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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化对化州市水稻两迁害虫发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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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广东省化州市 $&(&%"##Y 年气温资料及化州市病虫测报站 $&Y&%"##Y 年稻飞虱’稻纵卷叶螟
!$+/"+,(;*(;#&3%0#$+,#&"L501a0#田间测报资料!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该地区气温变化与稻飞虱’稻纵卷叶螟
发生的关系& 结果表明$与 $&(&%$&YY 年 $%% 月各旬平均气温比较!$&Y&%$&&Y 年气温变化不明显!而从
$&&&%"##Y 年呈明显的增温态势!这种气候背景使得上述 " 害虫发生期和发生程度随 $%% 月平均气温的升高而
显著提前和加重! 平均气温与发生期和发生程度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关键词!稻飞虱! 稻纵卷叶螟! 温度变化!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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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Q#"#%$)##%#’化州市重点科技计划项目1化科字""#$##$’ 号2&

##通讯作者! D3O69B$E2;*&#&&Y)W$")PE?O

收稿日期$"#$$3#$3$%!接受日期$"#$$3#’3"&

!!稻飞虱"主要为褐飞虱 G#,+/+*)+2+ ,)4%$&:>qB
和白背飞虱 I(4+2%,,+ -)*;#-%*+ ?̂HIn>;#和稻纵卷
叶螟!$+/"+,(;*(;#&3%0#$+,#&"L501a0# "简称水稻
两迁害虫!下同#是严重危害水稻生产的重大害虫
"翟保平和程家安!"##)#!具有远距离迁飞性’突
发性’暴发性和毁灭性等特点& 近年来在化州市
发生期早’发生量大’危害时间长’危害程度重&
水稻两迁害虫在化州市 $ 年均发生 * 代!" ]’ 代

是早稻主害代"陈观浩!"##’!"##%#& 由于 " 代发
生的迟早’轻重对以后各代有密切关系!因此!如
何做好对 " 代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的测报和防治
工作将直接影响水稻安全生长及产量& 通过长期
的监测和分析!作者发现!" 代稻飞虱’稻纵卷叶螟
的发生迟早’轻重与当年 $%% 月份气温高低有密
切的关系& 本文就化州市 (# 年来 $%% 月气温变
化与 " 代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发生期和发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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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进行分析&

9:材料与方法
9K9:虫情及气象资料

虫情资料包括 $&Y&%"##Y 年稻飞虱’稻纵卷
叶螟的发生资料"田间发生为害情况调查以及发
生期’发生程度等方面的资料#& 参照/农作物主
要病虫测报办法0 "农业部农作物病虫测报总站!
$&Y$#和 /稻飞虱测报调查规范0 "LQwS$(*&%3
$&&(#"汤金仪等!$&&)#及/稻纵卷叶螟测报调查
规范0"LQwS$(*&’3$&&(#"廖皓年等!$&&)#!开展
田间发生为害情况调查和发生程度分级&

历史气象资料由化州市气象局提供&

9K;:数据分析方法
使用2测验和相关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统计在DkE0B软件上进行&

;:结果与分析
;K9:BO 年来各个阶段的气温变化

从化州市 (# 年来 $%% 月份的气象资料来看
"表 $#!它可以划分成 " 个阶段!$&(&%$&&Y 年为
平稳阶段!$&&&%"##Y 年为高温阶段& 为了与化
州市病虫测报站的水稻两迁害虫历史资料相衔

接!进行可比性分析!本文将 (# 年来的历史资料
分成 ’ 个阶段!第 $ 阶段为 $&(&%$&YY 年!第 " 阶
段为 $&Y&%$&&Y 年!第 ’ 阶段为 $&&&%"##Y 年&
对各个阶段每年 $%% 月份的各旬平均气温的历
年平均值进行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 ’ 个阶段气温变化的关系 2检验
表明!$&Y&%$&&Y 年 "简称为前 $# 年!下同#的
$%% 月份各旬平均气温与 $&(&%$&YY 年的 $%%
月份各旬平均气温没有显著差异"2|$["&)!0-
|$$!7|#[""$ #!即前 $# 年间的气温没有比 "#
世纪 )#%Y# 年代气温升高!即使有升高!也是很
少的& $&&&%"##Y 年"简称近 $# 年!下同# $%%
月份各旬平均气温与 $&(&%$&YY 年进行比较发
现!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2|([%’"!
0-|$$!7|#[####!也就是说!近 $# 年 $%% 月
平均气温比 $&(&%$&YY 年 $%% 月的平均气温明
显增高已达到极显著水平& 再看近 $# 年 $%% 月
份各旬平均气温与前 $# 年比较!同样达到显著水
平"2|"[)&*!0-|$$! 7|#[#"$#& 从上述分析
情况表明!近 $# 年 $%% 月各旬的平均气温极显
著或显著高于前 " 个阶段"即 "# 世纪 )#%&# 年
代#同期的平均气温!这种情况对 " 代稻飞虱’稻
纵卷叶螟发生迟早’轻重的影响明显表现出来&

表 9:9NBN(;OOM 年各阶段 9(A 月各旬平均气温比较 &b’
F%-,39:J)#$%/0()1)*’23’314%8(%?3/%+3’3#$3/%’5/3-3’.331f%15%/8 %146$/0,*/)#9NBN ’) ;OOM &b’

阶段
:>620

$ 月j6156HF " 月/0MH56HF ’ 月 86HE; % 月-AH9B

上旬
D6HBF

中旬
89CP

下旬
46>0

上旬
D6HBF

中旬
89CP

下旬
46>0

上旬
D6HBF

中旬
89CP

下旬
46>0

上旬
D6HBF

中旬
89CP

下旬
46>0

$&(&%$&YY $%[* $([$ $([& $([" $)[Y $)[% $Y[$ $&[* "#[( "$[* ""[& "%[%
$&Y&%$&&Y $*[$ $([( $%[" $([( $*[& $([Y $Y[" "#[# "$[# ""[# "’[( "([#
$&&&%"##Y $)[" $)[’ $([( $([* $Y[% $Y[( $Y[) "#[% "$[( "’[# "’[Y "([)

;K;:气温与稻飞虱发生关系
通过对化州市 " 代稻飞虱发生与气温变化关

系分析结果"表 "#表明!$%% 月平均气温与 " 代
稻飞虱发生期和发生程度间的相关系数达极显著
或显著水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7|
#[##$ �#[#$#!*|#[%*("7|#[#’% �#[#(#! 即
$%% 月气温高的年份!成虫发生期就早!相应的若
虫发生期也早!发生程度也相对较重!反之则迟发
生和发生较轻& 而且!近 $# 年 " 代稻飞虱成虫始

盛期和虫口密度明显早于和重于前 $# 年!这与近
$# 年 $%% 月份气温明显高于前 $# 年 $%% 月气
温相对应& 近 $# 年来平均始盛期为 % 月 "* 日!比
前 $# 年平均始盛期的 ( 月 ( 日提早 Y C!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2|’[""$! 0-|$Y! 7|#[##(#+近 $#
年平均百丛虫量为 $ &"%[% 头!前 $# 年平均百丛
虫量 *&’[) 头!近 $# 年是前 $# 年的 "[%" 倍!差异
达显著水平"2|"[’))!0-|$Y! 7|#[#"&#!由此
可知!近 $# 年以来由于 $%% 月的气温升高导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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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始盛期显著提早!相应的稻飞虱产卵时间’若虫
孵化时间都跟着提早& 正是这些提早加上随着气
候变暖!害虫发育历期缩短!发育速率加快!使化
州市近 $# 年不少年份 " 代虫量达到或超过防治

指标!并首次出现大发生的记载& 稻飞虱在化州
市逐年加重!重发世代增多!暴发频率加快!对水
稻为害进一步加剧&

表 ;:9(A 月平均气温与 ; 代稻飞虱成虫始盛期和发生程度的关系
F%-,3;:F23/3,%’0)1(20$-3’.331%?3/%+3’3#$3/%’5/3&9(A’ %14’23’0#3)*

)&&5//31&3%14%-514%1&3)*%45,’/0&3$,%1’2)$$3/(

年份
,06H

平均气温"\#
-I0H620

>0OA0H6>5H0"\#

始盛期"月+日#
S;0>9O0?@
?EE5HH01E0
"O?1>;3C6F#

换算值"C#
K?1I0H=9?1
I6B50"C#

田间虫量"头w百丛#
T?B5O0@90BC 91=0E>=
";06CwA0HM51CB0#

发生程度"级#
.EE5HH01E00k>01>

"2H6C0#

前 $# 年 /9H=>$# F06H=
$&Y& $Y[" #(3$# %# "$) $
$&&# $Y[) #( +$$ %$ " Y$( %
$&&$ "#[$ #( +#Y ’Y $ $*# ’
$&&" $Y[$ #( +$$ %$ )Y# "
$&&’ $Y[* #( +#) ’) ((& "
$&&% $&[% #% +’# ’# "" $
$&&( $Y[’ #( +#" ’" $#( $
$&&) $*[) #( +$# %# "#Y $
$&&* $&[# #% +"Y "Y $ $#) ’
$&&Y "#[" #% +"" "" $ #(( ’

平均-I0H620 $Y[Y #( +#( ’%[Y *&’[) "[$
近 $# 年 V0E01>$# F06H=

$&&& "#[’ #% +"% "% $ $() ’
"### $&[* #% +"( "( $ *’# ’
"##$ $&[) #% +"Y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 #( +#" ’" $ Y%# ’
"##) $&[Y #% +"( "( $ )$# ’
"##* $&[’ #% +"( "( ( $"# (
"##Y $*[) #% +’# ’# &#Y "

平均-I0H620 $&[% #% +"* ")[Y $ &"%[% ’["

注$换算值以 % 月 $ 日为 $ 进行换算& 表 ’ 同&
K?1I0H=9?1 I6B50>?-AH9B$ ?@$ @?HE?1I0H=9?1PS;0=6O0@?HS6MB0’[

;K@:气温与稻纵卷叶螟发生关系
化州市 " 代稻纵卷叶螟发生与气温变化分析

结果"表 ’#表明!$%% 月平均气温与 " 代稻纵卷
叶螟发生期和发生程度间的相关系数达极显著或
显著水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7 |
#[### �#[#$#!*|#[((’"7 |#[#$$ �#[#(#!即
$%% 月气温高的年份!成虫发生期就早!相应的幼

虫发生期也早!发生程度也相对较重!反之则迟发
生和发生较轻& 从表 ’ 还看出!近 $# 年 " 代稻纵
卷叶螟成虫始盛期和卷叶率明显早于和重于前 $#
年!这与近 $# 年 $%% 月份气温明显高于前 $# 年
$%% 月气温相对应& 近 $# 年来平均始盛期为 %
月 "Y 日!比前 $# 年平均始盛期的 ( 月 * 日提早 &
C!差异达极显著水平"2|’[#%%! 0-|$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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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年平均自然卷叶率为 %"[’Z!极显
著高于前 $# 年的平均自然卷叶率"$&[#Z# "2|
%[")’!0-|$Y! 7|#[### #!也就是说!近 $# 年
以来由于 $%% 月的气温升高导致 " 代始盛期极
显著提早!相应的稻纵卷叶螟产卵时间’幼虫孵化

时间都跟着提早& 正是这些提早加上随着气候变
暖!害虫发育历期缩短!发育速率加快!使化州市
近 $# 年不少年份 " 代暴发成灾!并首次出现大发
生的记载& 稻纵卷叶螟在化州市逐年加重!重发
世代增多!频频大发生!对水稻为害进一步加剧&

表 @:9(A 月平均气温与 ; 代稻纵卷叶螟成虫始盛期和发生程度的关系
F%-,3@:F23/3,%’0)1(20$-3’.331%?3/%+3’3#$3/%’5/3&9(A’ %14’23’0#3)*)&&5//31&3

%14%-514%1&3)*%45,’/0&3,3%**),43/

年份
,06H

平均气温"\#
-I0H620

>0OA0H6>5H0"\#

始盛期"月+日#
S;0M02911912?@
?EE5HH01E0"C#
"O?1>;3C6F#

换算值"C#
K?1I0H=9?1

卷叶率"Z#
406@H6>0"Z#

"2H6C0#

发生程度"级#
.EE5HH01E00k>01>

前 $# 年 /9H=>$# F06H=
$&Y& $Y[" #( +$# %# *[Y "
$&&# $Y[) #( +$# %# "#[) %
$&&$ "#[$ #% +"* "* ’)[% %
$&&" $Y[$ #( +$( %( ([( "
$&&’ $Y[* #( +$) %) ’)[" %
$&&% $&[% #( +#& ’& $’[% "
$&&( $Y[’ #( +$$ %$ )[* "
$&&) $*[) #( +#( ’( ’[* $
$&&* $&[# #% +"& "& ""[’ ’
$&&Y "#[" #% +’# ’# ’*[’ %

平均-I0H620 $Y[Y #( +#* ’*[" $&[# "[Y
近 $# 年 V0E01>$# F06H=

$&&& "#[’ #% +"# "# %*[( %
"### $&[* #( +#$ ’$ "$[$ ’
"##$ $&[) #( +#( ’( %Y[% %
"##" "#[% #% +"# "# %"[* %
"##’ "#[$ #% +$* $* %Y[Y %
"##% $&[$ #( +#" ’" %#[* %
"##( $Y[( #( +#Y ’Y ’)[$ %
"##) $&[Y #% +"" "" )$[( (
"##* $&[’ #% +"( "( ’)[" %
"##Y $*[) #( +#( ’( ’&[) %

平均-I0H620 $&[% #% +"Y "*[( %"[’ %[#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水稻两迁害虫连续大暴发!给我国水

稻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翟保平和程家安!
"##)#& 目前监测预警和防治水稻两迁害虫已经
成为植保专家们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甚至已经
引起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本研究通
过气温变化’水稻两迁害虫发生资料进行 2检验’

相关分析!明确了近 $# 年 $%% 月气温显著变暖+
$%% 月气温与 " 代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发生期呈
明显负相关!与发生程度呈明显正相关!为水稻两
迁害虫的预测预报及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 月气温高低对提早准确预报 " 代稻飞
虱’稻纵卷叶螟发生期’发生程度起相当重要作
用& 首先!我们对水稻两迁害虫的预报!要参照当
地的中长期天气预报!做到(心中有数)!害虫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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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接近实际!更有指导意义& 其次!在利用天气
预报做水稻两迁害虫发生预报时!应对历史资料
"如气温#进行有分析性的分阶段平均!尽量取同
预报年相近的历史资科作为预报的参考& 同时!
凡是暖冬暖春的年份!要重视前期的防治工作!达
到既控制当代为害!也压低下代本地虫源及发生
程度的目的&

气候变暖将会使害虫的发育速度加快’繁殖
代数增加!更有利于病虫的越冬’越夏!使病虫害
发生’流行的几率增加"李淑华!$&&’#+同时由于
气候变暖!有效积温增加!农作物物候提前!这使
得害虫发生期相应提前"陈观浩等!"#$##& 本研
究结果与以上观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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