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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红吸浆虫的灾害与成灾规律研究
Ê . 灾害出现的影响因子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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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小麦吸浆虫作为小麦的重要害虫能够成灾, 内在条件在于其生活隐蔽、幼虫滞育与多态性、潜伏土

壤中隔年或多年羽化、种群数量增长迅速, 具 r 型与 k 型生态对策的优势特性。小麦作为承灾体, 对麦红吸浆虫的

危害有一系列防御机制, 表现出不选择性、机械抗性、生化抗性等多层次的综合抗性。种植感虫小麦品种, 抽穗期与

吸浆虫的羽化高峰期相吻合, 是出现灾害的基本条件。在半湿润和干旱地区, 小麦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因子, 如地

形地势、土壤、温度、降雨、光照、风、天敌, 以及农业生产措施如水利工程与灌溉、品种更换、种植制度、土壤耕作、施

用农药、施肥、播期等田间管理措施与水平, 对麦红吸浆虫发生与暴发成灾有交互影响作用。小麦品种的抗性程度、

保持土壤湿度的灌溉条件与雨量、种植制度及农田农药的施用情况是麦红吸浆虫发生与成灾的关键因子, 新灌区

对麦红吸浆虫的灾害应特别引起注意。麦红吸浆虫灾害发生的过程分为孕育期、潜伏期、预兆期、暴发期、持续期、

衰减期、平息期 7 个阶段。根据灾害出现各阶段的特征, 提出了控制策略与监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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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对环境条件、农业生产措施与麦红吸浆

虫发生及危害关系的研究报道很多[1～ 9 ] , 但对麦红

吸浆虫灾害的致害因子与承灾体的特点、影响成灾

的关键因子与主要因子及灾害发生的过程缺少研

究。本研究以陕西关中地区麦红吸浆虫的发生与灾

害为对象, 根据农业灾害学原理与方法[10 ]从上述几

个方面对麦红吸浆虫成灾的规律进行了探讨。

1　研究方法

灾害与气候关系的研究　根据陕西省气候应用

所提供的气候观察资料, 整理出 1932～ 2000 年的气

象资料, 分析麦红吸浆虫成灾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灾害与农业生产措施关系的研究　系统整理关

中地区水利条件、耕作制度、种植模式、品种更换、农

药使用的历史资料等, 分析吸浆虫成灾与农业生产

措施变化的关系。

环境因子与种群变动的研究　在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农作一站玻璃网室, 进行土壤湿度等对麦红吸

浆虫种群变动影响及成灾摸拟试验, 分析成灾原因。

滞育与生态因子关系研究　在实验室进行麦红

吸浆虫滞育形态、生化特征、影响滞育形成及解除因

子的研究, 确定幼虫易受环境因子影响的时期。

基因流模型研究　在实验室进行麦红吸浆虫种

群遗传结构及基因流模型研究, 分析关中地区与周

围地区麦红吸浆虫发生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2　研究结果

2. 1　影响成灾的因子

　　小麦吸浆虫以幼虫吸食小麦籽粒汁液, 使籽粒

成瘪粒或空壳, 一般减产 10%～ 20% , 严重为害的

田块减产 50% 乃至毁产, 使收获的小麦失去食用价

值。麦红吸浆虫成灾既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 也受

农业生产措施的影响, 存在着相互交错的关系 (图

1)。

2. 1. 1　致害因子——麦红吸浆虫　麦红吸浆虫是

小麦的致害因子, 具有以下特点: ①生活隐蔽。1 年

中有 11 个月以圆茧幼虫生活在土壤中, 卵和入土前

的幼虫虽生活在麦穗上, 但栖息于麦颖内, 生活隐

蔽, 栖境稳定。成虫寿命 2～ 5 d, 个体小。幼虫在麦

颖内吸食正在发育的麦粒乳汁, 为害不易被发现。②

以滞育幼虫在土壤中越夏越冬, 对不利的环境因子

适应性强, 有延长 2～ 12 年的隔年或多年滞育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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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种群延续。③种群数量增长迅速, 1 雌虫每次

产卵 50～ 90 粒, 孵化率在 85% 以上, 在适生的小麦

品种籽粒内, 幼虫存活率达 90% 以上, 1 只雌虫一年

能增殖 30～ 40 倍。如果环境适宜, 2～ 3 年种群数量

就可急剧增长。④就生态对策而论, 麦红吸浆虫既具

有 r 类害虫体形小、繁殖力强的特点, 又具有 k 型害

虫世代周期长、保护机制完善的特点。

图 1　影响麦红吸浆虫成灾的各种因子间的相互作用

F ig. 1　 In terrela t ionsh ip betw een differen t k inds of facto r affecting the

p lague of S itod ip lod is m osellana (Geh in)

2. 1. 2　承灾体——小麦　小麦受麦红吸浆虫的为

害, 两者在长期的相互斗争中协同进化, 小麦从物

候、形态、生化物质方面形成一系列防御机制。

①避虫作用　吸浆虫的羽化高峰期与小麦抽穗

期相吻合, 有利于成虫产卵和幼虫入侵为害, 但在人

工栽培措施或气候条件影响下, 小麦提早或推迟抽

穗, 抽穗期与吸浆虫羽化高峰期错开, 表现出明显的

避虫作用。

②机械抗性　麦穗的形态结构, 如麦芒长短、小

穗密度、内外颖扣合松紧与开张角度、外颖缘毛长度

及内外颖缘毛密度与粗壮程度, 对吸浆虫有一定的

机械抗性作用。

③生化抗性　生化分析表明, 小麦籽粒中酚类

是重要的抗虫物质, 酚类与还原糖、单宁共同作用,

对吸浆虫产生抗性, 蛋白质的组成也与抗性有关。

小麦对麦红吸浆虫的防御机制表现为一个多层

次的综合抗性, 小麦品种的抗性程度是影响麦红吸

浆虫成灾的关键因子。

2. 1. 3　自然因子的作用　①降雨。关中属半湿润地

区, 1932～ 2000 年的年平均雨量为 577. 05 mm , 只

有 1951～ 1960, 1981～ 1990 年这两个 10 年中年平

均雨量比 577. 05 mm 高出 61. 12 和 67. 02 mm , 这

两个 10 年段正是吸浆虫在关中地区的 2 次暴发成

灾期, 大灾发生在 1950～ 1952 和 1985～ 1987 年。

雨量对吸浆虫种群数量的影响作用主要是使幼

虫顺利离开麦穗并入土 (5 月下旬到 6 月上旬)。干

旱影响越夏幼虫的死亡率 (7 月下旬～ 8 月下旬) 及

幼虫出土化蛹和羽化率 (3 月中旬～ 4 月下旬)。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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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般春季少雨, 在春季多雨的年份, 有利于当年

吸浆虫的发生。

根据作者对西安气象台记载气象资料的统计分

析, 1945～ 1954 年当年 3～ 4 月降雨量与吸浆虫灾

害阶比的相关系数为 0. 7 (表 1)。

表 1　1945～ 1954 年 3～ 4 月降雨量与麦红吸浆虫灾害的关系

T able 1　R elationsh ip betw een rainfall from M arch to A p ril and p lague of S itod ip losis m osellana (Geh in) in 1945～ 1954

年份
Year

降雨量ömm Rainfall

3 月
M arch

4 月
A p ril

3、4 月合计
M arch and A p ril

灾害阶比
P lague degree

1945 6. 2 21. 7 27. 9 1

1946 35. 9 47. 7 83. 6 3

1947 31. 7 25. 7 57. 4 1

1948 39. 5 58. 1 97. 6 5

1949 34. 5 27. 5 62 3

1950 16. 2 111. 1 127. 3 5

1951 9. 1 44. 3 53. 4 5

1952 42. 4 53. 8 96. 2 5

1953 32. 5 25. 7 58. 2 2

1954 13 60. 8 73. 8 2

合计 To tal 261 476. 4 737. 4 32

平均A verage 26. 1 47. 64 73. 74 3. 2

　　7 月下旬～ 8 月下旬多雨, 减少了吸浆虫的越夏

死亡率 (夏季死亡率高达 50%～ 90% ) , 5 月下旬～ 6

月上旬多雨, 提高了幼虫的入土率。若没有一定水分

保证, 幼虫不能爬出麦颖落入土中, 而随收割的麦穗

到打麦场内, 会使绝大部分死亡, 从而减少了第 2 年

麦红吸浆虫的发生数量。

②温度　关中地处北温带, 麦红吸浆虫比较耐

寒, 越冬死亡率低 (一般为 10% )。1932～ 2000 年 1

月份, 极端低温- 3. 0～ - 14. 0 ℃, 最高温度 1. 1～

16. 7 ℃, 平均温度为- 4. 2～ 2. 6。分析表明, 1 月份

极端低温的变化对麦红吸浆虫越冬死亡率无明显影

响。

温度影响幼虫出土化蛹和继续滞育。吸浆虫幼

虫化蛹前一般结长茧, 已结长茧的幼虫, 若遇天气转

晴、温度升高、湿度降低, 长茧又会变为圆茧, 继续潜

伏。羽化过程中, 因温度和湿度不适的死亡率较高。

幼虫自上升土面活动到羽化, 损失高达 80%。

温度影响成虫的产卵。成虫寿命 2～ 5 d, 产卵期

延续 15～ 20 d, 成虫最适活动温度为 20～ 25 ℃, 30

℃以上与 15 ℃以下都不活动, 10 ℃以下引起死亡。

关中地区吸浆虫成虫发生期在 4 月下旬到 5 月上

旬, 4 月下旬最低温度 4. 8～ 17. 6 ℃, 平均温度 12. 6

～ 20. 9 ℃, 最高温度 16. 2～ 35 ℃。5 月上旬最低温

度 4. 0～ 16. 8 ℃, 最高温度 17. 4～ 37. 8 ℃, 平均温

度 13. 7～ 21. 5 ℃, 一些年份成虫数量多, 但不产卵,

系由高温所致。

③风　风主要影响吸浆虫成虫的传播与扩散。

通常成虫飞翔高出麦株 10 cm 左右, 但也可达 3～ 4

m 以上, 最高可达 30 m。一般一次飞翔距离 2 m 左

右, 顺风一次飞翔 40 m 以上, 这是吸浆虫成虫扩散

蔓延的主要方式。成虫遇大风则潜伏不动。

④光　光周期影响吸浆虫的滞育。据测定, 其幼

虫敏感光周期为 14～ 15 h, 敏感虫期为 1 龄幼虫。由

于 1 龄幼虫潜伏在麦颖中, 其临界光周期不易观察,

还需进一步研究。成虫怕强光, 下午 5: 00 至日落前

飞翔最盛, 日落后成虫不飞翔, 但继续产卵。光对吸

浆虫虫口数量变动和成灾无明显影响。

⑤土壤　吸浆虫一年有 11 个月生活在土壤中,

土壤对幼虫的生活生存影响较大。壤土保水与排水

性好, 适于幼虫生存, 粘土干燥时易板结、砂土温湿

度变化大, 幼虫死亡率高。特别是 5 月下旬到 6 月上

旬, 刚入土的幼虫遇到高温干燥, 容易大量死亡。

1998～ 1999 年, 在网室中进行的吸浆虫实验种群生

命表观察[11 ]发现, 7 月干旱 1 个月, 幼虫死亡率达

50% , 7～ 9 月干旱 3 个月, 死亡率可达 84. 3% , 这说

明干旱是幼虫越夏死亡的重要因子。

⑥天敌　据李修炼等[12 ]调查, 在关中寄生麦红

吸浆虫的寄生蜂有 7 种, 优势种是瘿蚊长索广腹细

蜂 (P la ty g aster h iem a lis Fo rbes)与瘿蚊双索金小蜂

(P irene conjung es Graham ) , 虫口数量分别占寄生

蜂总虫口数量的 81. 71% 与 12. 92%。寄生蜂种群数

量的增长依赖于吸浆虫种群的增长, 吸浆虫连续几

年大发生时寄生蜂种群迅速增长, 有的田块寄生率

最高达 96. 6%。寄生蜂出现有两个高峰, 一是紧随

在成虫出现高峰之后, 二是在初龄幼虫期。据张克斌

等[13 ]推算, 1 头寄生蜂足够控制 1. 5 个吸浆虫雌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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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卵, 当吸浆虫雌虫与寄生蜂比达 1. 5∶1 时, 第

二年吸浆虫数量急剧下降。据李修练等[14 ]调查, 陕

西麦田吸浆虫的捕食性天敌中昆虫有 12 种, 蜘蛛有

11 种, 捕食天敌大多是多食性, 捕食一定量的吸浆

虫, 也捕食麦田其他昆虫, 对吸浆虫种群的控制作用

有一定局限。

⑦地形地势　关中地区的麦田主要分布于渭河

沿岸的河槽地 (三道塬) , 以及两侧的一、二级阶地

(二道塬与头道塬)。20 世纪 50 年代, 麦红吸浆虫主

要发生在三道塬和二道塬, 因为其地势低平, 有灌溉

条件; 80 年代, 由于宝鸡峡水利工程的修建, 头道塬

也能灌溉, 其地下水位升高, 成为吸浆虫新的适生

地。吸浆虫与地形地势的关系极为明显, 低凹地或一

块田的低凹处虫多, 平地次之, 坡地最少, 阳坡地比

阴坡地更少, 主要是由于土壤湿度的影响。

2. 1. 4　农业生产措施的作用　①小麦品种的更换。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关中地区种植的主要小麦品

种是蚂蚱麦、碧玉麦、华阳麦、和尚头麦等, 这些品种

均为感虫品种, 是造成 1946～ 1952 年吸浆虫猖獗成

灾的一个关键因素, 此后, 抗虫品种西农 6028、西北

站 2 号开始推广; 60 年代主要是 6028 的子代品种,

如丰产 3 号、陕农 1 号; 70 年代为其子代及衍生系,

如矮丰 3 号、官村 1 号、咸农 68 号等, 抗虫品种使吸

浆虫成灾得到控制。到 80 年代, 以小偃 6 号为主的

感虫品种推广种植面积达 80% 以上, 1982～ 1991 年

出现的重灾田块都与种植小偃 6 号有关。哪里种植

感虫品种年份越多, 面积越大, 受害成灾就越严重;

哪里种植抗虫品种年代越多, 面积越大, 受害就越

轻, 成灾就越少。实践证明, 大面积种植抗虫或感虫

品种是影响吸浆虫成灾的关键因子。

②水利条件的变化　关中虽属半湿润地区, 但

干旱仍然是制约小麦稳产、高产的主要因素。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重视兴修水利, 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后, 水利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水田面积由 50 年

代初的 20 多万 hm 2 扩展到目前的 92 多万 hm 2。宝

鸡峡水利工程的修建, 使沿渭河二级阶地 (头道塬)

的旱田变成水浇田, 地下水位上升, 低凹地有了渍

水, 加之这些地区土层厚, 土质保水力强, 导致该区

成为吸浆虫新的适生地, 虫口数量迅速增长。

农田灌溉对吸浆虫的影响, 在于其一方面保持

和增加了土壤湿度, 另一方面, 使原来的夏季休闲地

开始复种玉米等作物, 高温干燥的 7 月下旬到 8 月,

田间经常灌水, 又有作物覆盖, 降低了吸浆虫的越夏

死亡率, 为吸浆虫种群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幼虫随

灌溉水流动, 是吸浆虫传播蔓延的途径之一, 导致低

凹处的虫源增加, 使这些地方成为吸浆虫成灾田块

的多发地段。所以灌溉条件也是影响吸浆虫种群数

量的关键因子之一。

③种植制度的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前, 关中地

区以旱田面积为主, 主要种植小麦, 属于单作一熟型

种植模式, 种植体制采用换茬轮作, 多为小麦连种 3

年, 前 2 年小麦收后休闲深耕, 夏季暴晒, 第 3 年小

麦收割后种耐旱作物谷子, 谷子收后种豌豆, 提高土

地肥力, 第 4 年豌豆收后再休闲, 再连种小麦 3 年。

也有与苜蓿换茬提高土壤肥力的, 苜蓿一般连作 2

年, 或者与油菜换茬, 油菜种植 1 年, 夏季休闲, 再种

小麦。20 世纪 50 年代后, 关中地区的大面积旱田变

成水田, 种植模式也多变为单作多熟型, 复种指数提

高, 种植制度采用换茬轮作, 主要为: 小麦—玉米→

小麦—玉米; 小麦—玉米→棉花→小麦; 小麦—玉米

→油菜→小麦; 小麦—大豆或其他豆类→小麦。这样

的换茬轮作, 使小麦收获后的土壤来不及深耕, 甚至

小麦还未收获, 套种的玉米已经出苗。7 月下旬到 8

月下旬, 地面有了玉米或豆类作物覆盖, 加上适时灌

溉, 为吸浆虫的顺利越夏创造了条件, 这也是 80 年

代长安县等地吸浆虫成灾的关键原因之一。

麦红吸浆虫是喜湿昆虫, 耐水湿的特性使其在

淹水条件下能生活 1 个多月。但过多水分也对其不

利, 在关中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 实行稻麦轮作, 由

于稻田积水时间较长, 切断了虫源, 这些农田就无吸

浆虫危害。

④施用农药的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关中

地区农田很少施用杀虫农药。1951 年后, 大力推广

施用 666 防治麦田吸浆虫, 连年的大面积施用, 使吸

浆虫虫口数量迅速降低, 对灾害的控制起了很大作

用, 而且由于药效好, 残效长, 药效的积累对吸浆虫

种群数量的回升也起到了控制作用。80 年代 666 的

停用, 农药使用量大为减少, 关中杀虫剂销售量只及

60 年代的 2ö3, 70 年代的 1ö3。加之关中棉田面积大

幅度减少, 西部地区基本不再种棉花, 农田不施农

药, 解除了药剂对吸浆虫的杀伤控制作用。这也是

1982 年后吸浆虫逐渐成灾, 直到 1985～ 1987 酿成

大灾的原因之一。

⑤麦田管理与产量水平的变化　1950 年前, 关

中主要栽培的是农家品种蚂蚱麦、三月黄等, 产量多

为 1 500～ 2 250 kgöhm 2, 加之缺少化学肥料, 土壤

养分瘠薄, 小麦植株稀少, 麦田郁蔽度小, 大部分农

田不适于吸浆虫生活生存, 麦红吸浆虫成灾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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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生长茂密田, 特别是低凹处。1950～ 1965 年, 主

要推广碧蚂 1 号、6028 等高杆品种, 产量提高到

3 000～ 4 500 kgöhm 2; 1965～ 1978 年, 推广丰产 3

号等矮秆品种, 密度大, 穗数多, 实行高水肥栽培, 田

间郁蔽度高, 产量达到 3 750～ 5 250 kgöhm 2, 有利

于吸浆虫成虫和幼虫活动。1978 年后, 推广小偃 6

号等矮秆品种, 产量达到 4 500～ 6 000 kgöhm 2。随

着小麦密植、穗多、产量高, 单位面积载虫量大为提

高。 据 张 克 斌 等[13 ] 推 算, 50 年 代 小 麦 产 量

2 250 kgöhm 2, 能承载吸浆虫 23 400 万头, 80 年代

小麦产量为 4 500 kgöhm 2, 能承载 46 800 万头。据

调查, 80 年代吸浆虫严重发生区, 每公顷虫口多为

几百万头甚至几千万头, 最高多达 141 615 万头。

2. 2　灾害的发生过程

总结关中地区 1946～ 1953, 1982～ 1991 年麦红

吸浆虫 2 次大灾害的形成和控制过程, 可以看出, 吸

浆虫灾害的发生和其他农业灾害一样[10 ] , 分为 7 个

阶段。

2. 2. 1　孕育期　吸浆虫与小麦在自然因子和农业

生产措施的相互作用下, 吸浆虫种群数量波动, 开始

上升, 出现扩大蔓延的趋势。

2. 2. 2　潜伏期　吸浆虫种群数量增长开始进入量

的积累, 但对小麦生产并不产生明显的破坏作用, 未

出现成灾田块, 农业生产者一般不易注意到其灾害

的存在。

2. 2. 3　预兆期　吸浆虫种群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

在局部地区出现成灾田块, 相当于灾害分级中的微

灾 (Ê 级) , 个别农户受灾。

2. 2. 4　暴发期　吸浆虫种群数量进一步增长, 并扩

大蔓延, 对小麦生产产生明显的破坏作用, 出现小灾

(Ë 级) , 引起个别县区对吸浆虫防治的重视。

2. 2. 5　持续期　吸浆虫进入大发生阶段, 灾区面积

迅速扩大, 大面积小麦受到损害 (Ì、Í 级) , 引起多

数县区, 乃至整个地区和全省的重视, 采取积极措施

防治吸浆虫, 一般持续 3 年以上。

2. 2. 6　衰减期　经过整个地区的普遍重视和防治,

吸浆虫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直到不再出现成灾田块,

一般需 1～ 2 年。

2. 2. 7　平息期　吸浆虫数量衰减到不足以对小麦

生产造成危害, 农业生产中对吸浆虫不再采取专门

的防治措施。

2. 3　灾害控制的策略

根据麦红吸浆虫成灾的发生过程, 对麦红吸浆

虫灾害的控制应采取如下策略: 预防为主, 掌握虫

情, 利用以种植抗虫品种和轮作换茬为主的农业措

施, 结合重点药治, 保护利用天敌, 将灾害控制在孕

育期与潜伏期, 消除于预兆期, 控制其不发展到暴发

期。

2. 4　系统防治与控制灾害的措施

(1)加强吸浆虫适宜生境, 特别是低凹田块与地

段的虫口数量检查, 掌握数量变动趋势。

(2)发现有虫口数量增长, 对预示进入灾害潜伏

期的田块与地段, 改种抗虫品种或实行轮作换茬, 主

要通过农业技术措施, 消除灾害隐患。

(3)发现有成灾田块, 立即轮作换茬, 消除微灾

形成的虫源基地, 阻止灾害扩大蔓延。

(4)一旦暴发成灾, 直至灾害持续期, 对灾害田

块及周围麦田, 在小麦孕穗期, 即麦红吸浆虫化蛹

期, 或小麦抽穗 70% 左右时, 即麦红吸浆虫成虫盛

发期, 重点施药, 将吸浆虫防治于产卵之前。对吸浆

虫与寄生蜂比达到 1. 5∶1 的田块, 重点保护, 利用

天敌减低虫源, 持续 2～ 3 年, 使灾害衰减直到平息。

3　结　论

1)小麦吸浆虫作为小麦的重要害虫, 能够成灾,

在于其具有生活隐蔽、幼虫滞育多态性、潜伏土壤中

隔年或多年羽化、种群数量增长迅速及其既具 r 型

又具 k 型生态对策的优势等特性, 这是能够成灾的

内在条件。

2) 小麦作为承灾体, 对麦红吸浆虫的危害有一

系列防御机制, 表现出不选择性与避虫作用及机械

抗性、生化抗性等多层次的综合抗性。种植感虫小麦

品种, 其抽穗期与吸浆虫的羽化高峰期相吻合, 是出

现灾害的基本条件。

3) 在半湿润和干旱地区, 小麦生态系统的自然

环境因子如地形地势、土壤、温度、降雨、光照、风、天

敌, 及农业生产措施如水利工程与灌溉、品种更换、

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农药施用、施肥、播期等田间管

理措施与水平, 对麦红吸浆虫发生与暴发成灾有交

互影响作用, 但影响麦红吸浆虫种群变动与成灾的

关键因子是小麦品种的抗性程度、保持土壤湿度的

灌溉条件与雨量、种植制度、农田农药施用等的变

化。

4) 在半湿润和干旱地区, 易出现麦红吸浆虫灾

害的地方和田块是河流两岸、平原低洼处或灌溉地

区因流水停滞, 吸浆虫幼虫随水流传播, 虫源易集

中, 土壤湿度较大, 有利幼虫的出土、化蛹和羽化; 连

年种植感虫小麦品种; 夏季田间有复种的作物, 吸浆

虫幼虫越夏死亡率低; 多年不使用杀虫农药。水利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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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工程的修建, 旱地变为水田的新灌区, 基本满足了

上述条件, 扩大了麦红吸浆虫的分布与成灾范围。因

此, 新灌区应特别引起对麦红吸浆虫灾害的注意。

5) 麦红吸浆虫灾害发生的过程分为孕育期、潜

伏期、预兆期、暴发期、持续期、衰减期、平息期 7 个

阶段。

6) 根据灾害出现的各阶段的特征, 提出了麦红

吸浆虫灾害监控策略与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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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P lagues cau sed by S itod ip losis m osellana
(Geh in) and their L aw and Con tro l

Ê . Facto rs affect ing p lague em ergence and their con tro l

Y UAN Feng, HUA Bao-zhen ,W U Jun -x iang, HE Hong, ZHU Chuan - shu
(Colleg e of P lan t P rotection,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W hy w heat m idge, S itod ip losis m osellana (Geh in) , a seriou s pest of w heat, can cau se heavy

dam age resu lts from its fo llow ing characters: it h ides mo st of its life; the larvae have diapau se m u lt imo r2
ph ism and lie in the so il fo r tw o to severa l years befo re pupat ing; its popu la t ion increases rap id ly w ith bo th

r2type and k2type eco logica l st ra teg ies, being capab le of ou t2b reak ing innately. A s the dam age recep to r,

w heat has a series of resistance modes to w heat m idge, such as non2escap ing physica l resistance, and b io2
chem ical resistance etc. P lan t ing su scep t ib le w heat cu lt ivars and synch ron izing w heat heading w ith the e2
m ergence peak of the w heat m idge are the essen t ia l condit ion s to cau se p lague. In the sem i2hum id and arid

areas, the natu ra l environm en ta l facto rs in the w heat eco system , such as topography, so il compo sit ion, tem 2
pera tu re, p recip ita t ion, ligh t,w ind, and natu ra l enem ies, and the farm ing p ract ices, such as irriga t ion w o rk s

and irriga t ion, variety rep lacem en t, p lan t ing system , pest icide app lica t ion, fert ilizer app lica t ion, and sow ing

t im e, have in teract ive influences on the occu rring and p lague of the w heat m idge. T he key facto rs influenc2
ing the popu la t ion dynam ics and p lague of the w heat m idge, how ever, are the resistance of w heat variet ies,

irriga t ion condit ion and p recip ita t ion to p reserve the mo istu re con ten t of so il, p lan t ing system , and the al2
ternat ion of pest icides app lied in the fields. T he p lague p rocess of the w heat m idge is d ivided in to seven

stages: sp rou t ing, incubat ion, p resage, erup t ing, su sta in ing, d im in ish ing, and sub sid ing periods. T he stra tegy

and m easu res to con tro l and fo recast its p lague are pu t fo rw ard.

Key words: w heat m idge, S itod ip losis m osellana (Geh in) ; p lague law ; influen t ia l facto rs; occu rence p ro2
cess; con tro lling p l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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