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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新害虫沙葱萤叶甲的初步研究
马崇勇$! "!伟!军"!李海山’#!草!原%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工作站!呼和浩特!#$##"#+ "[呼伦贝尔市草原工作站!呼伦贝尔!#"$##Y+

’[新巴尔虎右旗草原工作站!新巴尔虎右旗!#"$’##+ %[新巴尔虎左旗草原工作站!新巴尔虎左旗!#"$##Y#

摘!要!沙葱萤叶甲E+,%*);+ 0+)*#;+ j?6119=是近年来严重危害葱属".,,#)3#植物建群草场的重要食叶害虫& 该
虫在内蒙古地区一年发生 $ 代!以卵越冬& 本文介绍了该虫生活史’生活习性’发生范围’发生面积’危害症状’生
境特征’危害损失!并提出了防治策略&
关键词!沙葱萤叶甲! 生活史! 生活习性! 防治策略

E/3,0#01%/8 (’5403()1,3%*-33’,3! A)(2"-.) 1)-"’.) )1+/%((,%14

8-K;?123,?12$!"! ‘D<j51"! 4<̂ 693:;61’#! K-.,561%

"$[<110H8?12?B96LH6==B61C :>6>9?1! ?̂;;?>!#$##"#! K;916+ "[ 5̂B51M59HLH6==B61C :>6>9?1! 5̂B51M59H!#"$##Y! K;916+

’[m91 Q6H62,?5c9LH6==B61C :>6>9?1! m91 Q6H62,?5c9!#"$’##! K;916+ %[m91 Q6H62U5?c9LH6==B61C :>6>9?1!

m91 Q6H62U5?c9!#"$"##! K;916#

6-(’/%&’!E+,%*);+ 0+)*#;+ j?6119=9=61 9OA?H>61>B06@306>912A0=>>;6>;6=H0E01>BF=0H9?5=?5>MH06R=91 >;0<110H
8?12?B961 -5>?1?O?5=V029?1P46HI6061C 6C5B>=E65=0=0I0H0C6O620>?AB61>=?@>;02015=.,,#)3! =5E; 6=.6
3($4(,#;)3! .6/(,5*"#H)3! .6*+3(&)3! 0>EP<>;6=?102010H6>9?1 A0HF06H61C ?I0HN91>0H=6=022=P<>=B9@0EFEB0!
;6M9>=! ?EE5HH01E0! H6120! C6O620=FOA>?O=! ;6M9>6>@06>5H0=61C 0E?1?O9E9OA6E>6H0C0=EH9M0C! 61C =>H6>0290=?@
AH0I01>9?1 61C E?1>H?BC9=E5==0CP
738 .)/4(!E+,%*);+ 0+)*#;+! B9@0EFEB0! B9I912;6M9>! =>H6>02F?@AH0I01>9?1 61C E?1>H?B

# 通讯作者!D3O69B$ MG6?F51;593"##YW$)’PEO

收稿日期$"#$$3#"3"Y!接受日期$"#$$3#%3"Y

!!沙葱萤叶甲 E+,%*);+ 0+)*#;+ j?6119=!隶属鞘
翅目 K?B0?A>0H6!叶甲总科 K;HF=?O0B?9C06!叶甲科
K;HF=?O0B9C60!萤叶甲亚科 L6B0H5E9160!是一种主
要危害沙葱’多根葱等百合科葱属植物!也危害锦
鸡儿’针茅’艾蒿等牧草的植食性害虫"能乃扎布!
$&&##& 近年来!受气候和草原生态环境条件改变
等因素的影响!内蒙古草原有害生物呈现多样化&
沙葱萤叶甲近 " 年突发成灾!已成为危害内蒙古
自治区草原的重要害虫& 据历史记载!沙葱萤叶
甲在国外主要分布在蒙古国’俄罗斯"西伯利亚#’
朝鲜和韩国+在我国内蒙古’新疆’甘肃也有记录
"杨星科等! "#$##& 沙葱萤叶甲在内蒙古呼伦贝
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曾有发生
"能乃扎布! $&&#+ 马耀等! $&&$#& "##& 年!该虫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首次大面积暴发成灾!
次年危害面积急剧增大!呈现出逐渐加重的态势!

给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不过到目
前为止!除了杨星科等""#$##曾对内蒙古草场暴
发该虫进行报道外!至今未见沙葱萤叶甲发生规
律和防治方面的报道& "##&%"#$# 年!笔者在总
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
沙葱萤叶甲的危害特点及生活习性!并提出了相
应的防治策略!为草原沙葱萤叶甲的防治提供可
借鉴的依据&

9:材料与方法
9K9:观测场地

观察场地设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
旗克尔伦苏木!植被以低缓丘陵干草原草场为主!
植物种类以根茎丛生及旱生丛生禾草为主!优势
牧草有大针茅’羊草’克氏针茅’多根葱等!伴生种
有小叶锦鸡儿’狭叶锦鸡儿’冰草’苔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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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观测方法
采用野外多点观测的方法!当发现越冬卵孵

化幼虫开始活动时!立即对观测场地进行系统调
查!观测记录幼虫’蛹的历期以及幼虫化蛹’蛹羽
化’成虫越夏’成虫产卵时间等情况+同时!系统调
查观测沙葱萤叶甲的发生情况’危害症状及生境
特征&

;:结果与分析
;K9:生活史及习性

据调查!沙葱萤叶甲"图 $#在内蒙古地区一
年发生 $ 代!在呼伦贝尔地区其生活史和生活习
性大致为$以卵越冬+( 月初开始孵化!若虫基数
大!温湿度条件适宜可暴发成灾!( 月份为幼虫危
害期!( 月中下旬为危害盛期+( 月下旬发现幼虫
"图 "#钻进石块’牛粪底部开始化蛹"图 ’#!蛹期
大约为 $# ]$( C+) 月中旬开始羽化为成虫并蛰伏
越夏!Y 月下旬大量取食补充营养+& 月上旬开始
产卵越冬&

图 9: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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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发生情况
沙葱萤叶甲自 "##& 年首次在内蒙古自治区

草原大面积暴发以来至今!其发生范围不断扩大!
危害程度逐年加重!严重影响了农牧民的生产生
活&
;K;K9:发生范围!"##& 年!沙葱萤叶甲仅在锡林
郭勒盟镶黄旗’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左旗和阿巴嘎
旗 % 个旗县市发生& "#$# 年!该虫发生区域由锡
林郭勒盟 % 个旗县市迅速扩大到呼伦贝尔市新巴
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

图 ;: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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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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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危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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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阿巴嘎旗’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苏尼特左
旗’苏尼特右旗!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以及巴彦淖
尔市乌拉特中旗 % 个盟市的 $# 个旗县市&
;K;K;:发生面积!"##& 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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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萤叶甲危害面积 "Y[Y 万 ;O"!严重危害面积
)[* 万 ;O"!平均虫口密度 "#Y 头wO"!最高虫口
密度为 " ’(# 头wO"& "#$# 年!全区草原沙葱萤叶
甲危害面积 )Y[$ 万 ;O"!严重危害面积 ’%[Y 万
;O"!分别较去年增加了 $’)[’Z和 %$)[YZ!平均
虫口密度 $’&[( 头wO"!最高虫口密度为 ’ %##
头wO"& 沙葱萤叶甲发生面积之大!发生地增加
速度之快!在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虫害发生
史上是罕见的&
;K;K@:危害症状!沙葱萤叶甲主要以幼虫危害
葱属牧草的叶部"图 %#!严重时!会啃食茎部!将
牧草地上部分啃食一光!严重影响到牧草的光合
作用!使生长发育受阻!从而阻碍其正常生长& 调
查中发现!该虫多趋于岛状分布!在危害边际 $##
]’## EO宽幅内高密度聚集!并以 ’## ](## EOwC
的速度从丘陵草原顶部向四周蔓延!所到之处葱
属植物(荡然无存)!草原一片枯黄!与未危害草场
形成鲜明的分界&
;K;KA:生境特征!截至 "#$# 年!沙葱萤叶甲在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
市’巴彦淖尔市 % 个盟市草原上发生& 虽然发生
地距离遥远!但发生地的建群植物’植被盖度’土
壤类型及地貌特征大体一致& 该虫主要发生在以
多根葱’沙葱’细叶葱’野韭等葱属植物为主的建
群草场上!一般伴生锦鸡儿’针茅’隐子草等牧草+
发生地多为丘陵干草原!土壤类型多为栗钙土!地
面多有砾石’牛粪!且植被盖度较低&
;K;KB:危害损失!野外调查显示!严重时!沙葱
萤叶甲能将多根葱’亚葱’野韭等牧草的地上部分
吃光!导致草场生产力大大下降!沙葱萤叶甲危害
过的草原!平均损失鲜草 %*[) R2w))* O"!按照
#[’ 元wR2鲜草计!"#$# 年!沙葱萤叶甲共造成全
区牧草直接损失 %Y (&&[) 万 R2!折合人民币
$% (*&[&万元& "#$# 年!仅呼伦贝尔市因叶甲危
害受灾的牧户就高达 ()% 户!人口 " &)( 人!牲畜
"Y[’ 万头只!给农牧民增产增收造成重大损失&

;K@:成灾原因
近年来!受气候’人为等多种因素影响!草场

局部植被盖度降低!砾石化现象严重!为叶甲的繁
衍生息提供了有利条件& 草原生态环境条件发生
改变’越冬卵基数大及气候异常是草原沙葱萤叶
甲暴发成灾的主要原因& "###%"##& 年!新巴尔

虎右旗年平均气温较历年高 #[’ ]"[(\!年平均
降水量较历年减少 ’#Z ])#Z!连年干旱导致草
原生态环境恶化& "#$# 年 ( 月份该旗月降水量达
’’[$ OO+充沛的降水!适宜的温度!利于积累在牛
粪和石块下面的虫卵孵化!致使沙葱萤叶甲大面
积暴发&

@:讨论
草原沙葱萤叶甲的发生范围较大!危害程度

较重& 在防治上!应贯彻我国(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植保方针!认真做好野外调查和预测预报工
作!采用有效防治方法!注重群防群治!力争将危
害损失降至最低水平&

@K9:加强测报
目前!草原沙葱萤叶甲的发生规律和成灾机

制还不清楚& 因此!对害虫进行准确的预测预报
显得尤为重要& 各地对已发生区域应做好春’秋
两季的常规调查+对未发生区域特别是葱属植物
建群草场!草原业务部门要提前通知农牧民测报
员!在春季特别是 % 月底至 ( 月初这段时间内!认
真查看草场虫害发生情况!发现该虫危害要及时
通知相关部门& 草原业务部门要认真核实虫害信
息!科学分析沙葱萤叶甲发生发展趋势!预测危害
程度和防治适期!为防治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K;:防治
@K;K9:化学防治:( 月中旬幼虫期和 ) 月下旬羽
化盛期为草原沙葱萤叶甲的防治适期& 在防治适
期内!要根据当地地形特点和草原类型!因地制宜
地选择大’中’小型喷雾机械!选用 %[(Z高效氯氰
菊酯乳油!沿着危害与未危害区域之间所形成的
分界!对沙葱萤叶甲 $## ]’## EO聚集区进行锁
边式集中防治!对稍分散的害虫要采用背负式喷
雾器补充防治!效果更佳& 在化学防治中!应注意
交替用药!合理轮用!以达到提高防效’延缓抗性
的目的&
@K;K;:物理防治!沙葱萤叶甲主要在牛粪和砾
石下化蛹!( 月下旬!开始进入化蛹期& 在蛹期!通
过清理或翻转牛粪和砾石!破坏沙葱萤叶甲蛹的
正常发育!能有效降低蛹的成活率!减少成虫羽化
数量!达到减轻第 " 年沙葱萤叶甲危害的目的&
相关部门应加强防治宣传!有目的地组织或发动
农牧民参与沙葱萤叶甲的物理防治工作!降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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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沙葱萤叶甲再次暴发成灾的机率&
@K;K@:生态治理:草原局部生态条件恶化!抗虫
害能力不强!是沙葱萤叶甲大面积发生的主要原
因之一& 加强生态治理!创造不利于草原害虫生
存繁衍而利于牧草生长发育的环境!是防止草原
沙葱萤叶甲成灾的根本方法& 对此!要把害虫防
治同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项目建设紧密结
合!不断加大禁牧休牧’围栏封育’人工种草’舍饲
圈养实施力度!有效恢复草场植被!保持生态系统
稳定!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的&

@K@:加强科研
目前!我们对沙葱萤叶甲只是有了初步认识!

对其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成灾机制’综合防治
等还相当缺乏了解!严重影响了测报工作的开展!
甚至防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因此!开展对沙葱

萤叶甲生物学’生态学特性以及预测预报’发生机
理和防治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已迫在眉睫!需要得
到政府’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的密切关注和大力
支持& 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才能摸清发生规律
和成灾机制!提高测报准确性!为防治决策提供可
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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