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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秀山县稻飞虱发生特点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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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统计了2004—2021年重庆市秀山县稻飞虱灯诱监测和预测圃田间调查历

史数据,分析了本地稻飞虱的发生期、发生量及发生程度.结果发现,秀山县稻飞虱发生和

为害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白背飞虱与褐飞虱为害期不一致,高峰期均比较明显;二是稻

飞虱发生程度总体呈现偏轻的趋势;三是稻飞虱主害期呈现提早化趋势;四是全县不同生

态区域稻飞虱发生与为害差异明显,平丘稻区重于低山稻区,低山稻区重于高山稻区.进一

步阐述了秀山县稻飞虱发生与变化的根本原因,包括秀山县的特殊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水稻栽培管理与稻飞虱防治技术水平,最后提出稻飞虱按照世代分别预报、区域合作监测、

“压白控褐”的监测的防控策略,为稻飞虱的精准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关 键 词:稻飞虱;发生特点;原因分析;防控策

略;秀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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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CharacteristicsandCausesofRice
PlanthopperinXiushanCounty,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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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paper,thehistoricaldataoffieldsurveyofriceplanthopperinXiushanCounty,
Chongqingfrom2004to2021werecollected,andtheoccurrenceperiod,amountanddegreeof
localriceplanthopper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damageofriceplanthopperin
XiushanCountyshowednewcharacteristics.Firstly,theharmperiodofwhite-backedplanthop-
perandbrownplanthopperwasnotconsistent,andthepeakperiodsofbothwereobvious.Sec-
ondly,theoccurrencedegreeofriceplanthoppershowedaslighttrend.Thirdly,themain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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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periodofriceplanthoppershowedanearliertrend.Fourthly,theoccurrenceanddamageof
riceplanthopperindifferentecologicalregionsofthecountywereobviouslydifferent.Theoc-
currenceanddamageinplainhillyareawasheavierthanthatinlow mountainarea,andthe
damageinlowmountainareawasheavierthanthatinhighmountainarea.Thisstudyfurther
explainedthebasicreasonofoccurrenceandchangeofriceplanthopperinXiushanCounty,in-
cludingspecialgeographicallocation,climaticconditions,techniquesforricecultivationman-
agementandpreventionandcontrolofriceplanthopper.Finally,thepreventionandcontrol
strategiesofriceplanthopperwereputforwardaccordingtogenerationprediction,regionalco-
operationmonitoringand‘whitepressureandbrowncontrol’monitoringtoprovideabasisand
referencefortheprecisepreventionandcontrolofriceplanthopper.
Keywords:riceplanthopper;occurrencecharacteristics;causeanalysis;preventionandcontrol
strategies;XiushanCounty

  秀山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水稻是当地主要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

1.87万hm2.稻飞虱是当地水稻生产上的主要害虫之一,常年发生早、发生面广、为害较重[1].
历年监测数据表明,秀山县稻飞虱优势种群为白背飞虱、褐飞虱,占稻飞虱种群数量的

95%以上,稗飞虱、灰飞虱等其他种群,仅零星见虫,发生极轻[1].本文统计2004年新一代频

振式自动虫情测报灯投入使用以来,秀山县稻飞虱(白背飞虱、褐飞虱,下同)的历史数据,从

灯诱监测和田间调查历史数据中分析稻飞虱的发生期、发生量及发生程度,总结稻飞虱的发生

特点,结合原因分析,提出防控策略,为稻飞虱的精准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测报灯为佳多虫情测报灯(A2型),河南汤阴佳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1.2 成虫灯诱监测

2004年,秀山县新一代频振式自动虫情测报灯投入使用,安装地址为清溪场街道东林居委

会大坟堡组,处于秀山县水稻主产区(市级粮油高产示范区)核心区,方位为北纬28°24'44.07″,

东经108°53'37.80″,海拔353m,距离公路10m,距离住户500m左右,光源为200W白炽灯.
2004年以来一直规范运行(每天自动收集1次,人工数虫并记载).
1.3 预测圃田间调查

秀山县为一季中稻种植区,水稻常年4月上旬播种,5月下旬移栽(4月上旬直播),8月底

至9月上旬成熟.本研究分析2004年以来,秧田期调查始见期、虫量以及水稻本田期预测圃稻

飞虱历史数据.预测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本地水稻害虫监测必须设置的田块(安排

于调查核心区域,与测报灯相距1km左右,面积677m2 左右,非固定田块),水肥常规管理,

全程不防治病虫害.预测圃调查虫量能准确反映田间稻飞虱虫情变化动态.
按照稻飞虱测报调查方法,对预测圃稻飞虱进行田间调查,采取平行跳跃式取样,取20个

点,每个点调查1丛,全田共计调查20丛,分别观察、记录稻飞虱的种类、长翅型和短翅型成

虫数量、低龄和高龄若虫数量以及天敌数量,再分别折算百丛虫量进行统计分析.按照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2006年颁布的《稻飞虱测报调查方法》进行调查,按稻飞虱发生程度及分

级标准分为5级.
一级(轻发生):加权平均百丛虫量<250头;

二级(偏轻发生):加权平均百丛虫量[250,700)头;

76第4期      肖晓华,等:重庆市秀山县稻飞虱发生特点及原因分析



三级(中等发生):加权平均百丛虫量[700,1200)头;

四级(偏重发生):加权平均百丛虫量[1200,1600)头;

五级(大发生):加权平均百丛虫量≥1600头.

2 结果与分析

2.1 稻飞虱始见期及虫量

2.1.1 灯诱观测

秀山县白背飞虱常年(2004—2021年,下同)始见期为4月20日,最早始见期为4月11日

(2017年),最迟始见期为6月7日(2011年).常年始见期平均虫量为2.28头,始见期最高值为

11头(2009年).褐飞虱灯下常年始见期为4月28日,最早始见期为4月9日(2008年),最迟

为5月24日(2013年).常年始见期平均虫量为2.56头,始见期最高值为10头(2013年)(表1).

表1 秀山县稻飞虱始见期及虫量统计

年份

/年

白背飞虱

频振灯

始见期 虫量/头

秧田

始见期 虫量/头·m-2

褐飞虱

频振灯

始见期 虫量/头

秧田

始见期 虫量/头·m-2

2004 5月8日 3 4月23日 0.03 5月11日 1 4月30日 0.06
2005 4月8日 2 4月9日 0.10 5月1日 1 4月29日 0.04
2006 4月13日 1 4月9日 0.56 4月13日 1 4月15日 0.06
2007 4月13日 1 4月15日 0.07 4月13日 6 4月25日 0.07
2008 4月8日 2 4月10日 0.33 4月9日 7 5月15日 0.07
2009 5月10日 11 4月17日 0.03 5月15日 3 5月20日 0.02
2010 5月4日 2 4月25日 0.13 4月5日 2 5月10日 0.07
2011 6月7日 2 4月23日 0.05 4月11日 4 5月15日 0.03
2012 4月23日 3 4月19日 0.03 4月9日 1 - -
2013 4月15日 1 4月19日 0.03 5月24日 10 5月10日 0.06
2014 4月17日 4 4月21日 0.36 5月17日 1 - -
2015 4月21日 1 4月17日 0.10 4月6日 1 5月15日 0.20
2016 5月2日 2 4月19日 0.13 5月2日 1 5月5日 0.03
2017 4月11日 2 4月11日 0.13 5月31日 1 5月2日 0.03
2018 4月19日 1 4月22日 0.10 4月28日 1 4月20日 0.10
2019 4月18日 1 4月15日 0.20 4月25日 3 - -
2020 4月28日 1 4月22日 0.10 4月28日 1 5月5日 0.03
2021 4月24日 1 4月25日 0.23 5月3日 1 5月20日 0.10
平均 4月20日 2.28 4月18日 0.15 4月28日 2.56 5月5日 0.06

  注:“-”表示未见.

2.1.2 预测圃田间调查

秧田期调查发现,白背飞虱常年始见期为4月18日,最早始见期为4月9日(2005年),最迟始

见期为4月25日(2010年、2021年).常年始见期平均虫量为0.15头/m2,最高虫量为0.56头/m2

(2006年).褐飞虱常年始见期为5月5日,最早始见期为4月15日(2006年),部分年份(2012年、

2014年、2019年)整个秧田期调查未见褐飞虱.褐飞虱常年始见期平均虫量为0.06头/m2,最高虫量

为0.20头/m2(2015年)(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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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稻飞虱始盛期、高峰期及虫量

2.2.1 灯诱监测

灯诱监测表明,白背飞虱常年始盛期(2004-2021年,下同)为5月下旬,高峰期出现在7月11
日,高峰期灯下虫量平均为2525.2头(图1).历史资料中,白背飞虱灯诱绝对高峰日为2007年7月

11日,单日灯下虫量达44032头.7月下旬以后,虫量迅速下降,7月中旬至下旬出现2个次高峰.
近年来,白背飞虱灯诱虫量呈明显下降趋势,高峰期则提早.从近3年数据分析,始盛期为6月

上旬,高峰期为7月3日,峰日比常年提早8d.峰日灯下虫量平均为84.0头,是常年峰日虫量的0.03
倍.从近5年数据分析,始盛期为6月上旬,高峰期出现在6月23日,比常年提早18d.峰日虫量平

均为121.8头,是常年峰日虫量的0.05倍.从近10年数据分析,始盛期为5月中旬,高峰期出现在5
月17日,比常年提早49d.峰日虫量平均为681.4头,是常年峰日虫量的0.27倍.

图1 白背飞虱灯诱虫量趋势

灯诱监测表明,褐飞虱前期虫量低.褐飞虱始盛期为7月下旬,高峰期出现在8月24日,灯下

虫量平均为1784.6头(图2).历史资料中,灯诱监测绝对高峰日为2007年8月23日,单日灯下虫量

达18944头.8月下旬,灯下虫量保持较高水平.
近年来,与白背飞虱变化趋势一样,褐飞虱灯诱虫量也呈明显下降趋势,高峰期也提早.从近3

年数据分析,始盛期为8月中旬初,高峰期为8月17日,比常年提早7d.峰日虫量平均为114.3头,

是常年峰日平均虫量的0.06倍.从近5年数据分析,始盛期为8月中旬初,高峰期出现在8月17日,

比常年提早7d.峰日灯下虫量平均为72.4头,是常年峰日平均虫量的0.04倍.从近10年数据分析,

始盛期为8月中旬初,高峰期出现在8月17日,比常年提早7d.峰日灯下虫量平均为210.9头,是常

年峰日平均虫量的0.12倍.

图2 褐飞虱灯诱虫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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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预测圃田间调查

从水稻本田期预测圃调查结果看出,常年白背飞虱虫量5月下旬进入始盛期,7月5日达高峰

期,常年峰日百丛虫量平均为4733.1头(图3),7月下旬进入盛末期,8月以后虫量低.历史资料中,

白背飞虱田间调查绝对最高虫峰出现在2004年6月30日,百丛虫量为16230头.
近年来,预测圃田间调查数据表明,白背飞虱虫量偏轻,高峰期提早.从近3年数据分析,白背

飞虱田间虫量5月下旬进入始盛期,6月15日达高峰期,峰日比常年提早20d.峰日百丛虫量平均为

2055.0头,是常年峰日百丛虫量的0.43倍.7月下旬进入盛末期,8月以后百丛虫量低.
从近5年数据分析,白背飞虱田间百丛虫量5月下旬进入始盛期,6月30日达高峰期,峰日比

常年提早5d.峰日百丛虫量平均为3074.0头,是常年峰日百丛虫量的0.65倍.7月下旬进入盛末期,

8月以后虫量低.
从近10年数据分析,白背飞虱田间百丛虫量5月下旬进入始盛期,6月30日达高峰期,峰日比

常年提早5d.峰日百丛虫量平均为4138.5头,是常年峰日百丛虫量的0.87倍.7月下旬进入盛末期,

8月以后虫量低.

图3 预测圃白背飞虱虫量趋势

根据水稻本田期预测圃调查结果,常年褐飞虱虫量7月中旬进入始盛期,8月24日达高峰期,

常年峰日百丛虫量平均为2783.1头(图4),8月下旬保持较高虫量.历史资料中,褐飞虱田间调查绝

对最高值出现在2016年8月15日,百丛虫量为14850头.

图4 预测圃褐飞虱虫量趋势

从近年来数据分析表明,褐飞虱始盛期、高峰期趋势与常年基本一致,总体变化不大,后期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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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保持较高水平.

3 稻飞虱发生程度及特点

秀山县水稻生长前期,田间稻飞虱种群以白背飞虱为主,6月下旬至7月上旬是为害高峰期.水

稻生长后期,田间稻飞虱种群以褐飞虱为主,8月中下旬是为害高峰期.灯诱监测与田间调查结果表

明,白背飞虱与褐飞虱峰日虫量均较高,峰日明显.
近年来,秀山县白背飞虱主害期,从7月中旬提早到6月下旬至7月上旬,提早10d左右.褐飞

虱主害期从8月下旬提早到8月中旬,提早5~7d.总体上,稻飞虱主害期呈现提早化趋势.
从发生程度看,秀山县白背飞虱呈现年年重发态势,重发频率为100%.其中,大发生(5级)的

年份占83.3%(表3).不同的是,褐飞虱发生程度没有明显规律性变化,重发频率为77.8%,其中,大

发生(5级)的年份占38.9%,重发频率低于白背飞虱.
从全县不同生态区域稻飞虱发生及为害情况来看,由于秀山县海拔差异较大(200~1600m),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不同稻区稻飞虱发生及为害水平差异较大.总体上,平丘稻区重于低山稻区,低

山稻区重于高山稻区.从稻飞虱监测结果可以发现,稻飞虱重发区域多为300~500m平丘稻区,即

全县水稻主产区域.

表3 秀山县稻飞虱发生程度

年份/年 白背飞虱发生程度 褐飞虱发生程度

2004 5 3
2005 5 2
2006 5 4
2007 5 5
2008 5 4
2009 5 5
2010 5 4
2011 5 5
2012 5 5
2013 5 5
2014 5 4
2015 5 4
2016 5 5
2017 5 3
2018 5 5
2019 4 3
2020 4 4
2021 4 4

  注:稻飞虱发生程度以虫量最高的世代为准.发生程度4级以上为重发年份.

4 稻飞虱重发原因分析

4.1 地理位置因素

秀山县地处重庆市东南部、武陵山区腹地,西有大娄山、东有雪峰山,受广西—湖南西部走廊

形成的槽谷地形形成的“隘口效应”和“拔升效应”以及“西南低涡”的影响,造成稻飞虱迁入早、峰次

多、虫量较大[2].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秀山县稻飞虱重发年频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县域看,秀山县地形地貌复杂,海拔高差较大,全县地貌为平丘、浅丘、山地大致各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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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播种(移栽)期相差20d以上,导致秀山县稻飞虱发生与为害具有区域差别大的特点.总体上,平
丘重于山区,低海拔地区重于高海拔地区.
4.2 气候特点

秀山县属于典型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据常年气象资料表明,本地4月平均气温16.8℃,雨日

20.0d;5月平均气温21.1℃,雨日21.1d;6月平均气温24.4℃,雨日20.6d;7月平均气温27.4℃,

雨日18.2;8月平均气温26.9℃,雨日17.3d.受西南气流的影响,4~6月冷暖气流均较活跃,出现多

次连阴雨天气,5~7月上旬大范围降雨天气较多,有利于外来虫源的大量迁入.8月中下旬高温天

气,不利于防治,有利于褐飞虱繁殖为害.
4.3 栽培管理因素

秀山县水稻种植品种较多,据统计,市场上销售的水稻品种多达20种以上,但是没有明显的主

推品种,加之本地水稻栽培方式多样化,直播稻、两段秧、地膜秧等并存,为稻飞虱提供了良好的食

物条件.水稻品种的“多、杂、乱”和氮肥过量施用,造成水稻植株徒长、叶片嫩绿、水稻郁闭程度大、

田间湿度高,这样的田间小气候有利于稻飞虱成虫产卵、孵化和若虫存活.
4.4 防治技术水平

稻飞虱是秀山县水稻生产上的主要害虫之一,农民对稻飞虱防治重视程度高,基本上本地水稻

病虫害防治每次用药均要添加防治稻飞虱的药剂,加之近年来稻飞虱防治药剂更新换代较快,本地

稻飞虱防治技术水平较高.秀山县稻飞虱虽然年年重发,但很少出现稻飞虱大面积成灾的现象.

5 结论与讨论

稻飞虱监测历史资料表明,近年来,秀山县稻飞虱主害期较常年提早10d左右,在预报上要特

别注意主害代、主害期的预报.如,白背飞虱常年主害代为四(3)代,主害期7月中旬.近年来,主害

期提早到6月下旬至7月上旬,部分年份,三(2)代发生为害重于四(3)代,主害代从原四(3)代变为

三(2)代.建议不要笼统提稻飞虱主害代,按照世代分别预报更为准确.
稻飞虱属于典型迁飞性害虫,全国大范围区域协作十分重要.多年来,秀山县与广西、贵州、湖

南、云南等省(区)20多个市(县)均有情报交流,参考南方区域稻飞虱虫情动态,结合气候变化情况,

能进一步提高本地稻飞虱预测预报的准确率.
秀山县稻飞虱为害,前期以白背飞虱为主,后期以褐飞虱为主,前后发生均重,发生面广,为害

较重.防治上采取“压白控褐”策略,压前控后,尽量减轻后期防治压力.在用药上,由于稻飞虱发生

与为害世代重叠,高峰期虫量大,为害期持续时间较长,选用高效与长效的药剂就显得特别重要.多
年稻飞虱防治试验示范结果表明,白背飞虱抗药性较弱,药剂防治效果好.80%烯啶·吡蚜酮水分散

粒剂3000倍液、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1500倍液、2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800倍液、48%噻虫胺悬

浮剂2000倍液、20%呋虫胺悬浮剂2000倍液等药剂均可推荐使用.褐飞虱抗药性较强,药剂防治

效果明显低于白背飞虱.在重发年份,推荐使用30%吡丙·噻虫嗪悬浮剂1000倍液、80%氟啶·呋

虫胺悬浮剂2000倍液、80%氟啶·吡蚜酮水分散粒剂2000倍液、70%吡蚜·呋虫胺水分散粒剂

4000倍液等高效长效药剂进行防治,并在用药时间上适当提早3~5d,才能有效控制褐飞虱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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