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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红吸浆虫的灾害与成灾规律研究
É . 灾害出现的空间格局与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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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根据关中地区麦红吸浆虫成灾的历史记载, 及 1948～ 2002 年对吸浆虫在关中成灾的实际调查分

析, 结果表明, 麦红吸浆虫灾害的空间格局特征是团块式, 出现在局部地区, 分布不均匀, 团块大小不一, 小到 100～

200 m 2, 大到数公顷。麦红吸浆虫的灾害按照出现成灾田块的多少分为无灾 (É 级)、微灾 (Ê 级)、小灾 (Ë 级)、中灾

(Ì 级)和大灾 (Í 级) 5 个等级, 利用阶比法绘制陕西关中地区灾害阶比图, 统计分析表明, 陕西关中地区从 1911～

2002 年的 92 年中, 出现小灾 (Ë 级)以上灾害 16 年, 占 17. 39% , 成灾 5 次, 相隔 10 年, 19 年, 1 年, 32 年; 出现中大

灾 (Ì 级与Í 级) 10 年, 占 10. 87% , 成灾 4 次, 相隔 1 年, 30 年, 1 年; 出现大灾 (Í 级) 7 年, 占 7. 60% , 成灾 3 次, 相

隔 1 年, 32 年, 均无明显的周期性。持续大灾 2 次, 为 1950～ 1952 年和 1985～ 1987 年, 均持续 3 年, 相隔 32 年。是

否具有 30 多年出现 1 次大灾的周期性, 还需继续观察验证。每次大灾发生的地区不同, 陕西关中地区 20 世纪 50 年

代与 80 年代出现的 2 次连续 3 年大灾 (Í 级) , 1950～ 1952 年灾害最重的是关中中部的周至、户县、礼泉、兴平、武

功, 西部宝鸡地区 (市)较轻, 而 1985～ 1987 年严重灾害出现在西部的宝鸡地区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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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浆虫是麦类作物的主要害虫, 分布于欧洲、亚

洲、北美洲, 有严重危害记载的有 13 个国家。据文献

记载[1, 2 ] , 1854 年在美国纽约州成灾, 损失达 700 万

美元, 以后又在 1917, 1918, 1919, 1954 年多次成灾,

仅 1954 年损失就达 1 500 万美元。1983 年在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北部成灾, 损失 3 000 万美元[3 ]。我国吸

浆虫分布有记载的为 23 个省 (市)、自治区, 分布在

北纬 27°～ 48°03′, 东经 100°～ 131°08′的广阔地域

中, 但主要发生在北纬 31°～ 37°的黄河、淮河流域的

冬小麦主产区, 近年在甘肃春麦区及河北等省麦区

有进一步蔓延致灾的趋势。我国危害小麦的吸浆虫

有麦红吸浆虫 (S itod ip losis m osellana (Geh in ) ) 与

麦黄吸浆虫 (Con ta rin ia tritici (K irby) ) 2 种, 但严

重危害成灾的为麦红吸浆虫。吸浆虫危害一般使小

麦减产 10%～ 20% , 重则减产 70%～ 90% , 更甚者

会导致个别田块绝收。

国内外关于小麦吸浆虫严重成灾的报道很

多[2～ 6 ]。张克斌等[7 ]对小麦吸浆虫在陕西关中 20 世

纪 80 年代再度猖獗的特点进行了研究, 李修炼等[8 ]

研究了麦红吸浆虫种群变动与气象因素的关系, 但

国内外对麦红吸浆虫成灾规律缺乏系统研究。作者

于 1998～ 2001 年进行了麦红吸浆虫成灾规律及控

制策略与防治方法的研究, 旨在探讨其成灾特点、影

响成灾的关键因子与重要因子, 以及控制灾害的策

略与系统措施。

1　研究方法

1. 1　空间格局研究

　　系统收集整理有关吸浆虫在陕西关中地区危害

与成灾的记载资料, 以及作者从 1948 年以来对成灾

田块的观察调查, 研讨灾害出现的空间分布格局特

征及不同年代灾害出现的地区异同。

1. 2　周期性研究

提出灾害分级的标准, 利用等级比较法, 整理与

绘制成灾曲线图, 统计不同灾害级别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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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

2. 1　关中麦红吸浆虫成灾历史与记述

　　有关麦红吸浆虫在陕西关中的危害, 杨平澜[6 ]

曾调查记述:“陕西户县一带农民反映, 红虫早在前

清就有了, 在 1915, 1926, 1948 年都成过灾, 因为那

几年的雨水特别多”。据西北农学院昆虫教研组[1 ] ,

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9 ]和朱象三等[10 ]的实际调查

记述:“麦红吸浆虫于 1946, 1948, 1950, 1951 年在陕

西关中地区大发生成灾, 损失小麦高达 1. 5 亿 kg,

减产 60% 以上, 甚至 1952 年还猖獗发生”。由于关

中地区 1951 年起采取了药剂治虫与种植抗虫品种

相结合的措施, 到 1953 年吸浆虫的危害基本得到控

制, 未出现成灾田块。据张克斌等[7 ]及陕西省植物保

护工作总站[11 ]的记载和该工作总站档案资料统计,

麦红吸浆虫在关中 1983 年又开始严重危害, 1984

年在扶风县太白乡、长安县杜曲镇等造成严重危害,

引起一些田块大幅度减产, 1985 年发生危害 667

hm 2, 成灾田块 133. 3 hm 2; 1986 年发生危害 1. 18 万

hm 2, 成灾田块 5 600 hm 2; 1987 年发生危害 5 100

hm 2, 成灾田块 770 hm 2; 1988 年发生危害 850 hm 2,

成灾田块 46 hm 2; 1989 年发生危害 7 100 hm 2, 成灾

田块 4 700 hm 2; 1990 年发生危害 3 333 hm 2, 成灾

田块 1 000 hm 2; 1991 年发生危害 2 000 hm 2, 成灾

田块 333 hm 2; 1992～ 1996 年发生危害 667～ 1 333

hm 2, 无成灾田块出现。据长安县 (2002 年改为西安

市长安区) 农技中心调查, 1997 年长安县黄良乡东

湖村 26. 7 hm 2 小麦严重受害, 子午镇张村 13. 3

hm 2 小麦严重受害成灾, 义井乡石匣村一组 0. 57

hm 2 小麦成灾, 每 hm 2 仅产 300 kg, 且虫多不能食

用。1998 年西安市霸桥区新合镇肖阎村 0. 667 hm 2

小麦成灾, 每 hm 2 产量 300 kg, 虫多无法食用。1999

～ 2002 年未出现成灾田块。

2. 2　灾害出现的空间格局特征

根据关中地区麦红吸浆虫成灾的历史记载, 以

及作者从 1948 年到 2002 年对吸浆虫在关中成灾的

实际调查与观察, 笔者认为吸浆虫成灾的空间格局

有以下特点。

2. 2. 1　局部成灾, 分布不均匀　在关中地区, 即使

是吸浆虫大发生的年份, 成灾田块在一个乡或一个

县的范围内也不是均匀普遍的, 灾害以团块式出现,

基本单位是同质性的小麦田块。如一块平坦的麦田,

种植相同的小麦感虫品种, 实施相同的栽培管理措

施, 田中麦红吸浆虫虫口基数大, 小麦抽穗期与吸浆

虫成虫羽化高峰期相吻合, 则易成为成灾团块。如周

围的麦田与这块麦田地形地势、种植品种、虫口基

数、栽培管理措施相同, 即为同质麦田, 可形成连片

的成灾团块。如与成灾田块虫口基数、地形地势不

同, 危害程度不同, 则只成为受害轻, 甚至无灾的田

块。

2. 2. 2　同一块麦田内形成局部的小成灾团块　同

一块麦地由于地势不平, 随着雨水的流淌, 吸浆虫幼

虫被雨水携带流到低凹处, 特别在干旱条件下, 低凹

处由于积水多, 小麦生长茂密, 便成为麦红吸浆虫聚

集地。小气候也有利于其化蛹、羽化、成虫产卵与栖

息, 于是低凹处易成为麦红吸浆虫成灾核心团, 而同

块麦田的高燥处, 危害很轻, 甚至无害。

2. 2. 3　大小不同的成灾团块聚合形成大灾害　一

户、一村、一乡或一个县, 吸浆虫灾害团块连片出现,

形成较大的灾害团块。许多大小不同的成灾团块, 就

会造成大的灾害。但在形成灾害的户、村、乡或县周

围的户、村、乡、县, 吸浆虫危害程度差异很大, 有的

还可能无害。

张克斌等[7 ]把吸浆虫的灾害分布描述为“岛屿

式”或“鸡窝式”, 作者认为这不能确切反映吸浆虫成

灾的特点。吸浆虫成灾分布的空间格局小到一块麦

田的一部分低凹处, 大到数公顷多块相连的同质麦

田, 主要特征是不同大小的成灾团块。

作者描述麦红吸浆虫灾害的空间格局特征是:

出现在局部地区, 呈现出分布不均匀、大小不一的团

块。这些团块小到一块麦田的低洼处, 面积仅为

100～ 200 m 2, 大到一块、数块、数十块同质连片麦

田, 面积从 200 m 2 到数公顷。

2. 3　灾害分级标准及在关中麦区的灾害阶比

2. 3. 1　灾害分级标准　根据历史上麦红吸浆虫灾

害在关中地区出现的特点, 本研究提出关中地区不

同年份麦红吸浆虫灾害分级的标准 (表 1) , 以便利

用等级比较法进行比较分析。

2. 3. 2　关中麦区不同年份灾害阶比　根据关中地

区麦红吸浆虫发生危害与成灾的历史记载与作者的

实际调查记录, 按照灾害分级标准, 整理绘制了

1911～ 2002 年麦红吸浆虫在关中的灾害阶比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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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麦红吸浆虫灾害分级标准

T able 1　A classificat ion standard on p lagues caused by the w heat m idge

等级
P lague
degree

灾害级别
P lague grade

灾害情况
P lague situation

É 无灾
N on2p lague

无成灾团块出现或未见有成灾的报道N o any m ass of p lague appears o r reco rded h isto rically

Ê 微灾
M inute p lague

1 个县出现 1～ 5 个成灾团块, 或有 1～ 5 个成灾田块的记录 1- 5 p lague m asses appeared in a coun ty o r
1- 5 p ieces of p lague field w ere reco rded h isto rically

Ë 小灾
L igh t p lague

1～ 2 个县出现 6～ 10 个成灾团块, 或历史上有 1 个县区成灾的记录 6- 10 p lague m asses appeared in
1- 2 coun ties o r p lague appearing in a coun ty w as reco rded h isto rically

Ì 中灾
M oderate p lague

3 个县以上出现 10 个以上成灾团块, 或历史上有 2～ 4 个县区有成灾的记录M o re than 10 p lague m asses
appeared in mo re than 3 coun ties o r p lague appearing in 2- 4 coun ties w as reco rded h isto rically

Í 大灾
H eavy p lague

5 个以上县 (约占 20% ) 普遍出现成灾团块, 或历史上有 5 个以上县有吸浆虫猖獗发生的记录 P lague
m asses appeared w idesp read in mo re than 5 coun ties o r p lague appearing in mo re than 5 coun ties w as
reco rded h isto rically

图 1　麦红吸浆虫 1911～ 2002 年在陕西关中地区的灾害阶比

F ig. 1　Comparative degree on p lagues caused by S itod ip losis m osellana (Geh in)

in Guanzhong, Shaanx i, Ch ina in 1911- 2002

2. 4　成灾的周期性

从图 1 可见, 陕西关中地区从 1911～ 2002 年的

92 年中, 出现麦红吸浆虫小灾 (Ë 级) 以上的年份为

1915 年、1926 年、1946 年、1948～ 1952 年、1984～

1991 年, 出现灾害的有 16 年, 占 17. 39% , 成灾 5

次, 各次灾害相隔 10 年 ( 1915～ 1926 年)、19 年

(1926～ 1946 年)、1 年 (1946～ 1948 年)、32 年 (1951

～ 1984 年)。连年持续成灾 2 次, 即 1948～ 1952 年

持续 5 年, 1984～ 1991 年持续 8 年。灾害出现无明

显的周期性。

陕西关中地区出现麦红吸浆虫大灾 (Ì 级与Í
级)年份为 1948 年、1950～ 1952 年、1984～ 1987 年、

1989～ 1990 年, 成灾 4 次, 灾害相隔 1 年、30 年、1

年, 成灾 10 年, 占 10. 87% , 持续成灾 3 次, 即

1950～ 1952 年持续 3 年, 1984～ 1987 年持续 4 年,

1989～ 1990 年持续 2 年。

陕西关中地区出现麦红吸浆虫大灾 (Í 级)的年

份为 1948 年、1950～ 1952 年、1985～ 1987 年, 共计

7 年, 占 7. 60%。成灾 3 次, 相隔 1 年、32 年。

持续大灾 2 次, 1950～ 1952 年、1985～ 1987 年,

均持续 3 年, 相隔 32 年。是否具有 30 多年出现 1 次

持续大灾的规律性, 因仅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与

80 年代 2 次, 还需今后的继续观察验证。

2. 5　不同灾次发生的地区格局

小麦吸浆虫不同灾次发生的地区格局的特点如

下。

2. 5. 1　第 1 年成灾的田块在第 2 年乃至第 3 年不

一定连续成为灾害田块　根据观察研究, 如果第 1

年成灾的田块不防治, 第 2 年连续种麦, 可能继续成

为灾害田, 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关中地区从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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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50 年代初吸浆虫大发生以来, 吸浆虫发生和防治

的科学知识已普及, 群众在麦收后即知哪块田为灾

害田块, 并对灾害田块进行轮作换茬, 加强防治。灾

害田块 2 年或 3 年连续种麦是很少的。人为防治使

灾害田一般不能连年出现。如 1997 年长安县义井乡

石匣村一农户 0. 57 hm 2 小麦田为严重成灾田块,

1998 年经过防治, 未出现吸浆虫灾害。

2. 5. 2　第 1 年成灾的乡、县, 第 2 年或第 3 年不一

定连续成为局部灾害地区　一个乡、县由于田块较

多, 第 1 年出现成灾的田块, 农户对这类田块的吸浆

虫发生特别注意, 第 2 年抓紧防治, 便不再成为灾害

田块。在麦红吸浆虫大发生的年代, 第 2 年在这个

乡、县的其他田块常出现灾害, 且有蔓延扩大趋势。

如扶风县揉谷乡 1984 年仅有 2 个村 6. 67 hm 2 麦田

出现吸浆虫危害, 1985 年发展到 12 个村 366. 7 hm 2

麦地。小麦产量由每公顷产 4 677 kg 下降到

3 139. 5 kg, 平均减产 1 537. 5 kgöhm 2, 减产幅度达

32. 87%。后经过一二年的防治, 这个乡吸浆虫的危

害才得到控制。如果第 2 年气候条件等不适于麦红

吸浆虫发生, 或第 2 年在先年成灾田块周围麦田喷

药防治, 第 2 年这个县、乡其他地方麦田便不出现成

灾田块。

2. 5. 3　先一次严重成灾的区县, 第 2 次不一定为严

重成灾的区县　关中地区 1950～ 1952 年, 1985～

1987 年出现的 2 次吸浆虫连续 3 年大灾 (Í 级) , 严

重成灾地区是不相同的。1950～ 1952 年灾害最重的

是关中中部的周至县、户县、礼泉、兴平、武功, 平均

损失率 20. 00%～ 47. 73% , 特别是户县, 最重损失

达 86. 40% , 西部宝鸡地区 (市) 较轻, 岐山、眉县、扶

风 平 均 损 失 9. 14%～ 20. 00% , 最 高 损 失 为

61. 73%。1985～ 1987 年严重灾害出现在西部的宝

鸡地区 (市 ) , 1985 年调查宝鸡县平均损失为

11. 87% , 最高达 78. 5% , 扶风县平均损失 18. 6% ,

最重达82. 7% , 而中部的户县平均损失为 0. 8% , 最

重不超过1. 35%。据陕西省植保工作总站统计, 每公

顷有 180 万头幼虫以上的田块, 全省达标面积在

6 667 hm 2以上的 13 个县中, 宝鸡地区有 6 个县, 占

全省面积 42. 6% , 而咸阳地区只有 2 个县。所以不

同年代吸浆虫成灾出现的地县区域是不相同的。

3　总结与讨论

根据对陕西省关中地区麦红吸浆虫灾害的研

究, 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麦红吸浆虫灾害出现在局部地区, 呈现出

分布不均匀, 大小不一的团块。这些团块小到一块麦

田的低洼处, 面积仅为 100～ 200 m 2, 大到一块、数

块、数十块同质连片麦田, 面积从 200 m 2 到数公顷。

(2) 每次大的灾害发生的地区不一定相同。关

中地区 20 世纪 50 与 80 年代出现的 2 次连续 3 年

大灾 (Í 级) , 1950～ 1952 年灾害最重的是关中中部

的周至、户县、礼泉、兴平、武功, 西部宝鸡地区 (市)

较轻, 而 1985～ 1987 年严重灾害出现在西部的宝鸡

地区 (市)。

(3) 把麦红吸浆虫的灾害按照出现成灾田块的

多少分为无灾 (É 级)、微灾 (Ê 级)、小灾 (Ë 级)、中

灾 (Ì 级) 与大灾 (Í 级) 5 个等级, 利用阶比法绘制

陕西关中地区麦红吸浆虫灾害阶比图, 结果表明, 小

到大灾 (Ë、Ì、Í 级)或中到大灾 (Ì、Í 级) , 均无明

显的周期性。1950～ 1952 年和 1985～ 1987 年发生

的 2 次均持续 3 年的大灾 (Í 级) , 相隔 32 年, 但是

否 30 年左右麦红吸浆虫暴发成灾 1 次, 还有待今后

继续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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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p lagues cau sed by S itod ip losi sm osellana (Geh in)

and their law and con tro l
É . Spat ia l pat ten and periodicity on p lague em 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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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enera l S ta tion f or P lan t P rotection of S haanx i P rov ince, X iπan, S haanx i 710003,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 iga t ion and ob servat ion of the w heat m idge, S itod ip losis m osellana

(Geh in) , in Guanzhong, Shaanx i P rovince,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data reco rded from 1911 to 2002, the

spat ia l pat tern of p lague cau sed by the w heat m idge is found to be m ass2like, occu rring in part reg ion s and

dist ribu t ing uneven ly. T he m asses vary from a p iece of w heat f ield o r a concavity in it to severa l p ieces of

adjacen t and homogeneou s w heat f ield. T he areas of a p lague m ass vary from 100 m 2 to severa l hm 2.

A cco rd ing to the amoun t of ou t2b reak ing fields, the p lague of the w heat m idge can be classif ied in to five

grades: non2p lague (grade É ) , m inu te p lague (grade Ê ) , ligh t p lague (grade Ë ) , modera te p lague (Ì ) ,

and heavy p lague (grade Í ). T he degrees of its p lague in Guanzhong w ere compared illu st ra t ively. T he

sta t ist ica l analysis show s that du ring the 92 years from 1911 to 2002, there w ere 16 years occu rring grade

ligh t,modera te and heavy p lague (grade Ë . Ì . Í ) (17. 39% ) , being calam ity 5 t im es apart 10, 19, 1, and

32 years respect ively; 10 years occu rring modera te and heavy p lagues (grade Ì and Í ) (10. 87% ) , being

calam ity 4 t im es separa ted by 1, 30, and 1 year respect ively; 7 years occu rring heavy p lague (grade Í ) (7.

60% ) , being calam ity 3 t im es separa ted by 1 and 30 years and no apparen t periodicity. T he su sta inab le

heavy p lagues occu rred tw ice in 1950 to 1952 and 1985 to 1987, a ll last ing fo r 3 years and separa ted by 32

years. W hether there occu rs a heavy p lague every 30 years o r so needs to be fu rther studied. T he region s

w here each heavy p lague occu rred m ay no t be the sam e. Fo r examp le, the mo st seriou s calam ity in 1950-

1952 occu rred in the cen tra l part of Guanzhong p la in, including Zhouzh i, H ux ian, L iquan, and W ugong

coun t ies; tha t in 1985- 1987 occu rred at the w est part of Guanzhong, i. e. Bao ji P refectu re (C ity).

Key words: S itod ip losis m osellana (Geh in) ; p lague; spat ia l pat ten; period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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