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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烂泥田水稻食根叶卿 ( D on ac ia

rP Vo os it F a im ) 的发生规律和防治的研究

汪 世 泽 田 建 国

( 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 )

摘 要

水稻食根叶虾 ( D on ac ia rP oy os it F
。

) 是周至县 “ 烂泥田 ” 特有的重要害虫
。

经两

年的研究初步证实这种害虫在周至地区每二年完成一代
。

稻田的幼虫密度
,

随 田 块 不

同
,

差异极大
。

害虫发生的多少与稻 田渍水
、

泥层深度
、

眼子菜的多寡有密切关系
。

位

于串灌下游 的常年渍水田
,

泥层最深
,

眼子菜多
, 虫害也特别严重

。

成虫对多种药剂都

很敏感
,

稻田泥中施药对杀灭幼 虫基本无效
,

施于泥中的
“ 6 6 6 ” 于第五天基本 丧 失

其毒力
。

根据研究结果认为
,

改造烂泥 田是彻底消灭稻根叶押适生地的根本措施
。

当前

应在成虫盛发期喷药防治成虫
,

压低虫 口数量
。

水稻食根叶卿是陕西省周至县烂泥田中特有的严重害虫
。

1 9 7 4一 1 9 7 5年
,

于每年 5 一 9 月
,

我们在周至县城关公社五泉大队对稻根叶娜开展

了大面积防治试验工作
,

并对有关防治的生态规律作了初步研究
。

一
、

关于发生世代

据胡源湘等研究
,

稻根叶娜在江西等地一年一代
。

也有少数资料提出部分幼虫有可

能二年完成一代
。

对此
,

我们作了如下研究
。

1
.

幼虫龄期
。

确定幼虫龄期是研究世代
、

生活年史的前题
。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
,

定期淘洗 各龄幼虫浸于保存液中
,

用测定的头壳宽度值作为划分龄期的标准
。

由图 l 可

以看出幼虫头壳宽度有四个集中的峰值
,

因此可以推论幼虫共有四个龄期
。

各龄头壳宽度代表值
,

以平均数计算为
:

l 龄 0
.

2 2 ( 0
.

1 7一 0
.

2 6 ) 毫米 ;

3 龄 0
.

4 0 ( 0
。

3 3一 0
.

4 7 ) 毫米
;

2 龄 0
.

3 0 ( 0
.

2 6一 0
.

3 3 ) 毫米
;

4 龄 0
.

5 5 ( 0
.

4 7一 0
.

65 ) 毫米
。

2
.

研究方法及结论
。

为解决世代问题
,

进 行了三种调杳试验
。

参加研究的有植保系 74
、

7 5 级学生 . 李修练
、

张志鸿
、

孙美岩
、

阮满胜
、

王凤莲
、

郭坏玉
、

哀世军
,

孙眉生
,

及武功农校 75 级学生杜成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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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肚 个幼虫头壳宽度的汰数分配
-

① 在无虫区接种虫卵
。

选择食根叶卿适生 的稻 田
,

划出 6 平方尺 小区
,

移去原有

泥 土
,

填入无虫的适生客泥
,

并用 2 尺深的塑料薄膜将客泥 隔离
。

再移栽无虫水稻
,

大

量接种带有虫卵的眼子菜
。

9 月底淘泥查虫进行龄期鉴定
。 。

② 杜绝当年产卵
,

观察泥土中原有幼虫变化
。

成虫羽化前
,

在适生稻 田划出 6 平

方尺小区
,

罩以纱笼
,

杜绝当年成虫产卵
,

待成虫发生期过后
,

取样淘泥查虫
,

鉴别龄

期
。

③ 早期淘泥查虫
。

幼虫上升为害及成虫未出现前犷在田 间抽样淘虫
,

鉴定各龄幼

虫比例
。 - - -

-

将以上三种试验得到的数据整理成表 l :
- 一

万
-

表 1 稻 根 叶 蝉 世 代 龄 期 调 查

一一

调
:

--- _

试试 试 理理 淘淘 调 查 及 计 算 数 据据 推 论 虫 态态
...

查查 验验 验 日日 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
试试试 田田 方 期期 查查 取取 单平平 龄龄 各各 各各各 7 333 7 444 7 555 7 666 7 777

验验验 块块 法法 虫虫 样样 位均均 期期 龄龄 龄龄龄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代代代 名名 及及 日日 数数 样虫虫虫 虫虫 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号号号 称称 处处 期期 目目 点数数数 数数 占占占占占占占占

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内 %%%%%%%%%%%%%%%

((( l ))) 五五 淘淘 …七七 十十 444 4 1
。

777 1一 222 4 000 一一一一一

卵
、

幼幼 幼幼 幼
、

成成
泉泉泉泉 泥泥 } 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 9 6

.

0 {{{{{{{{{{{{{

队队队队 去去 廿廿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虫虫虫虫虫 接接 日日日日 3一 444 1

.

7 带带 }
,,,,,,,

人人人人人 萝日日日日日日日 4
.

0…………………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 \ 十十 夕日日
一

匕匕 九九 444 4 1
。

555 222 极多多 、 大

…………
梦!」

、

幼

{
、、 幼

、

成成
一一一四四四 月月 月月月

{{{{{{{{{{{{{{{{{{{{{{{{{{{{{{{{{{{{{{{{{{{{{{{{{{{{{{{{{{{{{{{大大大队队队 册册 廿廿廿廿 444 极少辛辛 极小小小
: 产产

{
`̀

井 交 :::

队队队 {{{{{ 接接 1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梦梦梦梦梦目目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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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
、

一一幼成
、

一幼一一幼一幼 成一
、

成一卵
、

幼一一卵
、

幼一幼一十月四日一十五七月日一防产卵一田调查间一田罩一笼成间虫发生前一五泉二队一五泉二队

,

所 占比例很少
,

可能系混杂
。

根据表 1 ,
( 1 ) 项试验说明

,

凡是人工接卵者
,

幼虫在 田问共经历两个半月 的 生

雀期
,

至 9 月底和 10 月初幼虫仅能发育到 l 一 2 龄
,

估 计当年不再继续发育
。

( 2 ) 项

试验共淘出 1 6
.

5 头幼虫
,

显然是 74 年以前发育的
。

( 3 ) 项调查与 ( 2 ) 项调查是在
二

同一块稻田中进行的
。

根据我们在虫口 密度较高的稻田中得到的数据来看
,

除边际影响

而外
,
田中虫口 分布一般比较均 匀

,

因此 ( 2 )
、

( 3 )
、

二项调查数据应相差无几
,

但

从比较巾看出
,

( 2 ) 项虫数 ( 1 7
.

6 ) 几乎是 ( 3 ) 项 虫数 ( 3 3
.

3 ) 的一半
。

故推 沦3 3
.

3

头幼 虫是 7冬
、

74
、

两年的幼虫总和
。

根据分析
,

初步认为周至县稻很叶卿基本是两年一代
。

即第一年 由卵孵化发育 l 至

龄或 2 龄幼虫
,

进行过冬
,

第二年发育至 3 或 4 龄
,

至第三年才化蛹变为成虫
。

全
一

世代
:

经历二年
。

二
、

关于习性的一些补充观察

1
.

成虫及卵

成 虫羽化后 l 一 2 小时开始交尾
,

交尾时间以 1 4一 17 时最盛
。

一生交尾多次
。

雌

虫羽化后第二天即 可产卵
,

一天内以 19 时产卵最盛
。

从田间随机捕获的 3 62 头成虫分

析
,

雌雄性比接近相等 ( 1 : o
。

9 86 )
。

成虫将卵聚产于眼子菜叶的背面
,

卵块卵粒数最

少一粒
,

最多 26 粒
,

平均 1 1
.

6 5 粒
。

成虫无趋光性
,
一 般仅在稻丛内作短距 离飞行

。

2
。

幼 虫

初孵幼虫具有相对发达的胸足
,

白卵巾孵出后可沿眼子菜 仆卜柄爬向根部
,

并在其上

取食
。

幼虫腹末的呼吸钩兼具呼吸和固着功能
。

脱离植物根的幼虫可 在泥中作
一

民距离的

自由穿行
,

并在身后留下穿行的痕迹— 水线
。

淘洗出来的裸露幼虫不甚活动
,

、

有时死

活难辩
,

需用强刺激 ( 如热 ) 法观察其有无反应
,

以判断死活
。

3
。

蛹

大部分蛹均在距泥表层 1一 2 寸的稻根上固着
,

根据 7 月下旬观察
,

当泥层平均温

度为 2 7
.

5℃ 时
,

幼虫从结茧到羽化一般经历 6
.

5一了 天
。

从茧的外表颜 色和茧内蛹体

的颜色可以判断蛹的历期 ( 见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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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发育阶段蛹的色泽变化

茧 色
…
蛹 态

白一黄
{

预蛹

黄一红 { 蛹

红 { 蛹

褐 】 蛹

虫体变化及色泽 历 期 (天 )

幼虫形

初蛹
,

白色
。

成虫体型清晰
,

白色

成虫体型
、

黑色

2

2

2

5一 1

全
.

历 竹
` :

{
6

一
7

三
、

适生环境特点分析

终年渍水的烂泥田是稻根叶娜赖以生存的基地
。

但烂泥田对稻根叶蝉适生的特点是

什 么
,

前人研究
,

主要认为眼子菜的多少与此种害虫的发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

因为眼

子菜是成虫的主要食料
,

又是重要的产卵寄主
,

所 以凡是在前二年成虫盛发期间
,

眼子

菜较多的稻田必然会给成虫产卵创造良好条件
,

导致以后年份的严重为害
。

关于眼子菜

的适生环境特点
,

未作研究
,

但初步观察与稻根叶蝉的适生环境并不 完全一致
。

例如
,

曾对周至县马召公社马村大队生长有眼子菜的稻田作了调查
,

未见稻根叶邺的分布
。

因

此
,

眼子菜必须与其他生态条件相结合才能构成对稻根叶押的适生环境
。

通过二年 的访问与实地调查
,

发现稻很叶呷发生的数量与稻田的灌水
、

排水
、

溃水
、

眼子菜
、

泥层等因素均有较密切的关矛 ” 了5 年 6 月 20 一 24 日对城关公社的 20 块稻

田作了调查
,

结果列入表 3
。

表 3 稻田类型与食很叶娜幼虫数且关系

按照稻田

灌水系统

划分的组

稻 田所

属队名

稻田所在

位置

稻田泥层

平均深度

( 尺 )

眼子菜多

少的分级

取样点

数量

( 点 )

样点内 折合单位面积

的总虫 }内的虫口数

数 头 / M
Z

45/又一

五泉

五泉

五泉

五泉

灌水 口 0
。

7

1
。

0

+

+ + +

55

1
。

O

1
。

1

+ + +

1
。

O

+ + +

十 十 +

5

1 O

2

1 5

2 2

2 0 0

5 0 0

1 0 0

6 0 0

8 8 0

水水水水上中中奎

/又一

/又一

/又一

五泉

五泉

五泉

灌水口 + +

+ +

+ +

+ 十

塑水口

奎 水 1
。

O

+ + 十

+ + +

0

7 2 0

8 4 0

1 8 0 0

1 6 0 0

4 6 4 0

J

I,曰内Où11。八bJ上月任nOJ任J上

J土

43

5455

一O产Jú0[0ù日é

..

…
n
ù八UnUù门.1J.

水水水上中中
第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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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3

ù

第

/又一

/又一

0
。

8

0
。

8

1 4

8

8 4 3

8 4 3

8 4 3

2 0 0

2 0 0

2 0 0

1 8 0 0

1 8 0 0

1 8 0 0

八卜ù,上9自左
占月任009目

ó

1
J
ll勺几O

333+十+

O
。

8

ZA
`
d
占

51
。

2

过水带 1
。

1

+ +

+ +

1
。

1

一泉一八五八

三

+ + +

55

组

卜竺
}五泉

`

, 五泉

水

水

1
。

2

1
。

2

1
。

2

+ + 十

十 + +

尾
一

奎

注 各取样点均用园形钢筒采样器取泥
,

取样筒面积 为 50 C m 2 ,

采泥深度
,

随各 田块泥层深度而异
。

通过表 3 的数字对比
,

可以初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 ① 奎水 田虫量最多

。

② 上水

田和流量较大的过水 田虫量少
。

③ 眼子菜的多少与虫量多少有一定关系
。

④ 稻 田泥层

的深浅 与虫量多少有一定关系
。

为此
,

进一步进行了下述几方面的调查试验
。

1
。

流水与食根叶娜的传播

成虫期
:
成虫活动性不强

,

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
,

只在水面作短距离的飞行
,

高度

一般不超过稻丛
。

只有在陆地上作强迫飞 行时可见到高飞一丈
,

远飞二丈 许 的 事例
,

成 虫可借水的表面张力浮于水面
,

但并不在水面上停留或聚集
。

根据多次长时间的 观

察
,

未见到成虫顺水漂浮迁移 的现象
。

根据夜间观察
,

成虫只在水面杂草上爬行
,

如给

以刺激 也不起飞
。

因此初步认为
: 上

、

下水稻田虫量的显著差异并非成虫顺水迁移或定

向扩散所造成
。

初孵幼虫顺水漂移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

首先观察了初孵幼虫的入泥行为
,

在直径为

45 厘米
,

泥水深度为 15 厘米的水盆中
,

放入三个泥瓶 ( 泥瓶口径各为 3
、

4
、

6 厘

米 )
,

在泥瓶中插入带有虫卵的眼子菜十余枝
,

经 20 天后淘泥查虫
,

发现所有幼虫都

集中在三个泥瓶之中
。

说明初孵幼虫是沿眼子菜叶柄爬向根部
,

而不是靠重力直接下沉

入泥的
。

8 月 1 7 日在总重量为 1
.

6 公斤的稻根泥和眼子菜根泥中共获得 n 头一令幼虫
,

其

中 9 头是在眼子菜根上找到的
,

进一步说明眼子菜根是初孵幼虫聚集的场所
。

为 了进一步验证这一问题
,

又进行了流水捕捉幼虫的试验
。

方法是在各个流水田的

过水 口放置致密的铜纱网莞 ( 口径 1 0 x 2 0 厘米 ) 10 个
,

经 8一 10 天后俭查
,

未发现冲

下的小幼虫
。

由上述试验说明
,

上下水稻 田虫口的差异与刊孵幼虫的活动无关
。

2
。

不同流水段的泥土对初孵幼虫成活率的影响

在成 虫产卵盛期
,

选择两块稻 田 ( 流水田
、

奎水田 )
,

分别 划出一块 4 00 平 方寸
一

( 6 丛水稻
一

) 的隔离小区
,

挖去原泥
,

填入无 虫泥
,

分另JJ接种带有卵块 的眼子菜
,

经 78

天后检查
,

结果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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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流水特点的稻田泥对幼虫成活的影响

稻 田 类 型 接种卵块数 计算总卵数
.

获得幼虫数 成活率 (% )

流 水 田

奎 水 田

1 25

1 3 2

14 56

1 5 38

16 8

60 8

1 1
。

5

4 4
。

2

,

按每 卵块有卵 n
.

65 粒计算
。

3
.

奎水田的特征

塑水田是典型的烂泥田
,

一般居于串灌水田的下方
,

泥脚很深
,

有的可排水
,

有的

不排水
,

虫量很多
,

稻谷产量甚低
。

过水田多居于中间地段
,

地形狭长如水道
,

常年流

单位面积内虫口数
水不断

,

流量较大
,

泥脚虽

深
,

虫量很少
。

但上水田居

于进水 口
,

地势较高
,

可排

可灌
,

水的流量一般不大
,

泥脚浅
,

虫量少
,

稻谷产量

高
。

通过稻田横剖面虫量变

化 的调查 ( 见图 2 ) 可以看

出由田边向内 2
.

4 尺范围内

因受
“
边际

” 淄上的影响
,

虫口数量显著较少
。

图 2 稻田横剖面 的虫量变化 ( 二块 田平均资料 )

通过晒土试验也可说 明奎水田的泥经过 日晒风吹后
,

重新作成泥浆对稻根叶虾幼虫

的存活有很大影响
,

见表 5
。

表 5 风 千 泥 对 幼 虫 存 活 的 影 响

土 样
接入 3 一 4 龄
幼虫数

经 5 天后的死
亡数

死 亡 率%

4 4
。

4

1 1
。

0

每处理重复
二次

刀任J.上
`

4Jl风干泥 + 水

奎 水 田 泥

9 9

1 0 0

上述调查及试验初步揭示了食根叶娜适生环境的一些表面特征
,

但这些特征的实质

是什么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75 年 9一 10 月曾对各类稻 田泥土的氧化还原 电 位
,

土壤

颗粒细度及机械组成
,

以及土壤盐分的电导率作了测定
,

可能因为测定时间偏晚
,

均未

得出明确的结论
。

四
、

关于药剂防治幼虫及存在问题

经 1 9 7 4 年试验
,

多种药剂防治成虫均可收到良好效果 ( 表 6 )
。

但是用药剂防治

幼虫均未见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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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4一7 5 年在五泉大队曾作了两次沾秧根试验 (5 % 七 氯粉剂 25 0信 ;
5 0% 乙 墓

1 605 乳剂 5 0 0仁件; 9 0% 敌百虫 5 0 0存于; 6% 可 i显性 6 6 6粉剂 5 20价 ) 均属无效
。

1 9宁5

年于插秧前每亩用 6% 66 6粉 8斤处理土壤
,

未见显著效果
。

19 了4年于幼虫为害期施撒
1 :

10 的毒土 ( 6 % 6 66
; 5% 西维因 ;

90 % 敌百虫 ) 撒药后用手捞入泥中
,

分别在第立

天和第十天检查效果
,

最高死亡率仅 7
.

6 %
。

为了寻找药效不高的 原 因
,

于 1 9 7 5 年进

行 了稻 田泥土对药剂毒力影响的试验
, 供试药剂为残效期较长的 6 % 6 6 6

。

表 6 药 剂 杀 死 成 虫 的 试 验

药 剂 名 称 每 亩 用 量

斤

调 “ ” 虫”

…
死亡 ”

…
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内hà

.

八U八UOU00八U八UQUQU1土Jl八tU
才

1OOQ口尸O八曰O口八hOCJOno,自1二,1Jl刁19臼6 %可湿性 66 6

5 % 西 维 因

1 % 6 6 6 粉

1 % 1 6 0 5 粉

1 0 % D D T

对 照

1 9 6

1 6 7

2 0 0

1 4 1

2 4 0

1 0 0

1 0 0

9 8
。

8

9 8
。

3

9 7
。

6 9 7
。

5

1 2 5

1 标准毒力曲线 的估测

测定材料是自然生长的库蚊幼虫
,

选择龄期一致的幼虫 50

的丙体 66 6 水液中
,

在放入后二小 时记录死亡率
,

结果见表 7
。

表 7 子不在不同浓度的 r 6 6 6 中的死亡率

头一组
,

放入不同浓度

图 3
。

r 6 6 6 浓 度
( P P m )

二 小 时 后 的 死 亡 情 况
10 9 ( 浓度 x 1 0 0

死 亡 % 死 亡 率 机 值

0
。

0 1

0
。

0 3

0

0
。

4 7 7 1

1 2
。

2 3
。

8 3 5 0

1 6
。

3 4
。

0 1 7 8

0
。

0 9 0
。

9 5 4 2 3 2
。

7 4
。

5 5 1 8

0
.

2丫 1
。

4 3 1 4 4 6
。

9 4
。

9 2 2 2

0
。

8 1 1
。

9 0 8 5 7 9
。

6 5
.

8 2 7 4

2
。

4 3 2
。

3 8 5 6 8 3
。

6 5
。

9 7 8 2

将表 7 中数字绘在座标图上
,

并用目测法绘出一条经验直线
,

这就是以后核 算 6 66

残存浓度的标准
。

2 丙体 6 66 在稻 田泥中的衰变测定

将塑水田钓泥与
一

6% 666 混合丫配成含有丙体 66 6 1 00 卫卫m 的药泥 ( w / v )o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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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时间开始
,

每隔 2 4 小 时取出

定量药泥
,

用养蚊污水稀释 1 0。 价
,

挤入” 头同龄孑了
,

经 2 小时后计

算死亡率
,

结果见表 8
。

3 杀死稻根日于娜所需要的丙

体 6 6 6 的浓度

为了进一步探讨在稻田泥中应

施入多少 6 66 才能基本杀死幼虫
,

又按照泥与药的容积重量 比 ( w 药

重 / v 泥容 )
,

配成从 1
.

8
一

4
.

s p p m

丙体 6 66 药泥
,

放入 8 00 毫升的玻璃

筒中
,

每筒接入同龄大幼 虫50 一 60

头
,

经 5天后检查死亡情况
,

列入表 9
。

/ / 丫`
一

产

z
护

, 尹产 /
。

,

z
r 尹

万几丁
.

杯兀蕊一式。 1
.

2 1
.

选 J :
。 1

.

3 2获厂诬拒几
一

:了了 『了 ,

.lr
一

(:农 )芝》: 1 0力

图 3 r 6 6 6对孑了的毒力回归线

表 8 6 6 6 药泥经不同时间后对子不死亡率的影响

不 同 时 间 的 死 亡 率 及 换 算 值

4 8几寸 7 2时 9 6时 1 2 0时

4
} 4

八O八tjnonj00甲」八匕ù勺

夕一n
ùO口

时了八匕

对照 ( 泥 + 水 )

处理 ( 药泥 十水 )

更正死亡率

更正死亡率机值

相应的浓度对数值

相应的浓度值 ( p p m

0

6 3

6 3

5
。

5 0 5
。

3 3 5
。

1 8 4
。

4 8

1
。

9 1
。

6 7

0
。

7 9 4 O
。

4 6 8

1
。

5 8

0
。

3 8 0

0
。

7 8

0
。

0 6 0…
l

一

)一

表 9 稻根叶蝉幼虫在不同浓度的丙体 6 6 6 的药泥中的死亡率

丙体 6 6 6

p p m
接 虫 数

五天后的
死亡率%

更正死亡率 lJ
o g( 浓度 x 1 0 0 ) }死亡率机值

5 6
。

7 5 3
。

7 1
。

2 5 5 3 5
。

0 8

6 0
。

0

6 7
。

2

5 7
。

3 1
。

3 8 0 2 5
。

1 8

6 4
。

9 1
。

4 7 7 1 5
,

3 6

6 2
。

5 5 9
。

9 1
。

6 2 3 2 5
。

2 5

00月了J.ttJ二口一勺一óJ一匕1
。

8

2
。

4

3
.

0

4
。

2

`
’

8

】
5 7

C K } 6 0

7 1
。

4 7 0
。

0 1
。

6 8 1 2 5
。

5 2

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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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表 9 数字看出

,

杀死 70 % 的幼虫所需丙体 6 66 的浓度应在 4
.

Rp p m 以上
,

欲使

2 0公分的泥层均匀混合有 4
.

s p p m 的丙体 66 6 ,

钉亩地应施 6 % 6 66 粉 21 斤
。

一

通过上述试验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 ① 怪泥田的泥对 6陇 的毒效有显 著 影

响 ; ② 66 6 在泥中的衰变速度很快
,

显 然在幼虫上升为害之前处理 土壤 是 徒 劳 的
,

③ 如果用药剂消灭泥中害虫必须加大药量
,

这将会对水稻 生 长发生不利的影响
,

并花

费很大投资
。

五
、

讨 论

关于水稻食根叶虾的适生生态学问题及烂泥 田的特征问题还远远没有弄清
,

但是从

全国和本省的经验看
,

改造烂泥田是消灭稻根叶卿的根本途径
。

周至县水源充沛
、

土质

肥沃
、

适宜种稻
,

只要能作到全面安排合理规划
,

大力修建和改建排灌系统
,

消灭常年

渍水稻田
,

就能基本控制食根叶娜 的为害
。

如果有条件可 以实行水旱轮作
,

就可以消灭

食根叶娜的为害
。

当前防治稻根叶卿应以压低成虫数量为主
。

成 虫发生期较长
,

但考虑到经济有效并

充分发挥化学药剂的特长
,

可以将喷药时间集中在成虫盛发期内进行
。

因为这种害虫
,

二年一代
,

所以当年防治效果在后年才能显示出来
。

眼子菜是稻根叶押的重要中间寄主
,

因此消灭了眼子菜也就中断了害虫的 过 渡 桥

梁
,

是一举两得的事
,

消灭眼子菜的方法除农业技术法以外还可以大力开展杀草剂的试

验和推广
,

这方面有不 少成功事例可以借鉴
。 _ _

稻根叶卿是一种
“
窄适生性

” 的害虫
,

它只能在十分特定的生态条件下繁衍种群
。

我们认为
,

如果想在害虫的适生条件完全具备的情况下
,

企图用其他方法消灭为害
,

可

能会遇到很大困难
。

一旦掌握了它的适生特点
,

便可在改造适生地的同时消灭其为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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