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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地区水稻二化螟发生规律研究* 
王紫君 1**   任中杰 1  宋显东 2  王春荣 2  张齐凤 2  于洪春 1*** 

（1. 东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哈尔滨 150030；2. 黑龙江省植检植保站，哈尔滨 150090） 

摘  要  【目的】 明确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 在哈尔滨地区发生规律。【方法】 2020-2021 年连续 2

年采用黑光灯诱集成虫和室内外饲养观察等方法，研究二化螟发生世代数和各虫态发生动态及其发育历

期、产卵量等生物学参数。【结果】 二化螟在哈尔滨地区能完成 2 代，1 年发生 1-2 代，6 月 15 日之前孵

化的幼虫几乎不进入滞育而全部发生 2 代。越冬幼虫化蛹盛期为 5 月末至 6 月上旬，蛹期为（9.64±2.28）

d，越冬代成虫羽化盛期为 6 月中旬。田间二化螟成虫于 6 月下旬和 7 月底至 8 月上旬出现 2 个明显灯诱

高峰期，20:30-21:30 灯诱成虫数量占比达到 70%以上，雌雄性比为 1∶0.21。在 25 ℃，成虫寿命为

（7.27±2.08）d，卵期为（5.84±0.77）d；越冬代成虫产卵期为（3.91±0.98）d，单雌产卵量为（318.40±125.76）

粒，1 代成虫产卵期为（4.31±1.02）d，单雌产卵量为（420.31±167.87）粒。成虫在产卵期前 2 日产卵量

高达总量的 77%以上。一代成虫高峰期在 7 月末至 8 月上旬，2 代卵高峰期在 8 月上旬。以 5-7 龄幼虫越

冬，6-7 龄幼虫数量占比达 91%以上。【结论】 确定了二化螟在哈尔滨地区的年生活史，明确二化螟发生

代数和发生期出现明显新变化。研究结果对掌握哈尔滨地区二化螟发生规律和发生世代数，指导二化螟测

报调查和精准防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关键词  二化螟；哈尔滨地区；发生规律；世代数；生活史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Chilo suppressalis in Harbin 

WANG Zi-Jun1**  REN Zhong-Jie1  SONG Xian-Dong2   
WANG Chun-Rong2  ZHANG Qi-Feng2  YU Hong-Chun1*** 

(1.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2. Heilongjiang Plant Quarantine and Plant Protection Station, Harbin 15009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Chilo suppressalis in Harbin. [Methods]  Black light 

traps were used to capture adults and captive colonies were maintained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generations, dynamic changes in each life stage, and biological parameters such as developmental duration and fecundity,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20 to 2021.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 suppressalis can complete two generations in 

Harbin, with one to two generations occurring each year. Very few larvae that hatch before June 15 diapause and all have two 

generations. The peak pupation stage of overwintering larvae was from late May to early June. The average pupal stage was 

(9.64 ± 2.28) d. The peak of eclosion of overwintering adults was in mid-June. Light-trapping data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two 

obvious peaks of adult abundance; in late June and from the end of July to early August. Over 70% of adults were captured in 

light traps between 20:30 and 21:30, and the ratio of females to males captured was 1︰0.21. At 25 ℃, adult lifespan was 

(7.27 ± 2.08) d, the egg stage was (5.84 ± 0.77) d, the oviposition period of the overwintering generation adults was (3.91 ± 

0.98) d and the number of eggs per female was (318.40 ± 125.76)d. The duration of the oviposition period of first generation 

adults was (4.31 ± 1.02) d and the number of eggs laid per female was (420.31 ± 167.87) d. Adults lay eggs more than 77% of 

all eggs in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oviposition period. Peak abundance of first-generation adults was from the end of Jul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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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August, and the peak of second-generation eggs was in early August. Although instars 5-7 can overwinter 91% of 

overwintering larvae are from the 6th to7th instar. [Conclusion]  The annual life history of C. suppressalis in Harbin was 

determined and the generation number and temporal occurrence peaks of this pest have obviously changed. Thes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improving both the forecasting and control of C. suppressalis in 

Harbin. 

Key words  Chilo suppressalis; Harbin; occurrence regularity; generations; annual life history 

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Walker）属鳞翅

目螟蛾科，主要危害水稻、玉米、大麦和茭白等

植物，在亚洲、北非和南欧等地均有发生（Hou 

et al.，2010；刘天伟等，2021）。二化螟在我国

1 年可发生 1-5 代（何馥晶等，2020），主要分

布于长江流域和南方稻区，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

最严重的“十大病虫害”之一（刘万才等，

2016），每年可对我国水稻造成约 115 亿人民币

的经济损失（Li et al.，2020）。由于全球气候

变暖和耕作栽培制度的改变，二化螟在我国的适

生地不断北扩。1998-1999 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首现二化螟虫害发生，危害严重地块被害株率超

过 30%，造成经济损失高达 20%（耿欢欢等，

2012；张齐凤等，2021），目前已向北扩散至佳

木斯地区。裴海英等（2002）于 2000-2001 年对

黑龙江省二化螟发生规律进行调查，确定二化螟

在黑龙江省 1 年发生 1 代。气候变化和农业耕作

栽培制度改变可导致农业害虫发生代数、发生

期、发生量和危害期等发生变化（汪恩国，1999；

张花龙等，2015）。近几年我们在哈尔滨市田间

调查二化螟虫情和性诱剂监测时发现，田间 7

月中下旬稻株有较多二化螟蛹或蛹壳，8-9 月份

能观测到较多成虫，推测二化螟发生规律有了新

变化。 

为全面准确了解哈尔滨地区水稻二化螟发

生规律，本研究于 2020 年和 2021 年连续 2 年对

哈尔滨市郊区稻田二化螟成虫进行调查，同时将

黑头期卵块分批次接于室外桶栽水稻上观察其

能否发育成虫和产卵，研究哈尔滨地区水稻二化

螟生活史和发生规律，为该地区二化螟精准防控

提供理论依据，对减少农药的使用和保障水稻粮

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二化螟试验成虫和越冬幼虫采自哈尔滨市

香坊区向阳镇（45°71ʹ N，126°90ʹ E）稻田。水

稻收获前，采集田间越冬幼虫置于室外越冬。成

虫发生期灯诱雌成虫置于培养皿内产卵，收集卵

块用于室外接虫饲养观察。 

1.2  供试水稻 

供试水稻品种为东农 425，在东北农业大学

室外盆栽场栽植于 70 cm×52 cm×43 cm整理箱

或直径 25 cm 塑料桶中，用于饲养二化螟和接虫

试验。 

1.3  越冬代幼虫化蛹和成虫羽化调查 

将秋季采集的二化螟越冬幼虫置入无虫的 2

节粗壮水稻秆中，端部蒙上 2 层棉纱布并用皮套

箍紧。将接虫稻秆放入 60 目尼龙纱网袋中，置

于室外越冬。次年 5 月 1 日剥查稻秆中越冬幼虫，

将活幼虫单头放入透明吸管（长 10 cm，直径    

1 cm，管壁上扎 10 个针眼）中，脱脂棉塞口，

编号后插在含有少量水的养虫盒中的泡沫板上，

放入室外网室。每天 7:00 和 19:00 各检查 1 次，

记录幼虫化蛹和成虫羽化时间。每 5 d 统计一次

化蛹率和羽化率，确定越冬代幼虫化蛹和羽化进

度，并计算蛹期。 

1.4  田间成虫发生动态调查 

在哈尔滨市郊区向阳镇稻田固定地块（面积

约 100 hm2）调查，采用黑光灯诱集法诱集成虫。

采用便携式移动交流电源供电，用单管 20 W 黑

光灯诱集，统计 20:30-21:30 灯下白色幕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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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数量，并记录雌雄性比。调查时间为 5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每隔 5 d 调查一次，当次调

查遇到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则调查时间顺延。

2020 年在田间成虫盛发期调查 8 次，灯诱时间

为 19:30-22:30，每 15 min 统计幕布上成虫数量，

确定成虫扑灯规律。 

1.5  成虫寿命和产卵调查 

结合 1.3 二化螟越冬代成虫羽化调查，2021

年于羽化盛期将同日羽化成虫放入含有稻株的

养虫笼内，并置于（25±1）℃、相对湿度 75%±5%

的人工气候箱中，饲喂 5%白糖水（W/V），观察

和记录成虫死亡时间，确定成虫寿命。挑取同日

羽化雌雄成虫配对，放入含有稻株的养虫笼中，

记录雌虫初次产卵时间，确定产卵前期。结合

1.4 田间成虫发生动态调查，捕捉单头雌成虫放

入培养皿（皿底铺有湿润滤纸，放有 2 片新鲜稻

叶供其产卵）中，带回实验室置于人工气候箱中。

选择 36 h 后开始并连续产卵 2 d 以上的成虫，每

日 23:00 观察并标记产卵日期，将产卵成虫移入

新培养皿中继续观察产卵，至成虫产卵结束死亡

止。待各次调查标记的卵块处于黑头期，于解剖

镜下计数。统计单雌产卵块数、产卵量、产卵期

和产卵动态变化，并计算卵期。 

1.6  二化螟发生世代数调查 

结合 1.4 田间成虫发生动态调查，将每次诱

集的雌成虫放养皿中产卵，待卵粒进入黑头期即

将孵化时，接入室外网室内无虫桶栽水稻叶鞘

内，记录接虫时间，每批次接卵 50-100 粒。7

月 15 日将接虫水稻套 20 目防虫网。每天上午调

查一次网内是否有成虫羽化和卵块。10 月下旬

对各处理水稻逐株扒秆和检查根茬，调查和统计

幼虫、蛹（壳）数量，按华南农学院（1981)方

法确定越冬虫龄并统计各龄幼虫数量，计算一代

幼虫滞育率。 

1.7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T 检验法比较二化螟越冬代与一代成

虫产卵量和产卵期差异显著性。二化螟化蛹率、

羽化率和滞育率计算公式如下： 

% 100 （）
活蛹数+死蛹数+蛹壳数

化蛹率
活幼虫数+活蛹数+死蛹数+蛹壳数

， 

 % 100 （ ）
蛹壳数

羽化率
活蛹数+死蛹数+蛹壳数

， 

% 100 （）
活幼虫数

滞育率
活幼虫数+活蛹数+死蛹数+蛹壳数

。 

2  结果与分析 

2.1  二化螟越冬幼虫化蛹和羽化进度 

哈尔滨地区二化螟越冬幼虫化蛹进度见图

1。越冬幼虫化蛹始期 2020 年为 5 月 13 日，2021

年为 5 月 7 日。化蛹终现期 2020 年为 6 月 27 日， 

 

 
 

图 1  哈尔滨地区二化螟越冬幼虫化蛹动态 

Fig. 1  Pupation dynamics of overwintering larvae of Chilo suppressalis in 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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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为 6 月 25 日。越冬幼虫化蛹始盛期为 5

月下旬，化蛹高峰期为 5 月末至 6 月上旬，化蛹

盛末期为 6 月中旬。蛹期最长为 16 d，最短为 6 d，

平均为（9.64 ±2.28）d。调查中发现越冬幼虫全

天各时段均可化蛹，以傍晚至次日凌晨化蛹较多。 

越冬代成虫羽化进度见图 2。2020 年越冬代

成虫始现期为 5 月 26 日，终现期为 7 月 6 日；

2021 年成虫始现期为 5 月 20 日，终现期为 7 月

5 日。越冬代成虫羽化始盛期为 6 月上旬，羽化

盛期为 6 月中旬，羽化盛末期为 6 月下旬。成虫

羽化时间基本在夜间至次日凌晨，只有成虫羽化

高峰期能观察到有极少数成虫白天羽化。 
 

 
 

图 2  哈尔滨地区二化螟越冬代成虫羽化动态 

Fig. 2  Emergence dynamics of overwintering adults of Chilo suppressalis in Harbin 
 

2.2  二化螟成虫田间发生动态 

田间二化螟成虫发生动态见图 3。2020 年 6

月 6 日田间始见越冬代成虫，7 月 10 日越冬代

成虫终现。2021 年越冬代成虫始现期为 5 月 26

日，终现期为 7 月 15 日。越冬代成虫发生高峰

期为 6 月 22 日至 25 日，7 月 5 日后越冬代成虫 

数量急剧减少。1 代成虫 2020 年 7 月 25 日始现，

9 月 6 日终现；2021 年 7 月 20 日始现，8 月 31

日终现。1 代成虫发生高峰期为 7 月底至 8 月上 
 

 
 

图 3  哈尔滨地区田间二化螟成虫发生动态 

Fig.3  Occurrence dynamics of adult Chilo suppressalis in 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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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2 年灯诱调查结果表明，田间成虫发生期存

在 6 月下旬、7 月底至 8 月上旬 2 个明显高峰期。

据此判断二化螟在哈尔滨地区可以发生 2 代，越

冬代成虫发生于 5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1 代成虫

发生于 7 月中下旬至 9 月上旬。1 代成虫发生高

峰日虫量和累计灯诱虫量大于越冬代虫量，表明

哈尔滨地区二化螟有较高的 2 代转化率。 

2.3  田间二化螟成虫扑灯规律 

田间二化螟成虫扑灯规律见图 4。19:45 前

没有诱集到成虫，20:00 之前和 22:00 之后诱集

到的成虫占比分别仅为 0.74% 和 1.12% ；

20:00-20:30 和 21:30-22:00 时段诱集到的成虫占

比分别为 13.38%和 14.49%；20:30-21:30 时段诱

集到成虫占比高达 70.27%。成虫扑灯高峰期为

20:45-21:00，灯诱成虫占比为 22.68%。二化螟

成虫扑灯的主要时间段是 20:30-21:30。灯下雌虫

数占成虫总数 82.31%，雌雄性比为 1∶0.21。灯

下诱集雌虫多为受精未产卵或刚刚产卵，灯诱可

产卵雌虫数占总诱集雌虫数的 92.09%。 

2.4  成虫寿命、产卵期、卵期与产卵动态 

室温（25 ℃）越冬代成虫寿命最短 4 d，最

长 13 d，平均为（7.27 ±2.08）d，雌虫平均寿命

为（6.48 ±1.52）d，雄虫平均寿命为（8.10 ±2.29）d。

越冬代雌虫产卵前期最短 2 d，最长 5 d，平均为

（2.88 ±1.05）d。雌成虫若已在田间产卵，诱集

当晚和次日就产卵，产卵时间短、卵量少，或不

产卵且 2 d 内死亡。将室温（25 ℃）36 h 后开

始产卵、首次产卵量多，连续产 2 d 以上成虫确

定为田间未产卵雌成虫，其产卵期最短 3 d，最

长 6 d，越冬代成虫产卵期为（3.91±0.98）d，一

代成虫为（4.31±1.02）d。越冬代成虫单雌产卵

量最多 736 粒，最少 128 粒，平均为（318.40± 

125.76）粒、（7.66±2.04）卵块；一代成虫单雌

产卵量最多 791 粒，最少 197 粒，平均为（420.31± 

167.87）粒、（8.36±2.27）卵块（表 1）。一代成

虫产卵量和产卵期显著大于越冬代成虫（P＜

0.05），越冬代成虫卵块数少于一代成虫，但差

异不显著（P=0.163）。室温（25 ℃）卵期最长

8 d，最短 5 d，平均为（5.84 ±0.77）d。 

二化螟越冬代和一代成虫产卵动态见图 5，

雌虫产卵期第 1 天产卵量最大，分别占总卵量

50.02%和 47.88%，第 2 天产卵量占比分别为

28.00%和 29.52%，前 2 d 产卵量分别高达总卵

量的 78.02%和 77.40%，产卵第 3 天后产卵量显

著减小。 

2.5  发生世代数和年生活史 

连续 2 年接虫试验结果表明，7 月下旬至 8

月下旬有成虫羽化，并有成虫产卵，表明二化螟

可以发生第 2 代。2020 年调查水稻茎秆和根茬

内二化螟幼虫和蛹（壳）数量见表 2。自 6 月 12

日第 1 次接虫至 7 月 7 日第 6 次接虫 6 个处理的 
 

 
 

图 4  田间灯诱二化螟成虫扑灯规律 

Fig. 4  The law of light catching of adult Chilo suppressalis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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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世代二化螟成虫繁殖力 

Table 1  Fecundity of adult Chilo suppressalis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产卵量（粒/雌） 
Number of eggs per female 

卵块数（块/雌） 
Number of egg-masses per 

female 

产卵期（d） 
Spawning period (d) 成虫世代 

Adult generation 

试虫数

（头） 
Number 

of females
（ind.） 

最多 
Most 

最少 
Least 

平均 
Average 

最多
Most

最少

Least

平均 
Average

最长 
Longest 

最短 
Shortest 

平均 
Average 

越冬代 
Overwintering 

generation 
35 736 128 318.40±125.76 b 12 4 7.66±2.04 a 6 3 3.91±0.98 b

一代 
1st generation 

42 791 197 420.31±167.87 a 14 5 8.36±2.27 a 6 3 4.31±1.02 a

表中产卵量、卵块数和产卵期的平均值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t

检验）。 

In the table, the mean values of spawning volume, egg mass number and spawning period are th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Data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test). 

 

 
 

图 5  二化螟成虫产卵动态 

Fig. 5  Oviposition dynamics of adult Chilo 
suppressalis 

防虫网中均发现成虫。6 月 12 日接虫，化蛹率

和羽化率均达 100%，一代幼虫滞育率为 0。随

着孵化时间推移，化蛹率逐渐减少，最终降至

13.64%，而滞育率逐渐升高，最终增至 86.36%，

但羽化率均达到 80%及以上，说明幼虫化蛹后羽

化为成虫的比例较高，并发生第 2 代。8 月 1 日

至 8 月 29 日接二代虫的 5 个处理，茎秆和根茬

内均未发现蛹及蛹壳，幼虫全部滞育越冬。 

2021 年调查数据见表 3。自 6 月 15 日至 7

月 5 日接虫的 6 个处理的防虫网中均发现成虫。 

 
表 2  2020 年不同时间孵化的二化螟生长发育和滞育 

Table 2  Growth development and diapause of Chilo suppressalis hatched at different times in 2020 

接虫日期 

（月-日） 
Date 

(month-day) 

活幼虫数（头） 
Number of live 
larvae（ind.）

活蛹量（头）
Number of 
live pupae
（ind.） 

死蛹量（头）

Number of 
dead pupae
（ind.） 

蛹壳量（个）
Number of 
puparium
（strain）

化蛹率（%）
Pupation rate

（%） 

羽化率（%） 
Eclosion rate

（%） 

滞育率（%）
Diapause rate

（%） 

06-12 0 0 0 9 100.00±0.00 100.00±0.00 0.00±0.00

06-19 5 0 2 11 72.22±1.19 84.62±6.67 27.78±1.19

06-24 11 0 1 20 65.63±1.01 95.24±4.67 34.38±1.01

06-30 15 0 0 9 37.50±2.76 100.00±0.00 62.50±2.76

07-01 12 0 1 4 29.41±4.40 80.00±16.67 70.59±4.44

07-07 38 0 0 6 13.64±0.32 100.00±0.00 86.36±0.32

08-01 13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07 12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14 54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20 17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29 16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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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1 年不同时间孵化的二化螟生长发育和滞育 

Table 3  Growth development and diapause of Chilo suppressalis hatched at different times in 2021 

接虫日期 

（月-日） 
Date 

(month-date) 

活幼虫数（头）
Number of live 
larvae（ind.）

活蛹量（头） 
Number of 
live pupae
（ind.） 

死蛹量（头）
Number of 
dead pupae
（ind.） 

蛹壳量（个）
Number of 
puparium

（strain ）

化蛹率（%）
Pupation rate

（%） 

羽化率（%） 
Eclosion rate

（%） 

滞育率（%）
Diapause rate

（%） 

06-15 1 0 0 15 93.75±6.67 100.00±0.00 6.25±6.67

06-20 8 0 2 25 77.14±1.46 92.59±3.53 22.86±1.46

06-23 9 0 0 15 62.50±2.76 100.00±0.00 37.50±2.76

06-27 15 0 0 12 44.44±6.42 100.00±0.00 55.56±6.42

06-30 12 0 0 5 29.41±2.41 100.00±0.00 70.59±2.41

07-05 13 0 1 3 23.53±5.09 75.00±16.67 76.47±5.09

07-10 15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7-27 18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02 17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07 14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12 20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17 18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23 17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8-28 19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09-03 10 0 0 0 0.00±0.00 0.00±0.00 100.00±0.00

  
6 月 15 日接虫，化蛹率最高，达到 93.75%，

一代幼虫滞育率为 6.25%。随接虫时间推移，

化蛹率逐渐降低，最终降至 23.53%，而滞育率

逐渐升高，增至 76.47%，但羽化率均达到 75%

及以上，并发生第 2 代。7 月 10 日后接虫未发

现羽化成虫，也未发现蛹和蛹壳，表明此时后

孵化的幼虫生长至秋末全部滞育，不能发生第

2 代。 

二化螟越冬幼虫统计结果见表 4。在哈尔滨

地区越冬幼虫为 5-7 龄，其中 7 龄幼虫数量最多，

占比分别为越冬幼虫总量的 54.40%和 51.94%，2

年平均为 53.13%；其次是 6 龄幼虫，占比分别

为 38.86%和 38.35%，平均为 38.60%；5 龄幼虫

数量较少，占比分别为 6.74%和 9.71%，平均为

8.27%。越冬幼虫数量在水稻茎秆中明显多于根

茬。5 龄和 6 龄幼虫可正常化蛹和羽化，确定二

化螟在哈尔滨地区可发生 2 个完整世代。 

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水稻二化螟年生活史

见表 5。二化螟一年发生 1-2 代。越冬代幼虫化

蛹盛期为 5 月末至 6 月上旬，成虫盛发期为 6 月

中、下旬。1 代卵盛期为 6 月下旬，1 代幼虫孵

化盛期为 6 月末至 7 月初，1 代成虫盛发期为 7

月底至 8 月上旬。2 代卵盛期为 8 月上旬，幼虫

孵化后为害至 10 月越冬。 

 
表 4  哈尔滨地区二化螟越冬幼虫虫龄 

Table 4  Overwintering age of Chilo suppressalis larvae in Harbin 

越冬量（头） 

Overwintering amount（ind.） 
占比 Ratio（%） 

年份 
Year 

幼虫数量（头） 

Overwintering total（ind.） 5 龄 
5th instar 

6 龄 
6th instar

7 龄 
7th instar

5 龄 
5th instar

6 龄 
6th instar 

7 龄 
7th instar

2020 193 13 75 105 6.74 38.86 54.40 

2021 206 20 79 107 9.71 38.35 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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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水稻二化螟年生活史表 

Table 5  Life history table of Chilo suppressalis in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1-4 月 
Jan.-Apr.

5 月 
May 

6 月 
June 

7 月 
July 

8 月 
Aug. 

9 月 
Sep. 

10 月 
Oct . 

11-12 月
Nov.-Dec.世代 

Generation 上 
F 

中 
M 

下
L

上 
F 

中 
M 

下 
L 

上
F

中
M

下
L

上
F

中
M

下
L

上
F

中
M

下
L

上
F

中
M

下 
L 

上 
F 

中 
M 

下 
L 

上
F

中
M

下
L

◎ ◎ ◎ ◎ ◎ ◎ ◎ ◎ ◎      

  △ △ △ △ △ △      
越冬代 
Overwintering 
gene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代 
1st generation 

      ☆ ☆ ☆ ☆ ☆ ☆      

      ☉ ☉ ☉ ☉ ☉      二代 
2nd generation       ◎ ◎ ◎ ◎ ◎ ◎ ◎ ◎ ◎ ◎ ◎ ◎ ◎

◎：幼虫；△：蛹；☆：成虫；☉：卵。F、M 和 L 分别代表每月的前 10 d、中间 10 d 和最后 10 d。 

◎: Larva; △: Pupa; ☆:Adult; ☉:Egg. F, M and L represents the first, middle, last 10-day period of a month, respectively.  

 

3  讨论 

本文明确二化螟在哈尔滨地区（45°71′ N，

126°90′ E）能发生完整 2 代，已有文献均记载其

在 44°N 以北黑龙江省一年只能发生 1 代或不完

整的 2 代（裴海英等，2002；苏建伟等，2003；

韩永强等，2008；仵均祥，2018）。本文确定二

化螟越冬代蛹、成虫始期分别为 5 月上、中旬和

5 月下旬，较文献报道越冬代蛹、成虫始期分别

为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和 6 月上、中旬（裴海英

等，2002；吴丽岩和陈继光，2009），其发生期

至少提前 10-20 d。结果表明，随全球气候变暖

和水稻栽培面积扩大，二化螟在黑龙江省发生规

律出现新变化，表现其发生代数增加，发生期提

前。这对指导当地二化螟防治适期确定和虫情监

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确定二化螟药剂防治

适期为 7 月中旬（吴丽岩和陈继光，2009），已

不适用哈尔滨地区药剂防治适期。根据其发生新

规律，一代幼虫药剂防治适期应为 6 月末至 7 月

初；赤眼蜂释放时间应为 6 月 20 日左右。 

本文 2 年调查均发现哈尔滨地区田间二化

螟一代成虫发生量多于越冬代，越冬代单雌产卵

量 [318.40±125.76] 粒 明 显 少 于 一 代 [420.31± 

167.87]粒，这与吴丽岩和陈继光（2009）越冬代

成虫数量多于一代及李桂兰等（1999）越冬代成

虫产卵量多于一代的结果不符。其原因可能与气

候条件、昆虫体内营养、食物质量及药剂防治等

有关。本文调查到越冬幼虫死亡率高达 20%以

上，存活个体经漫长冬季消耗较多能量，羽化成

虫体型偏小，加之本地春季较干旱，化蛹和羽化

过程中死亡率较高，导致越冬代成虫数量和产卵

量较少；1 代幼虫取食分蘖期水稻，营养条件好，

田间温湿度适宜，幼虫因不经越冬消耗能量较

少，化蛹和羽化过程中死亡率较低，加之调查地

多年没有使用杀虫剂，致使羽化成虫数量多，雌

虫体型偏大，产卵量较多。故在哈尔滨二化螟重

发生区，需加强 1 代幼虫防控，重视 2 代发生量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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