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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蝗虫暴发成灾的现状及其持续控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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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并分析了我国蝗虫暴发成灾的现状及原因 o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和区域性气候异常 !人类活

动的影响 !监测预警技术手段落后 !成灾蝗种增多和发生为害类型复杂 !蝗虫研究队伍锐减及基础理论

与高新技术研究滞后导致了近年来蝗虫的暴发成灾 ∀对此 o作者从蝗虫灾害的规律性 !监测预警高新技

术和综合治理技术等方面提出了实现蝗灾可持续控制的对策 ∀

关键词  蝗虫 o暴发 o控制 o对策 o中国

3 通讯作者 o∞2°¤¬̄}�¬§° � ³¤±§¤q¬²½q¤¦q¦±

收稿日期 }usst2tu2ty o修稿日期 }ussu2sw2su

  在人类历史上 o水 !旱 !蝗灾常交错相间发

生 o成为威胁农牧业生产 !影响人民生活的三大

自然灾害 ∀全世界蝗灾常年发生面积达

w y{s万 ®°
u
o全球约 tΠ{的人口遭到袭扰≈t ∗ v  ∀

世界蝗虫种类约有 ts sss种以上 o对农 !林 !草

业可造成危害的蝗虫约 vss多种 ∀我国已知蝗

虫ts sss种以上 o有害蝗虫约 ys多种≈t 
o在广阔

的农区 !牧区及部分林区均可发生不同程度的

危害 ∀

建国以来 o我国蝗虫研究和治理在理论和

实践上均取得重大成就≈w ox  ∀以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马世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治蝗专家

提出了/改造蝗虫发生地 o根除蝗害0的理论与

措施 o为/改治并举 o根除蝗害0的指导方针提供

了理论依据 o即因地制宜地改变影响蝗虫发生

的环境条件 o采用有效综合措施 o及时控制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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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o以达到/立足治本 o标本兼治0的目的 ∀其生

态学治理的基本内容包括 }ktl掌握飞蝗发生动

态规律及其生物学特性 ~kul掌握飞蝗蝗区的生

态地理特征及形成 !演变和转化规律 o以及它们

对飞蝗数量变动和空间分布的综合作用 ∀其改

造蝗区的主要措施是 }修建闸坝 !固定湖河水位

的变动幅度 o改变飞蝗蝗区的水条件 ~增加植被

覆盖 o绿化堤岸 !道路 o改变发生地的小气候条

件 ~加强田间管理 !深耕细耙等 o改变蝗区的土

壤条件 ~因地制宜种植棉 !麻 !花生等飞蝗不食

的作物 o改变蝗区的植被 ∀

在/改治并举 o根除蝗害0的治蝗方针指导

下 o通过以上多方面的生态学治理 o我国的蝗虫

测报防治和飞蝗发生基地的改造取得了极其显

著的成绩 o使蝗区发生面积由 xs年代初的 wss

多万 «°
u
o到 zs年代末已减少到 tss多万 «°

u
o

这 us多年间 o飞蝗甚少出现大发生 ∀

进入 {s年代以来 o受异常气候及农业生态

条件与环境变化的影响 o一些潜在的蝗区k非正

常蝗区l新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东亚飞蝗孳生的

条件 o从而导致原有的散居型飞蝗种群密度的

累积增长并暴发成灾≈y ∗ z 
o一些老蝗区也频频

出现灾情≈{ ∗ tt 
o而且广大牧区成灾蝗种日趋严

重 ∀同过去相比 o蝗虫成灾的机制 !暴发范围等

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本文将就我国蝗虫发生的

这些特点及其持续控制策略作以简述 ∀

1  我国蝗虫暴发成灾的现状

自古以来 o我国黄淮平原是东亚飞蝗 Λο2

χυστα µιγρατορια µανιλενσισ k� ¼̈̈ ±l的主要发生危

害区域 ∀近年来 o东亚飞蝗在山东 !河南 !河北 !

天津 !安徽 !江苏 !山西 !陕西 !海南等省市连年

发生 o特别在 t||{ ∗ usst年 o黄淮海地区连续

严重发生 o甚至辽宁葫芦岛等地也出现了建国

以来未有过的飞蝗灾害 ~据不完全统计 ousst

年夏季我国飞蝗发生面积约 tsz万 «°
u ≈{  ∀

亚洲飞蝗 Λοχυστα µιγρατορια µιγρατοριαk�ql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新疆 !青海 !内蒙古和陕西 !

甘肃 !山西 !河北的北部某些河谷与滨湖地带 o

历史上在这些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大发生 ∀

t||y年和 t||z年 o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

县连续发生了大面积 !高密度的飞蝗k最高密度

达 x sss头Π°u
o发生面积达 us sss多 «°

u
l
≈t  ∀

近 v年来 o哈萨克斯坦等国暴发的亚洲飞蝗 !意

大利蝗在吃光了当地草场的牧草后 o多次越过

边境地区迁飞降落在我国新疆西北部地区 o给

边疆地区造成了经济危害 ∀

西藏飞蝗 Λοχυστα µιγρατορια τιβετενσισ ≤«̈ ±

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雅鲁藏布江沿岸 !阿

里的河谷地区 o班公湖畔 !横断山谷k怒江 !澜沧

江 !金沙江等沿岸的昌都 !左贡 !江达 !芒康 !盐

井等l以及波密 !察隅 !吉隆 !普兰等地区 o青海

省的玉树 !囊谦亦有分布 ∀ t|zs ot|zw ot|z| o

t|{{和 t||t年 o西藏飞蝗先后在林芝 !米林 !白

朗 !拉萨 !林周 !达孜等地暴发 o严重影响了农牧

业生产 ∀t|||年 o在西藏的拉萨 !日喀则等地

也发生了高密度西藏飞蝗蝗群 ∀usst年夏季 o

四川省西部甘孜州金沙江以东的德格 !白玉等

{个县的农牧区遭受西藏飞蝗 !青海痂蝗 Βρψο2

δεµα µιραµαε µιραµαε �q2�¬̈±®²等的严重为害 o

高密度区达 uss ∗ vss头Π°u ∀

沙漠蝗 Σχηιστοχερχα γρεγαρια kƒ²µ¶®…̄l是全

世界危害最严重的蝗虫 o其最大扩散面积可达

u {ss万 ®°
u
o包括 yy个国家的全部和部分地

区 o约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 us h o受灾人口约

占全世界人口的 tΠts以上≈tt  ∀即使沙漠蝗处

于衰退期 o最大发生面积也达t yss万 ®°
u ∀在

我国西藏自治区 拉木地区已发现沙漠蝗 o对

其发生动态必须加强监测 o谨防猖獗成灾 ∀

我国草原蝗虫主要发生在干旱 !半干旱的

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牧区和农牧交错区 ∀据统

计 o蝗虫种类约 uxs种以上 o其中能造成严重危

害者 vs种以上 ∀近年发生特点是 }暴发频次增

高 !范围扩大 !持续为害时间长 ∀由于草原植被

k森林草原 !典型草原 !荒漠草原等l的地带性差

异 o致使各地区发生的蝗虫种类 !数量 !危害特

点存在明显差异 ∀据不完全统计 ot|{x年草原

蝗虫发生面积达 u sss多万 «°
u
ot||{ ∗ usst

年 o仅在新疆 !内蒙古等省区每年就发生 xvv万

多 «°
u
o发生密度高达每平方米数千头以上 o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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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面积约 vvw万多 «°
u ∀

2  蝗虫猖獗原因分析

蝗虫灾害是一种国际性的自然生物灾害 o

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o蝗灾依然是制约国民

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 ∀近年

来 o国内外均有此起彼伏的蝗灾猖獗发生 o分析

其主要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2 .1  全球气候变暖和区域性气候异常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o加上厄尔尼诺现象 !拉

尼娜现象 !太阳黑子频繁活动等 o引发了全球区

域性气候异常 !水热平衡季节性失调 !旱涝灾害

交替发生 o非常有利于飞蝗和某些旱生性蝗虫

的发生≈t 
o致使蝗灾多次大范围猖獗 o成为世界

性灾害 ∀

在我国 o近年来春季气温回暖早 !夏季炎

热 o特别是 usss年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特大干

旱 !暖冬 o越冬蝗卵死亡率低 o蝗蝻发生期提早 o

这些均有利于蝗虫大发生 ∀另外 o由于持续干

旱 o黄河 !淮河 !海河流量锐减 o断流严重 o致使

湖泊 !水库 !河流水位显著下降 o沿湖 !水库 !河

流的滩地不断扩展 o为蝗虫的孳生蔓延与繁殖

猖獗创造了有利条件 ∀

2 .2  人类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 o土地利用 !作物种植结构的改变 o

人为增加了不少有利于蝗虫的发生条件k水 !

热 !食物等l o沿海 !滨湖及河滩地改造未得到应

有的重视以及牧区草场管理不善k如盲目开垦 !

滥挖 !滥樵l !超载放牧导致的草原退化和沙化 o

为蝗虫的繁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导致牧草的

严重破坏≈ts  ∀这些不当的人类活动势必造成

蝗虫大发生并进一步造成蝗区生态条件与环境

的恶化 ∀

2 .3  监测预警技术手段落后 o蝗情难以准确掌

握

由于我国蝗虫发生区面积大 !范围广 o生态

条件各异 !复杂多样 o调查测报人员队伍不稳 o

专业素质不高 o监测预警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

先进水平 o因此 o预报信息不能满足治理工作的

需求 o决策部门难以及时 !准确和全面地掌握蝗

虫发生动态 o造成治理工作十分被动 ∀

2 .4  成灾蝗种多 !发生为害类型复杂 o蝗虫研

究队伍锐减 o基础理论与高新技术研究滞后

xs年代成灾蝗种较少 o仅对农区飞蝗与少

数农牧交错区蝗种进行重点防治 ~近年来 o广大

牧区及农牧交错区的有害蝗种 !发生数量 !面积

等均明显增加 o据不完全统计 o半世纪以来 o我

国农牧区新增成灾蝗虫种类 ws多种 ∀蝗灾此

起彼伏 o蝗灾发展形势极为严峻 ∀xs年代从事

蝗虫研究的主要单位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 !

动物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农业部植保局等有近 ys位专家从事蝗虫研究

工作 o现今上述主要研究单位中从事蝗虫研究

的人员总共不足原来的 tΠv ∀有关蝗虫的基础

理论研究与高新技术研究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o

从国家/六五0科技攻关以来 o有关蝗虫的基础

理论与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始终未列入国家的重

大科研项目中 ∀

3  实现蝗灾可持续控制的对策

由于蝗灾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o所

以其发生 !控制一直受到蝗灾发生国政府的高

度重视 ∀在美国 !加拿大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尼

日尔 !南非等国 o成灾蝗虫的种群时刻处于政府

的监控之下 ∀根据我国近年对蝗虫发生动态与

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分析表明 o全球气候变化 o

频发大旱的可能以及水热季节分配失调所引起

的旱 !涝灾害 o均可导致蝗灾的长期发生 !伴生

或序生 o将使飞蝗和草原蝗虫的频繁发生的可

能性延续到 ut世纪末 ∀因此 o针对我国蝗灾发

生的多样性 !严重性 !复杂性 !持久性等特点 o应

采取/植物保护 !生物保护 !资源保护 !环境保

护0相结合的生态学治理策略≈t 
o才能达到较好

的长期持续控制和治理蝗害的目标 o建议着重

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

3 .1  蝗虫灾害的规律性研究

研究蝗虫发生规律及其成灾机制是开展蝗

虫综合治理和持续控制的前提 ∀研究内容主要

包括 }蝗虫发生的时间 !空间和数量变动规律及

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蝗虫发生动态与人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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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的关系 ~异常气候对蝗虫发生动态及蝗

区生态条件与环境变化的影响 ~蝗灾地理分布

规律及其区划 ∀

3 .2  蝗虫灾害的监测及预警高新技术研究

为了减轻和控制蝗灾 o最大限度地挽回经

济损失 o应用 ⁄��芯片技术 o设计基因芯片 o鉴

定野外飞蝗群居型与散居型的两型转变 o以监

测蝗虫的大发生 ~组建蝗虫区域性地理信息系

统数据库 o综合应用/ v≥0技术全面调查和重新

评估蝗虫发生地的景观特征及其影响的关键因

子 o建立适用于全国的蝗虫实时监测及预警网

络系统 ~对不同生态地理区成灾蝗虫的种类 !

发生期 !发生量及发生程度进行系统监测 o以研

究成灾蝗种的中长期测报技术及防治适期 ~研

制实用的计算机预警模型 o包括不同时空尺度 !

种群不同发育阶段的时空动态模型 !生境适宜

性评估模型 !成灾蝗虫的物候学模型等 o对蝗虫

的迁飞 !定向以及发生趋势 !范围等作出精确预

测 o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

3 .3  蝗虫灾害的综合治理技术

3 .3 .1  生态学控制技术 ) 长期控制蝗灾的有

效途径

针对不同蝗区k滨湖蝗区 !沿海蝗区 !河泛

蝗区 !内涝蝗区 !草原蝗区l结构和功能的特点 o

提出相应的生态学控制技术 o如农业结构调整 !

水位调控 !天敌保护 !合理放牧 !植被恢复 !生物

多样性保护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宏观上

强调自然调控 o充分利用上述生态学控制技术 o

将蝗虫的种群数量控制在经济阈值k防治指标l

允许之下 o不使暴发成灾 ∀

3 .3 .2  生物防治高新技术 ) 环境相容的可持

续控制蝗灾的新途径

研制与环境相容的控制技术 o包括微生物

农药k如绿僵菌 !微孢子虫 !痘病毒l !植物源农

药k如天然除虫菊酯l !昆虫信息素k如蝗虫聚集

素l等 ∀

3 .3 .3  应急的化学防治新技术

研制高效 !安全系列的化学农药新品种和

新剂型 o以控制突发的蝗灾 ∀如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溴氰菊酯新剂型 !氨基甲酸酯新品种 !锐

劲特 !昆虫生长调节剂k如虫酰肼和氟虫脲l等 ∀

3 .4  蝗虫的经济阈值和蝗虫灾害的经济学分

析

研究成灾蝗种的经济阈值 ~主要蝗虫种类

对生态系统中其它组分在经济生产中的影响作

用 ~蝗虫灾害指标体系研究 o逐步形成适用于我

国治蝗决策的经济阈值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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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肆虐上海滩
两月啃掉千余万

  晨报上海专讯  近几年在沪卷土重来的白蚁正日益嚣张 o今年仅 v月底和 w月初已经连续出现了两次大规模
黄胸散白蚁/分飞0k白蚁群体进行扩散迁移 !繁衍后代l ∀有关部门透露 o今年蚁灾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已高
达 t xss余万元 ∀

上海本溪路一居民家中 o护墙板上 !卫生间内都分布着密密麻麻的黑线 /蚁痕0 o墙板等处还有部分白蚁在/大
块朵颐0 ∀客厅的护墙板有的已露出底墙 o里面都是木屑 ∀残余的木板也已被蛀空 o用手轻轻一抹就全掉了下来 o

一根根木头内部都成了蜂窝状 ∀
专家估计 o今年前两次白蚁/分飞0至少令上海 v sss户人家遭受蚁害 o已造成 t xss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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