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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水稻作物种植业已发
展成为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持续健康发展
也直接促进了农业整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有一类常见
害虫，使得我国水稻的年产量损失严重，它就是水稻螟虫。近些
年，由于我国粮食种植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以及水稻品种抗性降
低，加上冬季气候异常影响因素等的影响，使得水稻螟虫传播病
害的概率大幅度增高，水稻产量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四川省等西
南部省市，受灾极为严重。为切实确保水稻等农作物产量稳中有
增，提前遏制虫害的暴发流行，提高水稻病害防治技术十分重要。

一、水稻螟虫概述
（一）水稻螟虫分类与特征
稻螟虫，昆虫纲鳞翅目，又称水稻钻心虫。虽然它在北方

的疾病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是由于其危害十分严重而一直备受关
注。水稻螟虫大致分为四类，大螟、二化螟、三化螟以及稻纵卷
叶螟。大螟、二化螟还有稻纵卷叶螟除了水稻田，也经常出没于
玉米、小麦地等其他农作物种植地；而三化螟则为单食性害虫，
专吃水稻。

（二）分布集聚地
水稻螟虫在我国各稻区均有分布，其中主要以长江流域以

南稻区危害为重，又以二化螟分布范围最广。水稻螟虫的生命力
强，耐干旱、潮湿和低温环境，食性非常杂，其中以危害水稻最
重。

（三）危害症状
虫害通常发生在稻米分宗时，首先害虫蛀食叶鞘，随着疾病

的加剧，害虫开始咬断心叶，从而导致枯鞘和枯苗的发生。如果
水稻受孕穗期、抽穗时有损害，则其危险更大，会产生死穗或自
穗。水稻螟虫主要是通过腐蚀侵入不同种类的水稻叶组织内，取
食形成蚜虫危害，随着不同种类的水稻害虫生长期不同，危害部
位症状也不相同。

二、水稻螟虫与病害发生的气象条件
二化螟以幼虫的形式在当地的稻桩、稻草等杂草中繁殖，次

年温度到 11℃时幼虫就开始化茧成蛹，交配后的幼虫在 1d小时
内开始产卵，雌蛾通常喜欢在稻田里繁茂、粗壮的稻草中交配产
卵，幼虫抵抗冬季寒冷的能力较强，对夏天高温的抵抗性相对较
差，当温度超过 35℃时，幼虫就会发育不良。

螟虫的繁殖与地形有密切关系。以四川省甘洛为例。甘洛
县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2° 27′ 38″～ 103° 01′ 45″，北纬
28° 38′ 24″～ 29° 18′ 32″。其地质构造复杂，受横断山脉
影响地势横纵交错，其境内重峦起伏、沟壑纵横，山脉与江河落
差巨大。东部与乐山交接为绵延数十里的马鞍山脉，而甘洛县最
高峰—马鞍山，海拔 4288m。该地区四季分明，冬春干旱，夏秋
多雨，光照充足，降雨集中，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6.2℃。而
三化螟虫一般在 16℃左右就开始化蛹繁殖，二化螟更是在 11℃以
上就开始化蛹。加之气温的上升迅速，温湿度等条件利于桑螟虫
爆发。

螟虫的繁衍发展与气温也有很大关系。如冬季气温过低，螟
虫及其他害虫均难以进行繁殖，死亡率就会上升，虫源基数随之
降低。反之，随着近两年北方的暖冬气候出现，则有利于螟虫越
冬，其繁殖能力增强，繁殖代数也随之增多。并且，气温的高低
不仅影响着害虫繁殖能力，其发生范围也随之改变。在黑龙江省
每年只会发生 1 代。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川﹑贵州每年
至少发生 2 ～ 4 代，中国最南的海南岛每年大约发生 5 代。

降水量的多少与水稻螟虫繁殖也有很大关系。降雨量多时，
土壤含水量增多、禾头腐烂，水稻螟虫因浸泡水中时间过长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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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死亡。因此暴雨也有利于水稻螟虫的控制，同时还能促进农作
物生长，其良好的补偿作用可减轻受害。

水稻螟虫的发生与田间小气候有关系，在麦套玉米田中，
沟、路、渠边的环境较为通风干燥的地方，水稻螟虫的发生量较
大，麦垄内较为郁蔽潮湿，发生量就小。杂草是水稻螟虫的中间
寄主，杂草多的田块，或靠近地边杂草的稻田，虫量大，受害重。

三、水稻螟虫病害防治难点与防治技术
（一）防治难点
1．小虫体，隐蔽性较强。日常农作时很难发现。当发现作

物枯心等不正常时，就已经造成危害。而且由于幼虫食用水稻组
织的内部，常规药物很难得到较好的防治。

2．成虫的飞行能力强，具有转移危害的功能。在田间进行
药剂防制时，可同时段大面积防控，有效减少危害的发生。

3．螟虫数量多、基因强大。并且长期喷洒药物，螟虫已具
有一定抗药性。只能通过物理防控等其他技术进行防治突破。

（二）防治技术
1．要在抗病、高产、优质中找到结合点，把抗病性作为主

要指标来选择水稻品种。并且要做到及时排水晒田，增施磷钾肥
及微量元素，提高植株抗逆能力。

2．待水稻栽插后采取稻鸭、稻鱼、稻虾、稻蛙共育、种植
诱集植物香根草等生态调控。

3．采取物理防治方法，即利用光线、高温或障碍等手法，
达到杀灭或阻止害虫的目标。生产上采用较成熟的物理防治法是
以灯光诱杀成虫，害虫发出的黑光和须振杀虫灯具有很强的光趋
势，在成虫盛发时可杀死大量的成虫，从而减少了成虫产卵量，
起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4．从栽培体系上，改单、双季水稻合分种并为大面积的双
季稻或单季稻，尽可能地消除对害虫生存有利的"过渡田"。同
时，合理配置早中晚熟的水稻，同时合理地插种秧苗，使害虫的
盛发期和水稻的孕穗时间尽量错开。

5．螟虫的化蛹期一般在春耕生产季节。因此在季节方面，
对稻田进行“冬翻”降低越冬害虫基数。冬春季节尽量铲除田边
杂草，消灭躲在杂草丛中的幼虫，减少害虫的基数。还要再虫卵
盛孵的时期再一次进行杂草处理。

6．及时用药。二化螟于防治适期内对亩卵量达 100 块或枯
鞘团达 80 个以上的田块用药防治一次。虫情重发地区、有多个发
蛾高峰的地区视虫情再及时开展补治。单季稻秧田可以人工摘除
卵块带出田外处理。积极倡导应用二化螟性诱剂诱杀控螟，大螟
结合二化螟防治开展兼治。

四、结束语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农业改革的需要，对水稻田等农作物产

地的运行进行监控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气候、技术、播种
情况的具体情况，需要加强新技术应用，提高种植人员素质，更
新稻田管理监察工作方法，完善各项制度，不断提高农产品种植
质量，确保农作物和谐健康发展，为水稻种植及农业持续稳定发
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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