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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水稻箱飞虱洞查报告
张克斌等

.

西含农学院拍保系

一
、

概况

一九五八年陕西省水稻带有普派而校为严重的发生稻飞虱为害
,

担失枝大
,

甚

至还造成一些地区水稻在大跃进的情况下减产现象
。

在陕西省一九五八年农业技术调查团领导下的植物保护工作粗
,

八至九月份分

别在汉中
、

商雄
、

延安等三个惠区进行稠查
,

而汉中分团植保粗
,

还惠阴派了工作

粗
,

对稻飞虱进行了韵雨个月的比较群釉的系挑稠查
,

并初步总桔出一些发生发展规
户
律

。

此外
,

作者等还在关中水稠产区也进行片断刹查动筒
。

这份报告是么汉中地区

查料为基础
,

并粽合其它地区的调查查料初步整理出来的
。

一方面供有 关 部 阴 叁

考 ; 另一方面
,

为今后在陕西研究此虫时提供腺索
。

稻飞虱各地农民称呼不一
。

西 乡县农民称稻飞虱
、

为
“
蟆蟆虫

” 、 “杠嗽
” 、

“撅

缪 虫
” ; 城固

、

兴平县农民称它 为
“
蚁虫

” 、 “杠蚁
” 。

把它俏所造成 的 害 状 称 为

户
一 “火旋 ” (西 乡)

“火风”
(城固)

。

总之
,

是因为虫体小而数量多
,

并因所造成

.

水稻枯黄害状
,

农民冠之不同名称
。

稻飞虱在陕西省是历史性的害虫
。

据城固县农民淡 : 在清朝年简就 有 此 虫 为

害
。

商豁事区韶 载曾在一九三六年严重发生过此类害虫
,

一九五五年至五七年相撇在

局部地区造成摄失 ; 西 乡
、

城 固雨县在一九五五年曾在一些地区严重发生
。

例 如西

乡县左展乡在这一年被害严重的有28 亩水稻
,

全部枯死 ;城固县的城关区地场村社
,

在这年种植的40 亩水稻
,

有 32 亩被害如火境
。

由此可晃
,

稻飞虱在陕西省几乎 侮年

都发生为害
,

只是轻孟程度不同
。

一般年份是个别地区或个别田块受害
,

但如遇适

宜的环境因子
,

就 会迅速
、

大量繁殖起来
,

造成毁灭性的虫炎
。

往年员然发生并且造成 局部为害
,

但浪有今年这样普遍而枝严重 ; 从散南到陕
.

北
,

儿乎返及听有稻区
。

故南县曾因此虫为害造成颗粒无收而绷耕水稻就有一三O

吮口多亩 ; 商雄惠区严重发生地方估针今年要减收四到五成 ; 汉中尊区严重发生地方

一般耍减收一至三成 ; 仅西乡县板桥湾乡种植一万多亩稻田
,

就有三千多亩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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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据滴查要掐失稻谷十万斤以上
。

陕北要捐失一至二成 ; 关中也在二至三成
。

当此虫大发生时
,

各极党政镇导十分重砚
,

大力发动群众进行捕灭
,

有不少地

方收到杖好的效果
,

从而保征了水稻的丰产
。

但由于事先对害虫没有很 好 进 行 测

报
,

准备较差
,

当今年气候和其它环境条件适合此虫的大发生时
,

感到措手不及 ; 一

般防治枝迟
,

有些地方防治也不彻底
,

并且又由于喳葵技术和羹量配合不好
,

而发

生严重的桨害
。

因此
,

稻飞虱就成为陕西省 一九五八年水稻最 严重的害虫朋题
,

在

一九五九年必须予只彻底消灭
,

以保征水稻产量更大跃进
。

二
、

种类
、

寄主
、

分布及为容情况

1
。

稻飞虱种类及分布 : 据作者刹查
,

在陕西省所发生稻飞虱
,

初步锰定为四种
,

但分布最广 为害最严重的是稻 白背飞虱
,

其次是褐飞虱
。

在汉中和关 中四种告有
,

在商雄兑雨种
,

陕北仅冕白背稻飞虱一种
。

兹将稻飞虱种类
、

分布情况列表述之
。

表一 稻 飞 虱 种 类
、

分 怖 凋 杳 表

}
, 名 ,

釉 白 背 飞

和 福 飞 易

箱 白 条 飞 易

租 花 飞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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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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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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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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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巾

汉巾
.

关中

汉巾
、

关中

此外还应提到的是
,

在汉中惠区西 乡县加害水稻的同时还有叶跳螺 (浮尘子) 也

走不可忽砚的
,

尤其是白翅叶螺
,

不渝从为害程度和数量 上看
,

仅次于 稻 白 背 飞

虱
。

从以下表中可以看出这个周题
。

表二 稻飞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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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情况和捐失估爵
:
据我们调查

,

一般看来陕南比关中严重
,

关 中 比 陕

北严重
。

其中尤以商雄尊区的雄南县
、

汉中感区的西乡县
、

黎坪县
、

关
; 1才豁比 县

、

}失

北甘泉县发生比较严重
。

特别是西 乡县的板桥湾乡
、

城固县的沙河营
、

旅 汀县的扮

村乡
、

甘泉县的臭河子
、

宝鹅市
、

赘压的高庙 乡
、

原武功渭河边造成的炎害更大
。

如雄南县景村 乡种植的300 多亩水稻
,

因稻飞虱为害全部枯死
,

古城种植的1 3 00 多亩

水稻
,

除极个别 田受害较轻外
,

其余栖大部分全部枯死无收
,

不得不在后米全部稀

卑于田中
。

从下表中足以看出损失的严重情况
。

表三 稻乙虱
、

叶跳邺为害及损失估尉表
。

引: 队 } 总面积(亩〕 发生面积 (亩 ) { 担失率% }似失估砂(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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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发生时期及 为害特点 : 稻飞虱在稻田中发生是比鼓早的
。

据西 乡一些观察仔

粕的农民淡
,

在稻子刚插到 田里
,

就看晃有
“
墉虫” 在叶子上跳

。

所以
,

我 们 估

叶
,

至少在五月中旬稻飞虱就由越冬寄主迁往稻田中
,

并开始繁殖和为害水稻
。

而

发生盛期是在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
。

西 乡县板 桥湾乡水东社主任淡
,

他仍在
一

七月十

二
、

十三日在田里估产时
,

还未看到 “火旋
” 、

但到七月十六 日田里就大t 出现 了

“火旋
”
在关中也是同样情况

,

据武功次校纽景夏同志观察
,

整屋县高家庙 乡在七

月分 日就大量造成稻株枯黄砚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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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稻飞虱的为害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

在一般受害的稻田里
,

都有豁多中心受

害点
,

由中心点逐渐向外扩张蔓延
。

这也是稻飞虱为害水稻的一个重要特点
。

由于

中心点首先被害
,

使披害植株早期停止生长
,

发黄变杠 ; 因此
,

中心点植株显然比

周围其它植株低矮
。

这样
,

就形成一个旋涡的害状
,

所以农民称为 “火旋 ” 或
”
火

龙坑
” ,

而把这种植株称为
“
坐免

” 。

如果发生不十分严重时
,

就能很清楚的看出

青一块黄一块的 “火龙坑
” 。

但受害过于严二

图一 中心受害点模式剖面

时
,

这种现象就被打破
,

在几天之内使所 育的

“
火龙坑

”
速在一起

,

全田枯黄
。

此虫在发生

初期
,

多聚集在离水面3寸左右的水稻植 株
.

上

为害
,

特别是在 若虫阶段
,

更为突出
。

在水稻

孕穗后
,

就逐浙往上移动至穗部及叶片土
。

叶片

及叶鞘被害
,

初为黄白色不规则的长条斑
,

后来

边椽逐渐变杠揭色
,

因此与稻瘟病的初期 布伏

很相似
,

有些同志误歌为稻凛病
,

其实是稻飞

虱为害所教
。

如果虫 口密度过大
,

全部叶片都成为黄褐色至扛褐色
,

也即是农民冠

以 “火
” 字的来源

。

稻 飞虱尤其是它的若虫
,

迁

移性很小
,

因此就群集在一株或一高高水稻上

吸食其汁液
。

加以又产卵在叶精及叶片的主脉

中
,

使其粗积严重受伤而破坏
。

这样一来
,

大

大的影响水稻植株的生长
,

诚低植株的抵抗能

力
,

因而又引起土壤腐生菌的寄生
,

使其根部

变黑而腐烂
,

农民称之为 “烂根
” 。

并且
,

还

,

尸
户产!由于此类虫为害后

,

分泌 出的沾液
,

复盖在植株

的表面
,

成为天然的培养基
,

又促进腐生徽菌

的寄生
,

农民称之为
“
发霉

” 。

图二 水稻被害
—

“

火旋”

由于此虫为害的特点
,

使水稻植株各个部分都受害
,

不仅叶片和植株都枯黄
,

而

且茎稗也长得很矮小
,

一般受害植株比健康植株矮46 % ; 又由于养分大 t 的消耗
,

有的速谷德都抽不出来
,

最严重的
,

抽德举仅达到4
。

64 % ; 就是抽了穗也很短小
,

一般被容范比健康穗短45 % ; 而且批拉多
,

平均达16
。

68 % ; 同时抽出的穗子 往 住

县现黑褐色
,

平均黑穗率达42%
,

最高的竟达90 %以上
。

从下表中充分看出对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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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的影响 :

表四 稻飞虱为害稻株握济情况拥查 (地点 : 城固县道院乡)

翻 查

田块教
总株数 lll 一一I

、、

陋陋艳率%%% 稼长
, n 、、
黑稼率%%% 籽率%一}

。 。

千粒重克⋯
品

变目翻项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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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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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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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人0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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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口

.

.

一.1.、
一..

!
‘...

8

O甘6通
盛.

健 株

猫害株

城低率%

小誉谷

小香谷

万 ! 忍5 0

“

}
””

4
。

寄主范围初步观察 : 稻飞虱在陕西省的寄主除水稻外
,

主要是禾本科作物及

其杂草
。

初步观察有下列种类 :

玉米z e a m a vs L

高粱so r g h u m v u lg a r e p e r s

粟S e ta r ia it : li c a

糜子P a n ie u m m ili。C e u m L

稗E e hin o hlo a e ru s g a lli B e a u ,

莎草CyPe r u s r 。tu n d u 。 L

盏草A r th r a x o n 。ilia r i, B e a u v V : r

芦草p h r a g m it e s e o rn m u n is T r in

荆三秘 CyP e r u s ir ia L

白茅L m Pe r a t a eylin d r ie a B 。 a u v

属唐D ig it a r i a s a n g u in a lis CL
.

Ps e o p

韧毛画眉草E r a g r o s ‘15 Pilo s a
(L

.

) B e a u ,
·

其中以稗子受害最严重
,

是它们产卵最集中的寄主
,

在西 今调查时
,

几乎所有的稗

子
_

L都产下了卵
。

此外
,

还在棉田
、

大蔬
、

蔬菜地里发现也有此虫分布
。

特别值得

提出来的是陕北甘泉县的水稻飞虱来源简题
。

这儿今年才开始 种植水稻
,

也仍然发

生稻飞虱的为害
。

以往为害大就
、

糜子
,

当水稻 种植后
,

获得了更好的营养条件
,

加之气候适合
,

从而大量繁殖起来加害水稻
,

因此不仅税明稻 飞虱的寄主广泛
,

除

加害水稻外
,

还可以加害其它作物如糜子 ; 同时也貌明稻 飞虱的确是陕 西省历史性

的虫害
。

三
、

阴查方法及其为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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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方法挽明 : 由于稻飞虱的为害特点
,

很难用 一种方法表示
。

因此
,

我竹

采用粽合性的表示法 ; 根据不同情况用不同调查方法来表示为害程度
。

(1) 抽穗举的高低
:
对角五点取样

,

每点数10 丛稻子
,

以有效分典数除 以 抽

穗数
,

这在一般被害 田男不能表示
,

但在严重被害田里足以挽明
。

(2 ) 叶片被害率及严重度 : 五点取样
,

每点5 0个叶片
,

按被害斑点所 占 叶面

积
,

分成五极 : 0极 (未被害)
,

工极 (轻微受害
。

占叶面5% 以下)
,

亚 极 (校

重
,

占叶面叶面积6 ~ 30 % )
,

l 极 (严重
,

占叶面积31 ~ 5 0% ) W 极 (最严重
,

占

叶面积50% 以上被害
,

或叶片枯黄死)
,

从而舒算其叶片被害率及严重度
。

(3 ) 虫 口密度
: 以一尺口径捕虫糊来同扫5、10 拥

,

针算其每胡平均虫数 ; 或

数其每株虫数
。

(4 ) 摘下谷穗晒干求其 千粒重
,

社仔举及揖失李大小
。

(5) 植株高度
,

穗的长短大小及黑穗举的大小
。

2
。

严重为害与其它因素关系
:
稻飞虱虽然普遍发生

,

但有的田受害轻
,

有的HlJ 特

别重严
,

通过稠查发现下列关系
,

是严重被害的原因所在
。

(1) 插秧期 : 从大量调查材料中
,

很明显的魏明一般插秧迟的田受害 严 重
,

反之 lllJ 轻
。

今年凡是被稻 飞虱为害严重的
,

都是插秧比较迟的田
,

早插的田虽然也有

虫 口
,

但受害非常轻徽
,

至多也是在腊熟期叶片早期变黄
。

正如老 农羡的 : “迟谷

子瞎得利害
,

有些
“
火旋

”
得不能过镶

” 。

具体群见下二表
。

表五 稻飞虱为害与插秧期关系 (一 )

(粽合城固
、

西乡材料)

心卜
一

巡习
叶 片 , _

竺 。 ‘
{

严 , 。
}. 妙

估
‘

一~ 命
、

块 ~ }二二石二万
一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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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一二月二二兀二下百一二万二万几万下二一 }一

。 , {

~
, ; 备 注

口. 书民月门 、、 门笼 {. . 月 之盛们区 习砚 向 { 润吸 g‘ !
月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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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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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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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
’

. ‘. .

一
安黔卡母带参韶孵选赶

·

关黯摇召器十豁哥粽米粉一
六 ”

’

” {
4

.

卜‘ 卜
oo 二

}
.

份
二 _ .

卜
.

些 压叫 ~ 卜尹 沁枷 土
_ _ _

_

七月上,
】
‘

!
25 。 } l一

‘
一

}
“‘

·
,

_

1
‘
·
“。‘

: }
,

·

, 。,

}
”‘

·

3 , 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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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一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表六 : 稻飞虱为害与捅秧期关系 (二)

他号 } 品种 ! 擂侠期 !生 创抽稼率、嗯性声!严. 度 1穗长
,

m1 二植率%
’
租拉率、,千拉, 克

,
备胜

1 1 召. 尾‘ l’
. ! 1 . 1 , !

O�d几民J口一
.

⋯
内O口口2,in‘2‘勺2

!.1
.,....... .......J.‘.......... .............、

1
....‘.............. .

9 9
。

6 4
。

4 1

5 0 1 8

15 。

8 6

1 7
一

5 1

⋯
!期
、.、
。

期
7 小香谷

育阶

黄熟

娜舫料舫姗
!!借
.1

1一乳
.

|耐
:

,,1钊胧
"�阵l||冷!阵es

es

|
es

4 } 夕

16/ 又

邓/ 又

3 〕/ 又

5 /孤

24 /又

28 / vI

3 /皿

2/ 双 灌浆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
在五 月插秧的

,

受害极为轻微
,

在六月插秧的 一 般 受 害

重
,

特别是六月下旬插秧的受害非常严重而明显
,

不仅植株生长矮小
,

叶片受害严

重
,

穗子很短
,

而且抽穗举大大减少
,

祝粒加多
,

千粒重也减轻1、5 克
。

但是在七

月上旬插的秧
,

受害反而有所减轻的趋势
。

这种情况的产生
,

一方面是因为抓殃旱

的 (五月)
,

在稻飞虱发生盛期
,

(7月至8月士旬)
,

它已轻抽了 穗
,

营 养 条 件

变劣
,

不利于稻飞虱的繁殖为害 ; 另一方面插秧迟的 (六 月中旬后 ) 在这时正是生

长旺盛
,

养分最丰富的时侯 (园稗孕穗期)
,

这拾稻飞虱创造夏好的营养条件
。

同

时
,

这时正是温度最高 (2 5
“

c 以上)
,

湿度较大的时候 (80 %以 卜)
,

正是适于稻 飞

虱为害和繁殖的夏好环境条件
,

加之前期气候环境较好
,

使稻飞虱有足殉的大 发生

繁殖的虫口
,

由于早插 田营养条件的变化
,

故此引起此虫大量向晚插田迁移
,

于是

就形成了晚插田虫 口 多过分集中
,

而造成 严重为害
。

如商县秦岭 口 乡
,

奏 华 社 玛

队
,

种植五亩多水稻
,

因密植后缺秧
,

桔果有的 田 块 比 一般 (5 月) 迟插 了15 天

、2 0天
,

在调查期简 (8月) 先播的已轻抽穗
,

生长夏好
,

稻飞虱为害很轻
,

平 均

侮个叶片 上只有虫3 ~ 1 0个
,

而后插的lllJ 受害非常严重
,

成片的枯死
,

一个叶 片 上

就有虫6 0 ~ 7 0个
,

多的达10 0个以上
。

很显然这样大的虫 口密度
,

群集为害造 成 的

揖失是可以想象而知的
。

特别是今年插秧期一般拖的时简较长
,

(在西乡
、

城固前

后近雨个月插秧期) 因而
,

使稻飞虱可以一个接着一个获得夏好的营养 条件
,

从而

又捉使它的发生和发展
,

今年一般稻田受畜严重也是这个道理
。

但栽得垠迟的
,

在

论飞虱发生盛期
,

才返青过来
,

开始分魏
,

生长也不旺盛
,

营养条件不夏
,

而后期

留养变好的
,

气候条件又不适宜它的繁殖 ; 加之进行过防治
,

虫 口密度大为下降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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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受害程度就 轻
。

从下面图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上面所视的这几种情况
。

表七 稻飞双汗 , 与水相生商队版反气候关傲

j!
弓

’

鑫
户

生

..... .........自........ ..... ...... ...... ..-.
..口.--
......... .....口.... .-

... .
-.

.�...-月.

人

附彻脚

降雨, ‘执 m )

吸 丰忘 中 下 上石
了月

, If , ,

附 i主
一篇瀚弃份牢-

扮换

2
.

笼成期 主又中士式脸
_

姑资料
,

.

气候武功气欣石6

( 2 ) 地势 : 从地势来看
,

不渝陕南陕北
,

山区平川都造成为害
,

但一般看来
,

山区稻田受害轻些 (也只适用于同一地区 )
。

但是值得提出来的是 : 由地势所造成

的小气候与为害程度有极密切的关系
。

农民所指的 “冷水田
”
或 “烂泥田

” ,

都是

由于地势低 洼所造成的特殊的通风透光不夏
,

轻常保持潮湿而有利于这类害宜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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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

而往往产生为害程度的差别
。

我们在城固县看到
,

凡是做吃时水康 的川几 乎

1 00% 的被害 (一方面插的迟
,

另一方面地势低窿)
,

如沙河营有一块25 亩的水康 田
,

周围坎高五尺
,

这里全部发生了
“
火旋

” ,

捐失在so % 以上
。

令人惊奇的 是 西 乡 县

肯家湾社
,

有雨块相磷的田
,

种的是同一品种
,

而且插秧期也相同
,

其它 作务
二

圣件

也一致
,

但截然表现雨种不同情况
,

一块很好
,

看不出受害的痕跳
,

但邢一决 “
冷

水田
”
抽穗不超过50 %

,

在西 乡东渡社也看到这种情况
,

尤其在城固上道院 乡袁新

社的雨块稻田
,

更加明显和突出
。

从下面三个不同类型受害的表中进一步看出这种

差别
。

表八 : 稻飞虱为害与地势关系 (西乡板桥附乡 ) (姐度受害)

别 数

班 一 命 }贫害率

,‘

⋯
“‘

·

9

11 } 9 0
·

8

严重度 虫 日 数 (优)

毅一|
总叶片

害 叶

1 1 亚

低洼水田

一般水田

黄谷子

黄谷子

2 3 / V

23 / V

111 444 4 222 5 666 4 444 9 444

222 555 1 1666 8000 888 1 111

9任
.

9 4 2
。

7 6 8 0
.

0 1

品 种

表九 :

;舀 抉 期

稻飞虱为害与地势关系 (城固上道院)(严重受害 )

地 势
}
抽, , %

}
黑‘, 、

{
, 口密度 ⋯

4591盯

户

小 香 谷

五 爪 龙

五 爪 龙

2 3 / 江

2 8 / VI

3 0 / 杠

平姆 (路旁)

低 洼

平 坦

1 7
。

13

6
。

6 4

1 0
。

7 3

34
.

2 /网

72
.

8/ 网

15
.

7 /网

地 号 } 品

表
一

长

种 !前
稻飞虱为害与地势关系(上道院袁新社)( 受害中等)

作 {土 宜
。

地 势 {插 侠 期 }抽穗率肠 ! 批粒率另 扭失率公

五 爪 龙

五 爪 龙

小 麦

小 麦

鹅粪力。黄捉) 低 擂 1刀杠

14 / yI

7 5
.
5

同 上 ! 高 澡 8 5
。

4 5

2 6
。

6

9
。

8

44
。

5

22
。

9

卜4
.

(3 ) 品种 : 品种简成熟迟早与稻飞虱为害有一定关系
,

一般没有十分明显的

差别
,

生长期长的品种受害重
,

如汉中西 乡地区的黄酒谷 (糯稻) 白迟 (种稻) 都

是成熟比较晚的品种
,

因此
,

在今年受害严重
,

西乡肯家湾有一块劳酒谷
,

平均每

株有虫27
。

9个
,

最高的每株 115 个每个叶片平均有虫32
。

2个
,

最高的达78 个虫
,

穗子

_

七平均每穗有虫2 0
.

9个
,

最高的6 4个虫
。

商县秦岭 口 乡种植的晚熟品种小金瓜稻与

高杆稻是同时插的秧
,

而前者受害严重
,

平均每片叶子有虫21 个
,

最多的达 70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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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期短成熟早的品种
,

受害要轻些
,

如西乡的齐黄粘
,

胜利种
。

但这不是艳对的
,

如果早熟品种插秧过迟
,

也同样受害
,

例如西 乡板桥湾 乡
,

早熟品种齐黄粕
,

在五月

中旬插的秧
,

叶片被害率为84 %
,

严重度为1
.

056
,

而在六月上旬插的秧 叶片被害

奉为8 8
.

2%
,

严重度为1
.

26
,

在六月中旬插的秧100 %叶片被害
。

严重度为3
.

43
。

所以

品种简差别是因为生长期的不同
,

营养条件的变化
,

并未看出品种本身的抗虫性
,

而

是逃过关的
。

(4 ) 肥料 : 肥料与稻飞虱的为害有密切的关系
。

主要是肥料种类的配合及施

肥盘朋题
,

例如我仍在西乡肯家湾社第二队雨块相磷的田
,

是同时插的秧 (六月十

一日) 其它条件 (品种
、

地势
、

土霄) 都相同
。

’

只是一块速镇施了5 0斤尿素
,

桔果

这块 田全田枯黄
“
坐兜

”
抽穗率只有10

,

6 9%
,

而另一块剧看不冤
“
火旋

”
的痕胁

。

特别是我仍在城固县上道院 乡繁荣社
,

调查看到的雨块卫星田
,

由于施肥不当
,

不

但引起严重的 “火旋
” ,

而且还引起其他病虫害丛生
,

形成严重的械产现象
,

群晃

下表 :

表十一 : 稻飞虱为害与肥料关系 (城固 )

地 号 }抽袂期 { 底 肥 1 沮 肥 }““碑“桃粒率佑
螟虫为 小萦核为
{头率 汤 {六率汤

镜失率荡

1 1 3 0 / V
斤硫

oo 尿水 1 8 8 5 0斤
2 } 3 1/ V 酸粗5O 斤 严 盆

i00

7 3
。
4

“
’

g3

⋯
‘3

’

5

⋯
‘’

⋯
’‘

’

6’

4 8
·
7 } 2 7

·

3 { 3 4 } 6 2
·

3 3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 由于施肥不当
,

特别是氮肥过多
,

引起水稻徒长
,

粗积幼

嫩
,

加之密植后通风透光不夏
,

而又没有采取相应的其它增产措施
。

这样不仅减低

了植株的抵抗能力
,

而且对稻飞虱创造极其夏好的环境条件
,

而有利于稻飞虱的发

生和为害
。

同时还应看到插秧后追肥不及时
,

返青慢植株生长不健壮
,

抵杭力减弱

受害严重
。

相反的追肥及时而充足者植株生长健壮发育快
,

提早抽 穗 开 花
,

受 害

轻
。

此外
,

我仍还看到一种现象
,

在稻飞虱为害严重的田里
,

往往近 田坎的 1 ~ 3

行的稻子植株仍然是正常生长
,

因此
,

全田就形成盆子一样
,

我们敲为这种原因是

田边通风夏好
,

阳光比较充足
,

不能保持稳定湿度
,

同时成熟也早些
, ’

不利于这类

虫的发生和为害的椽故
。

我俏还在西 乡县沙后乡发现
,

在刚一开始发况稻飞虱为害
,

就排除田中之水
,

因而抑制了此虫的发生 ; 相反的在未排水的稻田中
,

稻飞虱发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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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为害严重
。

由此可看 出
,

稻飞虱为害与稻 田水的多少也有很大的关系
。

四
、

今年大发生原因 :

五八年稻飞虱在陕西地区发生普温严重
,

与今年的气候有密切的关系
。

我们在

翻查过程中
,

肪简了无数的农民
,

他俩一致敲为58 年雨水频繁
,

特别是六
、

七月的

朋热是促进稻飞虱大发生的主耍原因
。

五八年陕西地区的气候与前几年 (55 、57 年 ) 有几个不同的特点
。

首先是57 年

冬季此杖温暖
,

12 ~ 2 月份平均气温为1
.

4
“
C

,

而55 年剧为0
.

5 6
“ c

,

56 年为 一乙
.

4
“

C
,

(5 7年)(5 8年 )

同时袍对最低温度也高
,

58 年为一 n
。

9
“ C ,

而55 年为 一 18
.

7
“

C
,

5 6年为一 15
。

4
“

C ,

57 年为一 14
.

9
“

C
,

这样就有利于害虫安全的越冬
,

减轻过冬虫的死亡举
,

为春季发

展打下了基础
。

其次是今年四
、

五月简雨水比校充足
,

而六月份又带些旱象
,

这样就

有利于孩虫在前几世代 的繁殖和为害
,

而且事先做的防治工作不约
,

促使它仍的个

体不断增加 ; 这样一来
,

七月
_

上旬至八月上旬降雨多 (2 47
。

lm m )
,

胫 常 保 拈 高

温 (2 4
.

3
“ C~ 27

。

9
。

c) 高湿 (80 % ~ 83
。

7%
,

) 加之这时 晚插的水稻可以供拾它丰

富的营养条件
,

就更促使了孩虫大童繁殖和猖撅
。

第三
,

今年雨水是比较多的年份
,

而更重要的是四至八月降了67 2 m m
,

稍小于同期雨水多的 56 年 (6 86 m m )
,

此 55 年

(33 6
。

4 m m ) 多一倍
。

不仅雨水多
,

而且降雨的 日次也多
,

比鼓均匀
,

(四至八月降

雨 日次在31 至5 2 日之简 ) 降雨量在 10 m m 以上的 日次比55 年多至四倍
。

虽然56 年降雨

总 日次比今年多15 日次
,

但分布不均匀 (17 ~ 69 日次简)
,

又因为降雨 日次多
,

晴

天减少
,

阴天就加多
,

在四至八月
,

比降雨多的56 年 (68 天) 还多10 个 阴 天 (7 8

天 )
,

这样就能保持高湿 (80 %以上)
,

在同一时期比56 年多 4 天
,

而比55 年多了

1
。

3倍
。

而孩虫对温湿度极为敏感
,

象今年陕西地区这样的气候 条件是非常适合 的
。

再

加上插秧期拖得很长
,

密植和大量施肥后 (特别是氮肥 )
,

相应的田简管理和防虫措

施没有紧紧跟上
。

因此就造成今年稻飞虱的猖撅为害
。

由于过去虫情资料祀裁不足
,

这只能就今年发生情况而言
,

是否完全
,

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考察
。

五
、

防治情况及存在同口 :

在稻飞虱大t 发生的58 年中
,

各极党政倾导
,

充分发动了群众
,

与虫害展开了

不懈的斗争
,

提出
“那 里有虫就消灭它在那里 ” 的口 号

。

书昆亲 自挂帅
,

不少镇导

同志深入生产队
,

下到 田简
,

督导防虫工作
.

如城固县土道院 乡党总支书祀荣 x 汉

;以

尸
.

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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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喷摇器
,

亲 自同群众日夜苦战
。

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
,

在党的镇导下
,

树立了

坚定的 “人定胜天
” 的思想

,

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和无穷的智慧
。

施 用多种多样的土

农集和防虫工具
,

因此在防治稻飞虱的猖撅为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在使用集剂上有 6 %可湿性六六六一斤兑水16 0至200 斤
,

有的是兑30 斤草木灰

混合撤
,

有的兑6、10 斤捆墙土用风匣煽出 ;也有用0
.

5 % 六六六粉剂
,

每亩 3 斤 ; 还

有用万分之三的10 59 液喷射的
,

也有在田 里滴煤油扑杀的
。

在西乡县有群众使用麻

柳叶
、

桃叶
、

石灰
、

烧碱等混合钊
,

杀虫效举也很高
。

这些桑剂只要施用及时得 当
,

都能收到夏好的效果
。

但在叶跳蝉发生多的地区
,

单用六六六防治收的效果不十分

显著
。

虽然在 58 年对稻飞虱防治取得很大的成精
,

而仍然造成一些不可弥补的报失
,

主要有雨方面的原因 : 首先
,

对稻飞虱缺乏系冼的拍侧预报工作
,

甚至还有些搞植

保工作的同志
,

速稻飞虱还不敲积
,

这也与我们一些有关农业部朋和研究机关
,

过

去对此害虫不重砚和掌握虫情不殉分不开的
,

与一些农业学校脱离生产实际分不开

的 ; 因此
,

当今年稻飞虱猖撅发生时
,

措手不及
,

发现迟
,

有些地方在稻飞虱已 造

成严重为害时才动手防治
,

造成防治上的不及时和被动
。

但也有不少地区
,

严格的

执行 “无虫就防
,

有虫即治
” , “治早治了”

的防治原nlJ
,

收到了很显著的效果
。

如商县白揭店 乡
,

张家村 乡在稻飞虱未大发生前
,

就啃撒了六六六或1 0 5 9
,

桔果在

今年发生很轻
,

禾苗生长仍然很健壮
。

其次是防治时不彻底
,

有的群众把防虫当一

般任务来完成
,

对稻飞虱为害严重性敲歌不足
,

所以有的田块虽然喳了桑
,

但并未

把虫防下去
,

而另一方面
,

想狠狠的一下子把虫消灭光
,

桔果用桑量太多
。

又造成

严重集害
。

如西 乡沙后乡有群众用 6 %可湿性六六六兑50 倍水撒在稻叶上
,

造成大

部分叶片境焦发黄
,

城固上道院乡也有类似的情况
。

这都是今年在防治稻飞虱中存

在的简题
。

六
、

今后防泊途径 :

要使 “火旋
”
不发生

,

必须彻底消灭稻飞虱和叶跳螺
,

而要清灭它
,

就必须进

行粽合防治
。

1
。

从五九年起在政西地区对稻飞虱
、

叶娜进行预到预报
,

这项工作在其他省份

已轻实行了
,

陕西地区要吸收五八年教rIl 在栽培水稻据点刻不容援地把稻飞虱
、

叶

娜列入预侧预报项目
,

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

及时彻底清灭稻飞虱
、

叶螺的为害
。

2
。

桔合积肥在冬季浏除田边
、

路旁渠岸的杂草
,

彻底消灭越冬成
、

若虫和卵
。

矛
曰. 肠



、
.

冰
.

月匕

3 期 张克斌: 映西省水稻稻飞虱拥查报告 13

以喊少来年第一代虫口来源
。

3
.

抓紧秧田和本田的早期治螟工作
,

及早消灭稻飞虱的发生
。

4
。

改夏冷水田 “烂泥田
”
土壤

,

多施有机霄肥料
,

实行客土法增高 低 窟 田 地

势
。

5
。

注惫肥料种类的配合
,

不耍单独的施用氮肥
,

免得造成此类害虫大发生有利

条件
。

6
.

适当提早插秧期
,

尽可能的精短插秧期
,

特别是做临时水康的田
,

更应注惫

到这一点
。

并密切注意虫情的发生
,

发生时立即清灭
,

以免后患
,

7一但发生时
,

就立即排干田中水 (在不影响水稻生长情况下 )
,

以抑制害虫

的发生
,

减轻为害
。

8
。

加强田简管理 : 增强水稻植株生长发育
,

特别注惫灌水
,

最好采用干干湿湿

的油水方法
。

9
。

严格执行喷集制度
,

彻底做到 “无虫要防
,

有虫郎治
” ,

“治早治了治好”

拍防虫原fllJ
。

并桔合当地情况使用有效的土农桨
。

七
、

存在周困 :

1
.

稻飞虱叶跳蝉在陕西地区的越冬虫态
,

越冬寄主及越冬伤所均需要进行观察

和研究
。

2
。

在陕西地区如何准确的对稻飞虱
、

叶蝉进行预测预报的简题
。

3
。

稻飞虱
、

叶跳嶂在陕西地区祥糊的生活习性和一年发生代数
,

还待进一步研

究和考察
。

此外
,

防治的有效葵剂及发生种类
、

分布范围也急需搞清楚
。

八
、

摘要 :

一九五 八年陕西地区水稻上普荡而较严重的发生稻飞虱为害
。

陕西省农业技术

拥查团植保工作粗分别在 汉中
、

商雄
、

延安等三个惠区再阴对此类害虫进行了比枝

系硫的滴查动周
,

并初步摸出一些在本地区发生发展规律
。

稻飞虱这类害虫农民称它为
“

蟆蟆 虫
” , “

撅虫
” , “蚁虫

” ,

把它们所造成害状称

为
“
火旋

” , “
火风

” 。

在陕西省地区发生共有四种
,

其中以稻白背飞虱 〔S
o g o t o fu r c -

it er o H
。

) 为主要 : 此外汉中地区还有叶跳蝉 (浮尘子 )也 同时加害水稻
,

特别是白翅

叶蝉 (E m P
o s e a su b r u fa M

.

) 虫口 仅次于稻白背飞虱
。

稻飞虱在陕西地区还是种历史性的害虫
。

据老农淡
,

在清朝年简就已 发生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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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每年都有局部受害
,

商雄地区曾在 1936 年大发生一次
,

汉中地区 的西乡
、

城固

也在 195 5年个别地方造成稻田致灭
。

但浪有今年这祥普妞发生而严重
。

一般发生地

区水稻要级失 1、 3成
,

有上千亩的稻田整个被摧毁
,

造成个别地区在大跃进情况

下的械产现象
。

今年村飞盆大t 发生与夏秋攀建神阴雨高温有极密切的关系
。

此外播秧期早的

受害轻
,

迟的受害重 ; 与品种生长期长短也有一定的关系
,

早熟品种受害轻
,

这也

仅限于在同付擂秧情况下而首 ; 单耗的施用过多的氮肥
,

也会造成稻飞虱的为害 ;

地势低窟的田是造成稻飞虱为害的有利条件
,

尤其是烂泥田 (冷水田) 受害更为明

显
。

在稻飞虱发生时
,

各极党镇导十分重砚
,

大力发动群众进行防治
,

大大减轻为

容程度
。

但由于事先缺乏虫情的拍测
,

因此
,

还不殉及时
,

防治也不绚彻底
,

仍然

造成难以弥补的搜失
。

成为今年的严重教grlI
。

今后应加强预测拍报工作
,

并彻底清除越冬寄主 ; 适当提早插秧期
,

使插秧期

不婪拖得太长 ; 加强 田简管理
,

特别是水的控制和肥料种类配合施用 ; 在稻飞虱发

生时应想尽一切办法立郎予以扑灭
。

这些是为今后的防治途径
。

因为稻飞虱是今年在陕西地区大发生后
,

才引起人俩的注惫
,

所以还有薛多值

得今后粗彼拥查研究朋题
, ·

如越冬寄主
,

虫态
、

坊所及生活习性
,

发生世代等
。

* 参加稻飞虱拥查的还有西北农学院植保系汪世泽
、

芦筝
、

路进生
、

田畴等八

位同志
,

以及张英杰
、

葛华林等15 位同学
,

还有 汉中惠区农林局王建业同志 西乡县

农技站何志清等10 位同志
。

在凋查返院后又清周尧先生帮助蹂定
,

并清参加其顶工

作进行座淡把三个寡区及关中聋料归钠起起
。

因此这是一个集体作的工作
。

f
.

月 . 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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