展试验示范
选用合适的药剂是防控草地贪夜蛾的一项重要任

务，2022年草地贪夜蛾发现29亩，均为零星发生，田块
分散，中心先后在武乡明光村和汉王镇牛尾村开展药剂

试验，以甲维·印虫威、高效氟氯氰菊酯、甲维·虫螨

腈和氯虫苯甲酰胺药剂对比防效和电动器械与无人机防

效对比。以各区药前虫口为基数，计算对比防效，氯虫

苯甲酰胺在药后14天防效92.9%，仍然高居榜首；背负手
动喷雾器药后14天高达90.5%，是无人机飞防的1.19倍。

4.5  技术培训宣传到位
1. 提前谋划，及早安排。4月11日在全区农业生产会

议上安排草地贪夜蛾的监测防控，把玉米地草地贪夜蛾

的防控提上春夏病虫防控日程；6月28日召开了全区草地
贪夜蛾防控技术培训会，通报了全国和邻省四川的发生

态势，全面安排部署草地贪夜蛾的监测防控工作。

2. 宣传培训到位。草地贪夜蛾属于外来新发重大害
虫，针对农户识别难、防治难、认识不足等问题，加大

了宣传培训力度。7月25日在老君镇皇塘村召开了草地
贪夜蛾的防控技术现场会，总结了2022年武乡镇宋沟村
首发点的防控情况，再次强调连片玉米地为监测重点，

并现场组织开展防治。9月5日在全区新品种展示观摩会
上，通报了全区草地贪夜蛾发生情况，进行了再培训、

再强调、再落实。今年累计召开培训会19场次，培训人
员1555人次，发放技术明白纸9000多份，在农技工作指
导微信群等自媒体发布防治信息25条。通过出动宣传
车、微信群、张贴发放明白纸等多种方式，宣传普及草

地贪夜蛾形态识别、危害习性和防治技术等方面知识。

让广大农户充分了解草地贪夜蛾的形态特征、发生规律

及其为害习性和防治方法。同时，根据农业农村部文件

推荐，发放应急防治用药名单，方便了群众学习和防

控。营造了防控良好氛围。

5 防控初显成效

5.1  是责任落实到位。在今年全国上下落实粮食安全
战略决策的新形势下，汉台区把做好草地贪夜蛾防控作

为夺取秋粮丰收的关键一仗，区农业农村局领导多次听

取专题汇报，亲自安排部署，协调解决防控问题。建立

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服务组，

为防控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针对草地贪夜蛾的危害

和发生特征，汉台区在4月下旬就拟定《草地贪夜蛾监测
防控技术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防控策略

和工作要求，建立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5.2  是监测预警到位。坚持精准预测早发现，采用定
点监测与田间普查相结合方法，4月底在汉王镇、徐望镇
等安装草地贪夜蛾性诱捕器30套，6月又采购草地贪夜蛾
性诱捕器500套，安装到新型经营主体，定期观察监测结
果。各村结合抗旱检查，组织农民全面开展虫情普查，

做到区不漏镇、镇不漏村、村不漏田，发现虫情立即上

报。做好线上视频指导监测，适时发布虫情预警信息，

科学指导防控。

5.3  是指导服务到位。针对基层干部和农民对草地贪
夜蛾识别难、防控难等问题，汉台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成立了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专家指导组，结合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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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秋粮田管，加强监测防控技术指导和巡回服务。

组织广大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包村驻点，实行面对

面服务的同时，充分利用视频网络，远程识别鉴定害

虫，先后接到视频反映疑似草地贪夜蛾情况5起。
5.4  是应急处置到位。按照治早治小、全面扑杀，不

迭代，不扩散的要求，全力开展应急防控。在发现当日

或次日（武乡宋沟村、明光村）即组织防治。并特事特

办，紧急调用储备5万元应急药剂，落实器械开展防控。
及时启动突发性病虫害临时用药措施，出动植保专业服

务组织2个、动用施药机械12台，防治面积1308亩，做到
见虫区域应防尽防。

5.5  是防控物资储备到位。及时与区农业农村局和财
政局汇报，确保中省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全部下拨到位，

用于草地贪夜蛾监测、培训、宣传及防控物资储备，防

控处置率达到100%。7月初，根据政府采购程序和重大灾
害紧急处置要求，确定汉中市益禾康晟农业科技公司等

单位为飞防社会化服务单位，同时采购5万元氯虫苯甲酰
胺防控药剂备用，时刻保持临战状态。7月20日虫情发生
后，专业队迅速行动，落实责任，紧急处置草地贪夜蛾

虫情。

6 几点认识体会及存在问题

6.1  认识体会。一是通过近年的监测防控经验，成虫
迁入对象田首选玉米抽雄前，我们把监测的重点放在未抽

雄的玉米田，提高了见虫成功率。二是性诱草地贪夜蛾存

在空间距离，只有当地出现幼虫，才会诱集到成虫，过路

成虫根本诱不到，这也是今年在发生地安装诱捕器首次诱

集到成虫的原因。三是今年6-8月连续58天35℃以上极端高
温，加速了幼虫化蛹羽化。7月20日武乡镇宋沟村发现幼
虫时均为5龄幼虫，而8月3日诱捕器已诱到成虫，35℃以
上高温使草地贪夜蛾滞育的理论值得商榷。

6.2  存在问题。一是我区立体气候明显，环境变化多
样，平坝区、丘陵区、浅山区，玉米播种时间不同，出

现早春玉米，早夏玉米、迟夏玉米，为草地贪夜蛾为害

提供丰富食源，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二是普查力量不

足。草地贪夜蛾迁飞性较强，危害性较大，在普查时需

要大量人力，时值疫情和抗旱关键时候，镇村出动人力

有限，进展慢，难免有遗漏或不能及时发现。三是防治

窗口窄。由于草地贪夜蛾具有夜出昼伏的习性，加上今

年6-8月极端高温，影响了防治进度和效果。
7 针对草地贪夜蛾发生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和意见

7.1  是认真总结监测防控经验，完善技术方案，建立
草地贪夜蛾防控长效机制。

7.2  是尽早尽快用好财政资金，发挥项目资金的最大
效益。

7.3  是在政府层面要压实属地责任，落实辖区行政负
责制，组织并指导好各镇（办）人民政府及时开展防治

工作，技术部门和行政单位紧密配合，联防联控。

7.4  是加强监测预警，加密监测网点，开展全面普
查，提高见虫率，做到早发、早治。

7.5  是强化督促指导，在防控关键时期，派专家指
导组赴重点地区开展巡回指导和技术培训，培养技术骨

干，督促工作落实。

7.6  是加强监测仪器诱集筛选，选用一批针对性更强
的草地贪夜蛾监测仪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植保部门做好平常的监测调查，掌握发

生情况，利用多方面防治手段，提早拟定《草地贪夜蛾

监测防控技术方案》，结合本地实际，政府相关部门共

同努力积极采取行动、狠抓工作落实，全力开展监测防

控工作，切实做到早监测、早发现、早防治，有效遏制

了草地贪夜蛾危害，降低粮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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