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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植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玉米螟虫害，其会导致玉米的
大量减产。因此，做好玉米螟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要。而利用赤眼
蜂针对玉米螟进行防治可以收获良好的效果，应大力推广该种防
治方法的实际应用。

一、玉米螟发生情况
该省一年中玉米螟会发生两代，其中第二代的玉米螟会在

玉米的根茎位置越冬，第二年春天会变成蛹并羽化，经过繁殖对
玉米生长造成危害，一年中因为湿度和温度的不同，每个虫态的
历期也会存在一定差异。通常情况下，该省第一代玉米螟在六
月中旬危害最为严重，第二代玉米螟在八月初危害最为严重。对
于普通玉米，一年中受害率约是 30%，减产量在 10%左右；对
于甜玉米，其受到危害的情况比较严重，通常减产量可以达到
20% ～ 30%。若是危害较为严重，受害株率会达到 90%。

二、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的基本原理
赤眼蜂体型相对较小，身长在 0.4 ～ 1.2mm范围内，属于膜

翅目科，因为单眼的赤眼蜂与复眼的赤眼蜂均呈现为红色，所以
得名赤眼蜂。其会对玉米田间存在的玉米虫卵进行主动寻找，在
找到虫卵之后，赤眼蜂会利用自身的产卵管将卵壳刺破，然后把
自身的卵放置于玉米螟卵中，将玉米螟卵当作营养物质，经过各
阶段的成长，最终将卵壳咬破而出，寻找下一个目标再次寄生。
赤眼蜂在 25 ～ 28℃的环境中 12 天便可以繁殖一代。如此赤眼蜂
会在玉米田间反复繁殖，消灭处于胚胎阶段的玉米螟，形成良好
的防控效果。

三、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的实际应用
（一）放蜂时间
针对越冬的玉米螟，在其化蛹率达到 20%～ 30%的过程中，

向后推延 9 ～ 11 天，即在玉米螟百株落卵达到 1 ～ 1.5 块这一阶
段时，进行首次放蜂，相隔一周的时间之后进行第二次放蜂，一
共执行两次放蜂操作。该省的首次放蜂时间是 6 月 14 日～ 6 月
21 日，第二次是 6 月 21 日～ 6 月 28 日。

（二）放蜂数量和放蜂方法
一亩玉米田地中放蜂量约为两万头，分为两次执行，首次放

蜂量是 0.8 万头，相隔一周时间之后完成剩余数量地放蜂。实际
执行放蜂操作的过程中，需要把蜂卡撕成相应规定的块数，使用
一些细状物将其固定于玉米叶片的背部位置，一亩田地中需要释
放四个位置。然而在遇到阴雨天时，需要把蜂卡固定于玉米叶背
部位置中脉的地方，无须做卷处理，这是为了尽可能维持良好的
通风效果，防止蜂卡出现发霉变质的情况。

（三）赤眼蜂防治玉米螟中的相关注意事项
1．做好虫情测报工作。需要确保放蜂时间的精准性，所以

应认真调查越冬玉米螟变化成蛹并发生羽化的具体时间。在实际
化蛹率为 20%时便需要对蜂卡进行加温处理，向后推延 9 ～ 11 天
的时间执行放蜂操作，如此能够明显提高赤眼蜂和玉米螟蛹的相
遇概率，加强实际防治成效。

2．大范围内连年放蜂。乡村之间需要采用联合防治的策略，
确保可以集中且大范围内释放赤眼蜂。范围越为宽广，能够收获越
为良好的效果；释放赤眼蜂的年头愈多，效果也会越为明显。

3．保证放蜂的及时性，均匀布设放蜂点位。通常情况下，
赤眼蜂的释放需要在出蜂之前 1 ～ 2 天执行，如此可以有效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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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天气对放蜂造成的不良影响。发放蜂卡之后，务必要在一天
之中将其放置于玉米田间。若是遭遇雨天，可以延期释放赤眼
蜂，但对于蜂卡，需要放置于黑暗且阴凉的环境中进行保存处
理，待天气放晴之后立刻放置蜂卡。严加避免把蜂卡再次放置于
冰箱或是冷柜中实施保存，这是为了防止赤眼蜂发生死亡的情况。

4．采用正确地放蜂方法。实际释放赤眼蜂之前，针对大片
蜂卡，需要将其撕成 50 ～ 60 粒的小块，并将其固定在玉米叶片
背部位置，卵粒朝向外侧，固定牢固便可，释放赤眼蜂的过程中
应保持点位布设的均匀性。值得关注的是，放蜂过程中不允许使
用叶片卷放蜂卡，也不可以放置于叶心中或是夹于叶鞘位置，这
是为了防止蜂卡出现发霉变质的现象，给实际防治效果造成不良
影响。另外，蜂卡应严加禁止放置于阳光之下。

四、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成果分析
（一）玉米螟卵寄生效果
在利用赤眼蜂针对玉米田地中玉米螟进行防治之后，经过对

固定点位和多个点位实施调查分析发现。对于卵粒，其平均寄生
率是 80.2% ；对于卵块，其平均寄生率是 92.5%。

（二）玉米螟防治效果
通过对多个点位的调查分析发现，针对折秆，平均防治效果

是 86.3%，针对受害株，平均防治效果是 82.1%。
（三）玉米收获时期防治效果
针对玉米收获时期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利用赤眼蜂防治玉

米螟对于折秆的实际防治效果要优于残虫量的实际防治效果，而
残虫量的实际防治效果又优于受害株率的实际防治效果。

五、效益分析
利用赤眼蜂对玉米田间玉米螟进行防治，成本投入相对较

少，并能够获取十分良好的防治效果。经过多年实践，增加了经
济收益，并获取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利用该种方式针对玉米螟进
行防治，不会产生残留，并对玉米螟的天敌起到了保护作用，同
时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保证人们和动物的安全，且节省了大量
人力和物力。经过实践总结分析，一亩玉米田地的成本投入只有
2.5 元，而传统玉米螟防治中采用的果粒剂防治方法一亩田地需
要投入 4.5 元的成本。利用赤眼蜂对玉米螟进行防治，在灾害较
为严重的年份，一亩田地至少能够减少70元的经济损失，而普通
的年份也能够减少40 ～ 50元的经济损失，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另
外，该种防治方式属于生物防治策略，不但可以确保农产品的无公
害，同时可以维持良好的生态平衡，是一种极为良好的防治方法。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运用赤眼蜂对玉米螟进行防治可以收获十分良

好的防治效果。因此，实际种植玉米的过程中，需要加大此种防
治方法的应用，并把控好释放赤眼蜂的实际数量以及具体释放时
间，如此方可确保良好的防治效果，促进玉米的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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