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科教观潮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责编：张保淑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

2020年8月17日 星期一

入侵多洲 危害巨大

相信很多中国民众开始熟悉“草地贪夜蛾”这
一害虫可能是在今年初。1 月 2 日下发的聚焦“三
农”工作“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好草地贪夜蛾
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直接点名“草地贪夜蛾”，将
其作为农业重大病虫害的典型代表，要求做好重点
防控。此后，农业农村部针对草地贪夜蛾防控作出
部署。在今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对今
年草地贪夜蛾防控形势进行了展望并发出预警，各
地据此积极行动起来，做好相关工作。

草地贪夜蛾到底是什么样的农业害虫，与其他
农业害虫相比，有什么特点？中国工程院院士、农
业农村部草地贪夜蛾防控专家组组长吴孔明介绍
说，草地贪夜蛾的英文学名为 Spodoptera Frugiper-
da，原生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也就是说对于
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外来入侵害虫。草地贪夜蛾的
入侵时间和路线目前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了。2016
年1月，该类害虫入侵西非，很快蔓延至撒哈拉以南
44个国家。2018年5月，侵入印度，约7个月后从缅
甸迁入云南，开始危害我国。

草地贪夜蛾属于鳞翅目害虫，在幼虫期为害作
物，25℃条件下约24到30天完成一个世代。其在冬
季不会停止发育，随气温升高繁殖速度增加。吴孔
明认为，草地贪夜蛾和棉铃虫的生物学习性高度相
似，都具有寄主作物种类多、繁殖力强、迁飞行为
和对作物危害性强的特点。

草地贪夜蛾在美洲分化出玉米型和水稻型，前
者嗜好玉米，后者喜食水稻。实际上，该生物的宿
主远不只玉米和水稻，范围非常广泛，已记录的超
过 80种植物，幼虫大量啃食除上述两种外，还有甘
蔗等禾本科及菊科、十字花科等多种农作物，造成
严重的经济损失。其发育的速度会随着气温的提升
而变快，一年可繁衍数代，一只雌蛾可产下超过
1000 颗卵。迁徙的速度非常迅速，成虫一晚可迁徙
长达100公里，借助气流，据估计一个世代即可迁徙
近500公里。

去年定殖 今年暴发

作为一种外来入侵物种，草地贪夜蛾的危害性
不仅取决于其自身习性特点，而且还受被侵入地气

候气象环境和地理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对于中
国而言，草地贪夜蛾造成的危害有什么特点呢？作
为长期研究棉铃虫防控的植保专家，吴孔明把草地
贪夜蛾与棉铃虫进行了对比分析。他指出，两者的
生物学习性高度相似，都具有寄主作物种类多、繁
殖力强、迁飞行为和对作物危害性强的特点。

吴孔明认为，草地贪夜蛾对中国农业生态系统
的适应性在一些方面要强于棉铃虫，也就是说更难
对付。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具有更大的发生
区域。棉铃虫适宜发生在年降雨量400至800毫米下
的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半干旱地区，而草地贪夜蛾
的适宜发生区则覆盖中国南方到北方的广大区域。
二是具有更强的迁移危害特性。与棉铃虫的兼性迁
飞不同，草地贪夜蛾有专性迁飞生物学特征，成虫
羽化后需要通过迁飞促进生殖系统的发育，这使得
其具有比棉铃虫更大的迁移为害突发性。三是具有
更强的物种竞争力。草地贪夜蛾大龄幼虫具有捕食
习性，可攻击取食其他害虫和部分天敌，在生态位
竞争中占据较大优势。

草地贪夜蛾对中国危害性的特点还体现在输入
种类上。经过鉴定，入侵中国各地的草地贪夜蛾种
群已证实为玉米型，不是水稻型，这就意味着其危
害主要集中在玉米、高粱、甘蔗 、小麦 、大麦 、
大豆 、花生 、油菜 、向日葵 、香蕉、蔬菜等类
农作物，对水稻构成危害的风险较小。总结起来，
草地贪夜蛾与20世纪90年代棉铃虫对我国造成的危
害相比，发生程度更严重、涉及区域更广、为害作
物种类更多。

吴孔明指出，外来有害生物侵入的规律告诉我
们，今年必须全力做好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他解
释说，外来有害生物发生发展过程包括入侵、定殖
和暴发3个阶段。2019年，草地贪夜蛾完成了在中国
的入侵和定殖过程；今年进入暴发为害阶段。根据
测算，一般情况下，入侵生物当摆脱原生地自然生
态控制效应，进入一个新的适宜栖息地后，其种群
的发生量是原生境的 5 到 10 倍。因此，必须高度重
视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工作，决不可掉以轻心。

应急消杀 初战告捷

2019 年，我们与草地贪夜蛾进行第一场遭遇
战，战果如何呢？潘文博在当年9月农业农村部新闻
办公室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总结。他指
出，草地贪夜蛾的主要危害区域被成功控制在中国
西南等地，产量损失在5%以内，黄淮海等玉米主产
区没有造成损失，实现了防虫害稳秋粮的目标。

潘文博从农业农村部角度把防控成果的取得归
结为四个到位，即层层压实责任，防控责任落实到
位；加密布控监测网点，监测预警到位；派出 40多
批次技术指导组赴巡回支持，指导服务到位；按照
治早治小、分区分时、全面扑杀的要求，应急处置
到位。潘文博同时也指出监测到草地贪夜蛾当时侵
入的范围达25个省份，见虫面积1500多万亩，实际
危害面积达246万亩。虽然玉米重要主产区东北地区
没有见虫，但是西南、华南地区呈片状发生，江
淮、黄淮海、西北地区点状见虫。

吴孔明指出，草地贪夜蛾入侵以来，中国科学
家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基本明确了其生物学
习性和发生规律。通过第一场遭遇战，我们积累了
防控草地贪夜蛾的知识和经验，为打赢今年防控阻
击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种群监测预警是应急防控

工作的基础，可采用性诱捕、灯光诱捕和田间调查3
种方法。田间应急防控工作可采用灯光诱杀、化学
防治、生物防治和嗜好作物诱杀防治等手段。灯光
诱杀成虫可降低产卵量，1只雌虫的产卵量大约 500
到 1000 粒，杀死 1 头未产卵的成虫，相当于保护了
667平方米的作物。如果田间作物上的种群数量显著
超过防治指标，就要尽快喷施氯虫苯甲酰胺、甲氨
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甲维盐） 或乙基多杀菌素等
高效化学农药。为延缓草地贪夜蛾的抗性发展，不
要连续施用相同杀虫机制的化学农药。此外，吴孔
明认为，在种群密度低或者高湿等利于疾病流行的
环境下，可使用 Bt和白僵菌、绿僵菌等环境友好型
的微生物农药。

对于今年迎战草地贪夜蛾的工作，农业农村部
于今年2月下旬进行了专项部署，出台了《2020年全
国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提出了全面监测、全力扑
杀，分区施策、联防联控的要求，就优化监测防控
措施，大力推进统防统治与应急防治，结合生物生
态控制等具体措施进行了全面部署。此外，农业农
村部还更新了 《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用药推荐名
单》，与前一个版本相比，去掉了 4种菊酯类农药和
乙酰甲胺磷，新增了乙基多杀菌素和氟苯虫酰胺2种
单剂以及其他6种复配制剂，用药更科学。

绿色防控 构建体系

在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个小山坡
上，有一个新安装不久的“神器”，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神通不小，它可以探测到方圆1公里范围内空中
3毫米以上的小飞虫，并分辨其所属的种类。这就是
吴孔明联合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龙腾团队新研制用于
测预报草地贪夜蛾监的雷达，通过自研芯片和创新
的信息处理算法、体系架构，实现把空中昆虫生物
迁飞成像雷达信息处理系统搬到了卫星上，为更加
精准有效防控提供依据。

吴孔明表示，利用先进的种群迁飞监测预测、
成虫迁移阻截和幼虫高效控制关键技术，构建绿色
可持续控制技术体系是防控草地贪夜蛾等害虫的关
键。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害虫监测预警工作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中国昆虫雷达的应用技术已趋
于成熟，已基本具备组建国家昆虫迁飞雷达监测网
的条件。雷达网的大尺度监测和高空灯、地面灯、
性诱捕器的小尺度监测网的一体化运行，可以精准
定位定量草地贪夜蛾的成虫迁移动态，并通过网络
实时发布。

此外，化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等
为草地贪夜蛾精准防控、绿色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和
解决方案。草地贪夜蛾成虫在迁飞和繁殖过程中需
要寻找取食植物花蜜、花粉化学生态学的发展已解
析寻找蜜源和寄主植物的原理，这推动了食诱产品
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种植 Bt作物防治草地贪夜蛾
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已经开发出对草地贪夜蛾具有
很强毒杀作用的多个品种 Bt玉米，在南方周年发生
区种植 Bt玉米，既可以保护作物，又能诱集当地和
周边国家迁入成虫产卵并杀死孵化的幼虫，更好从
源头上防控。

草地贪夜蛾入侵，给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
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大力发展现代科
技，通过创新的力量，持续开发建设更加完备的农
业害虫绿色防控体系，就一定能够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截至7月底，3个火星探测器已全部发射升空，顺利踏上奔火征
途。其中，中国“天问一号”和美国“毅力号”计划着陆火星表面
开展巡视探测任务。

在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火星后，如何确保探测器安全减速，完好
无损地着陆在火星表面是一个关键问题。

火星大气的密度只有地球的 1%。探测器完成轨道姿态调整后，
进入火星大气层。隔热舱与大气的摩擦使探测器大幅度减速，探测
器再自动打开降落伞减速。后续步骤目前主要有以下3种：

“气囊弹跳式”

在降落伞减速接近地面时，隔热舱释放探测器，安全气囊充气
包裹探测器，降落在火星并在火星表面滚动，降落精度低。

“反推着陆腿式”

降落伞减速后反推发动机点火，再次使探测器减速，着陆前进
行自主悬停避障，较为精确地选择着陆地点。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天问一号”将采纳这种着陆方式。

“空中起重机式”

反推发动机点火实现悬停，用绳索将火星车送至地面。该种着
陆方式较为复杂，精度高，着陆平稳。2012年在火星表面实现软着
陆的“好奇号”火星车是至今质量最大的火星探测器，达960千克。
奔火途中的“毅力号”火星车也将采用这种着陆方式。

未来方式

据了解，NASA正在积极研制新型火星着陆装置——“低密度超
声速减速器”，将满足更大质量探测器的着陆减速要求。当探测器以
大约3.5马赫的速度进入火星大气时，该装置能迅速充气，以增加表
面积，进而增加空气阻力。后续，直径33米的巨型超声速环帆降落
伞打开，帮助火星探测器安全着陆。

旅途漫漫，艰险重重，但是阻挡不了人类对宇宙星辰的向往，
今年的火星探测窗口期迎来了新一轮的“火星热”。不同的任务，相
同的使命。正如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所说：探索浩瀚宇宙是
人类的共同梦想。让我们以“天问”的勇气，坚韧的“毅力”，奔向
新的“希望”，为人类进一步了解火星乃至太阳系提供更多的支持与
贡献。 （“中国探月工程”微信公号供稿）

虫口夺粮，昆虫雷达助力战“妖蛾”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近日，有关部门对“抖音”“快手”
等网络平台上的“大胃王”吃播秀进行
了有效治理，赢得各界点赞。“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为了博眼球、赚“流
量”进行的在线吃播秀，误导严重，不
利于身体健康，也与我们倡导的建设节
约型社会格格不入，被治理、被规范实
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粮食是特殊的战略性物资，粮食安
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节
约粮食等食品资源，对于我们这个人口
众多、人均资源紧张的国家“端稳饭
碗”无疑是极端重要的。确保粮食安
全，除了要在消费端大力倡导节约之风
之外，还要在生产端综合采取各种措
施，促进高产稳产，其中包括降低和消
除粮食作物病虫害。

今年以来，包括沙漠蝗在内的国际
性病虫害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东非、中
东、南亚等国的粮食生产造成巨大损
失。由于喜马拉雅山所在的青藏高原的
天然阻隔和有关方面采取的有力防范措
施，中国基本上没有受到沙漠蝗的波及
和影响。同时，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气
候变化和国际农产品交流的扩大，中国
农业尤其是粮食作物始终处于本土和国
际病虫害双重威胁之下，必须切实增强
防范和应对能力。

当前，一种名为草地贪夜蛾的外来入
侵生物正在危害一些地方的玉米水稻等
作物，各地区各部门正根据预案积极应
战，依托多年形成的强大植保科技力量，
采取应急和长远治理措施，为今年秋粮大
丰收和未来长期农业安全奠定基础。

着陆火星面面观

草地贪夜蛾成虫。草地贪夜蛾成虫。

草地贪夜蛾田间监测装备。草地贪夜蛾田间监测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