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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县2020年水稻稻纵卷叶螟大发生情况及分析

杨林, 段銮梅, 龙向祥

贵州省锦屏县植保站,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556700

摘 要:2020年水稻稻纵卷叶螟在贵州省锦屏县发生面积大,危害程度极其严重,威胁着

水稻生产安全.本文通过田间调查,并结合近年来的监测所得气象等资料对锦屏县2020年

稻纵卷叶螟大发生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2020年水稻稻纵卷叶螟在贵州省锦屏

县大发生与其成虫迁入量大、气候和取食条件有关,并针对水稻稻纵卷叶螟大发生年份提

出防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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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ontheSeriousOccurrenceofRiceLeaf
RollerinJinpingCountyi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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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celeaffolder(Cnaphalocrocismedinalis)occurredinJinpingCountyinalargearea
andseriouslythreatenedthesafetyofriceproduction.Basedonfieldinvestigationandcombined
withmonitoredmeteorologicaldataofrecentyears,thispapercomprehensivelyanalyzedthe
causesoftheinfestationofC.medinalisinJinpingCountyin2020.Theresultsshowedthatthe
infestationofC.medinalisinJinpingCountyin2020wasrelatedtothemigrationoflargea-
mountofadults,suitableclimateandfoodconditions.Thespecificpreventionandcontrolsug-
gestionswereproposedfortheyearoftheseriousinfestationofC.med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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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屏县位于贵州省东部边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黔东水电第一县,是一个以林

业为主、农林并举的山区农业县.全县辖15个乡镇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除敦寨、铜鼓、新

化、隆里及钟灵等5个乡(镇)地势较平坦的坝区有33hm2 以上,偶里乡有坝区13hm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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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三江、茅坪、启蒙、平秋、平略、河口、固本等10个乡镇是没有以上规模坝区的山区乡

(镇).全县海拨400~900m,气候温和,年均气温14.9~16.7℃,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300~

1400mm;境内三板溪水电站库区蓄水发电后,近年来年降雨量比以往有较大幅度增加;境内

土地也较为肥沃,是适宜包括水稻等粮食作物在内的各种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农

作物重大病虫害常发生区,贵州省农作物重大病虫重发区之一.根据统计资料,全县主要农作

物以水稻、玉米、红苕、马铃薯、柑桔、金秋梨、蔬菜等农作物为主,常年种植面积达3.67万

hm2,其中作为城乡居民餐桌主食的水稻常年种植面积达0.67万hm2,水稻种植面积、稻谷总

产量均位居所有粮食作物之首,在锦屏县粮食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1].
稻纵卷叶螟(Cnaphalocrocismedinalis)是锦屏县水稻作物主要发生的害虫之一,也是重

要的外来迁飞性害虫之一,与水稻稻飞虱在锦屏县境内稻田时常同时发生,混合为害,成为制

约锦屏县水稻安全生产和丰收的重要因素[2].尤其是该虫从20世纪80年代起到21世纪前

10年,在锦屏县暴发频率高,发生面积大,危害程度重.据历史资料,以2001年起到2010年的

10年间为例,中等偏轻发生只有2001年,其余年份达到中等到中偏重发生,年均发生面积占水

稻种植面积的60%以上.各地虽采取措施大力防控,但仍给水稻正常生长与稳产丰收造成较大影响.
近年来,虽然稻纵卷叶螟在锦屏县都有一定发生,但均达不到大发生程度,多数年份只为

中等发生,明显轻于往年.但2020年稻纵卷叶螟在贵州省锦屏县大发生,全县范围内几乎所有

水稻田块遭受严重危害,由于来势凶猛,令人防不胜防,造成部分稻田因受害重而减产.

2020年水稻稻纵卷叶螟在锦屏县为何大发生? 带着这一问题,本文根据田间调查数据,并通过

对锦屏县植保站近年监测所得资料,结合气象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初步分析2020年稻纵卷叶

螟在锦屏县大发生的有关因素.

1 稻纵卷叶螟发生危害情况

据统计,2020年锦屏县水稻种植面积为0.6万余hm2,以杂交水稻组合为主,主要品种有

“中浙优1号”“广优2156”“宜香1979”“荃优华占”“宜香优2905”“宜香1979”“中浙优8号”“中

浙优 H7”“赣优735”“惠玉908”“天育999”“花香7号”“宜香优800”等.2020年水稻稻纵卷叶螟

在锦屏县大发生,在第3代大发生后,接着第4代稻纵卷螟又大发生,为历年少见.其中第3代

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5667hm2,占水稻种植面积的90%以上,全县15个乡镇稻田均遭受严重

危害,所到之处稻田一片枯白;第4代发生面积约4667hm2,占水稻种植面积的70%以上;常

年较少发生的第5代,2020年也出现较重危害,此时值水稻后期功能叶(剑叶)生长阶段,功能

叶受到较重危害,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部分稻田减产(表1).2020年稻纵卷叶螟发生危害

情况见表1.水稻稻纵卷叶螟在锦屏县大发生后,锦屏县、乡两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大

力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抗灾灭虫,稻纵卷叶螟的发生危害得到较好控制.

表1 2020年锦屏县稻纵卷叶螟发生危害情况

稻纵卷叶螟 百丛幼虫量/头 卷叶率/% 发生面积/hm2

第3代 596 31.6 5667

第4代 232 21.2 4667

第5代 86 12.4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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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稻纵卷叶螟大发生原因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结合近年田间监测情况及气象资料进行分析,贵州省锦屏县2020年稻纵

卷叶螟之所以大发生,主要同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2.1 成虫迁入量大

据贵州省锦屏县县植保站系统监测,2020年稻纵卷叶螟主迁入期的5—6月,迁入成虫量

明显大于近年同期迁入成虫量(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2020年锦屏县主迁期的5—6月稻纵卷

叶螟总迁入成虫量高达15347头,超历史记录,分别是2016年206头的74.5倍,2017年27头

的568.4倍,2018年447头的34.3倍,2019年1851头的8.29倍,因成虫迁入量大,2020年发

生程度明显重于其他年份[2-14].

表2 锦屏县稻纵卷叶螟2016—2020年主迁入期成虫迁入量

年份
迁入成虫量/头

5月 6月 小计

发生程度

第3代 第4代

2016 156 50 206 中偏轻发生 偏重发生

2017 9 18 27 中偏轻发生 轻发生

2018 258 189 447 中等发生 中偏轻发生

2019 1190 661 1851 中等发生 中偏轻发生

2020 1851 13496 15347 大发生 大发生

2.2 降雨多,降雨量大

根据锦屏县植保站多年观察,锦屏县气温、田间湿度条件影响稻纵卷叶螟的繁殖危害,因

此该虫发生轻重与雨日数、雨量往往关系较大(表3).由表3可以看出,2020年稻纵卷叶螟第3
代和第4代发生期的5—7月上中旬,雨日数同2016—2019年情况相同,降雨量较大,几乎每2
天有1次降雨,不利于施药控制,导致第3代大发生之后,接着第4代又大发生.

表3 锦屏县2016—2020年5—7月上中旬雨日、雨量情况

年份
5月

雨日/d 雨量/mm
6月

雨日/d 雨量/mm
7月上中旬

雨日/d 雨量/mm

合计

雨日/d 雨量/mm
2016 18 205.0 17 267.0 9 121.0 44 593.0

2017 14 157.3 21 348.7 11 135.3 46 641.3

2018 17 363.3 13 157.2 8 79.8 38 600.2

2019 20 121.7 14 166.1 11 158.1 45 445.9

2020 16 249.4 16 220.9 11 215.7 43 686.0
历年同期 17 193.6 16 214.3 8 103.5 41 511.4

2.3 食物条件适宜取食繁殖

锦屏县以种植杂交水稻为主,2020年锦屏县引进推广的杂交水稻品种备案有70余个,主

要有“中浙优1号”“广优2156”“宜香1979”“荃优华占”“川种优3877”“天育999”“花香7号”等,

且优质稻品种占有一定比例.从常年调查情况来看,杂交稻长势普遍较好,生长嫩绿,营养丰

富,有利稻纵卷叶螟的取食为害.特别是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养猪喂牛已经减少,缺乏

有机肥施用,稻田底肥多数地区用复混肥代替.作为追肥施用的氮肥,部分农户又习惯超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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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迟施用,稻苗贪青徒长,特别适宜稻纵卷叶螟的繁殖危害.此外,部分农户不重视防治,

任其发生,有的防治不科学,虫当病治,或用药不对路,或错过用药适期,稻纵卷叶螟得不到控

制,也是引发2020年水稻稻纵卷叶螟在锦屏县大发生的重要原因[2-14].

3 讨论与展望

通过对2020年稻纵卷叶螟大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了其大发生与成虫迁入量大以及

气候和取食条件有关.结合贵州省锦屏县多年在防治稻纵卷叶螟积累的经验,要实现有效控制

稻纵卷叶螟的发生为害,确保水稻生产的安全丰收,在稻纵卷叶螟防治上,要贯彻绿色植保理

念,强化绿色治理,在当前没有理想抗性水稻品种种植的情况下,要加强监测,实施健身栽培,

采取统防统治的技术路线.
3.1 加强监测

稻纵卷螟是水稻作物上的一种迁飞性害虫,常表现为来无影、去无踪,因此加强对迁飞动

态监测,掌握其行踪规律对于指导面上防治至关重要.根据锦屏县植保站多年的监测,从4月

上旬开始,气温开始回升,西南气流开始活动就要进行防治,要采取灯诱或糖醋液诱集,或灯

诱与糖醋液诱集并用监测,同时结合田间赶蛾,及早掌握其成虫迁入动态、迁入蜂次和迁入高

蜂,及时发布发生趋势及防治信息[15].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仅根据迁入成虫量,预测大田

发生趋势存在不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各地要结合田间卵量调查,根据卵孵化期间的田间温

湿度加以分析.在温度适宜、湿度条件又能满足卵孵化的情况下,应将田间卵量大小作为监测

预警的重要依据,可提升预报的准确率,避免因预测不准而造成盲目用药.
3.2 健身栽培

健身栽培是促进水稻健壮生长、增强抗虫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不用施药的绿色控害

农业措施.健身栽培的重点就是大田水稻种植要合理密植,最直观的是肥田宜稀,瘦田宜密,

保持一个较为合适的苗数与透风透光性群体,既有利水稻生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稻纵卷螟的

发生起到控制作用.一般而言,杂交水稻种植以667m2 种植0.8~1万株为宜.同时要科学施

肥,应施用有机肥打底,667m2 施1000~1500kg,尽量少用复合肥作基肥,避免长期使用引

起土壤板结,导致水稻生长差,从而降低抗虫性.尿素作为追肥,应抓住水稻返青期施用,以

667m2 施用4~5kg为宜,不能施用过多过迟,以免稻苗贪青徒长,易加重稻纵卷叶螟危害和

诱发稻瘟病、纹枯病等水稻病害.尤其是大田稻苗受到稻纵卷叶螟严重危害后,长势变差,生

长缓慢,此时除了要搞好用药防治,更要酌情抓紧补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每667m2 用

400g对水30kg喷施,配合增施一定量的氮肥及钾肥以促进稻苗尽快恢复生长.实践证明,通过

采取健身栽培,合理密植,科学做好田间肥水管理,稻苗受害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对于增强

水稻抗虫性、恢复生长、减少农药施用以及减轻损失有积极作用.
3.3 以药剂防治为重点

药剂防治是防控稻纵卷叶螟的重要手段,从锦屏县近年的大面积应用情况与经验,在防治

上,在做好化学防治的同时,大力推广应用生物制剂,采用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绿色农药,控

制好稻纵卷叶螟的第3代和第4代,严格抓好幼虫3龄前用药的防治策略.其中,金龟子绿僵

菌、甲维盐、甲维·氯铃脲、氯虫苯甲酰胺、茚虫威等生物药剂效果好[15-18],能有效减轻对稻螟

赤眼蜂、拟澳洲赤眼蜂、稻纵卷叶螟绒茧蜂、隐翅虫、蜻蜓、青蛙、蜘蛛等天敌的伤害,保护利

用天敌,利于发挥天敌治虫效能,促进农药的减量施用.同时根据当地群众具有稻田养鱼的传

统习惯,还因势利导大力推广稻田养鱼,利用鱼吃田里害虫习性,降低田间害虫的虫口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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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危害[15-23].由于稻纵卷叶螟发生危害期,锦屏县正值雨水较多季节的6—7月,因此应做到

对气象预报的实时关注,做到雨天不施,抢晴喷施,一般药后半天遇雨应重新补施.虫量高、虫

龄大的田块施用击倒性强、药效快速的化学药剂,并酌情加大用药剂量,实施重点歼灭.
3.4 大力实施统防统治

统防统治是提高对稻纵卷叶螟防效、取得良好效益的重要举措,这些年来,锦屏县以中央

财政农业生产与水利救灾资金和省级农业财政资金项目为依托,大力开展对水稻、果树等作物

重大病虫害的统防统治示范应用,积极探索专业化防治服务模式,推进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的

融合,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一定成效.根据调查统计,实施统防统治可比农民一家一户的自

防每667m2 减少农药用量30%以上,且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节本增效,并已得到群众的接

受和认可.2021年锦屏县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7.6%,尤其是水稻稻纵卷叶螟常呈

现发生突然、波及面积大之特点,实施统防统治可及早实现对其大面积的有效控制,对于确保

水稻作物的安全生长与丰收作用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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