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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性害虫中后期发生趋势及防控建议

科学应对马铃薯晚疫病

预报依据

1.田间见病晚、发展慢

6 月以来，大同平城、晋中平遥、忻州五寨等地陆续查见

中心病株，与往年相比偏晚 5~15 天。由于山西 5~7 月上旬
降水普遍偏少，高温天气偏多，造成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大部

不同程度干旱，气象条件不利于马铃薯晚疫病发生，田间病
情发展缓慢。截至 7 月 17 日，全省马铃薯晚病发生面积

0.71 万亩，较近 5 年同期减少 92.1%。
2.后期天气有利于病害流行

据省气候中心预测，8 月大同、朔州、忻州和吕梁北部降
水量较常年偏多 1耀2 成，晋城和运城的南部降水量较常年

偏多 5 成以上，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2耀5 成；全
省平均气温除运城南部偏高 1益耀2益，其余地区偏高 0益耀
1益。8 月降水偏多，对山西省马铃薯晚疫病侵染和流行有
利。

防控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马铃薯农药减
施的基本防控原则是从整个地块的生态系统出发，综合运

用各种防控措施，创造不利于

病虫草害滋生、有利于天敌繁

衍的环境条件，保持农业系统
平衡和多样化，以减少化学农

药的使用。

防控对象

主要防控对象为马铃薯晚疫病、马铃薯早疫病、马铃薯
环腐病、马铃薯疮痂病、马铃薯黑痣病、马铃薯病毒病、蚜

虫、二十八星瓢虫、地下害虫（蛴螬、金针虫、地老虎）等。

防控方法

1.优良品种选择

选用已登记的、适宜当地气候条件和栽培条件、符合种

植目标的抗病、抗逆、优质、高产的各类脱毒种薯品种，马铃
薯种薯应符合 GB18133 的规定。

2.进行合理轮作

宜与禾谷类、豆类、葱蒜类等作物进行 3 年以上轮作，
忌与茄子、辣椒、番茄等茄科作物轮作。

3.及时清洁田园

在马铃薯收获后，及时处理田间残株落叶。在马铃薯生长

季病虫初发期，及时清除病虫叶片或植株，带出进行烧毁处理。

4.做好深耕整地

秋季前茬作物收获后，深耕土壤 25耀30cm，每 3 年至少
深耕或深松 35cm 以上一次，纳雨蓄墒。

5.严格刀具消毒

对 50g以上的种薯进行切块时，用 0.5%高锰酸钾或者 75%
酒精对刀具反复消毒，每次浸泡刀具 3耀5 分钟，切刀每使用 10耀
15分钟或切到带病种薯时，及时消毒或更换已消毒过的刀具。

刀具消毒应符合GB/T31753 马铃薯商品薯生产技术规程。

技术措施

1.生态调控措施，推荐高垄种植。单垄单行播种时，行距

90cm 左右；大垄双行播种时，垄距 110cm耀130cm，垄上行距

30cm。垄高 20cm耀25cm。
2.合理密植。每亩 3500耀4000 株。合理间套作，与玉米、

高粱等作物进行间作或套作。

3.理化诱控。一是灯光诱杀，每 2耀3 公顷地块设置 1 台

频振式杀虫灯，在成虫活跃期诱杀趋光性害虫成虫。杀虫灯
应符合 GB/T24689.2 植物保护机械杀虫灯规定。二是黄板诱

杀，在苗期至开花期，每亩投放规格为 20cm伊30cm 的黄板
15 块或 30cm伊40cm 的黄板 10 块，诱杀蚜虫。

4.人工捕捉害虫。利用二十八星瓢虫、豆芫菁的假死习
性，拍打植株，用薄膜、盆具在地面盛接坠落成虫，集中杀灭。

5.生物防治。使用枯草芽孢杆菌、丁子香酚等生物农药
进行叶面喷施。

注意事项

1.适时用药

科学监测田间病虫害种群动态变化规律，结合不同物

候期和气象因素等条件，在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按照防
治指标及时喷药防治。

2.科学选药

根据田间病虫害实际发生情况和农药特性，有针对性

选择杀虫剂和杀菌剂，并采用二次稀释法配置成一定浓度

药液。应选择稀释倍数高、防治效果好、低毒低残留的高效

化学防治药剂，宜交替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农药使用

应符合 GB/T8321 （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和 NY/
T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3.精准施药

采用无人机、高杆喷雾机等智能施药装备，降低农药施

用量，提高农药利用率。

4.档案记录

在马铃薯生育期，将每次施药作业时间、药剂名称、次

数、施用量、施药方法、操作员等内容填表记录，并归档。

防控建议

1.监测预警

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田间监测，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马铃薯晚疫病监测预警系统出现 3 代 1 次侵染后，

及时开展大田普查，发现病情开始扩散，立即进行防治。

2.药剂防治

病害发生初期，使用药剂以保护剂为主，推荐药剂有

75%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 128~192 克/亩、60%丙森·霜脲氰

可湿性粉剂 80~100 克/亩、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30~40 毫

升/亩等。普遍发生则以治疗剂为主，推荐药剂有 687.5 克/升
氟吡菌胺·霜霉威悬浮剂 60~75 毫升/亩、72%霜脲氰·锰锌

可湿性粉剂 107~150 克/亩、40%烯酰吗啉·氰霜唑悬浮剂

25~30 毫升/亩等。注意交替使用不同药剂。

马铃薯晚疫病是农业农村部确定的一类农作物病害，也是山西省马铃薯生产上的主要病害。马铃薯的叶、茎和
块茎均能受害，发病严重时叶片萎蔫卷缩枯黄，薯块表面产生褐色病斑，重发时会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根据
对马铃薯晚疫病菌源量和气候趋势等因素的分析，预计今年山西省马铃薯晚疫病总体中等发生，大同、忻州、朔
州、吕梁、长治局部区域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90 万亩，8 月下旬进入发生盛期。推广应用农药减施技术，可以减轻马
铃薯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提高马铃薯产品质量安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马铃薯生产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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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粘虫、草地螟、蝗虫是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一类农作物害虫，具有迁飞性、杂食性、暴发性的特点，在山

西省主要危害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秋粮作物。根据暴发

性害虫发生情况和气候趋势分析，预计今年山西省暴发性

害虫中后期整体偏轻发生，在部分区域有出现高密度集中
为害的可能。

发生趋势

草地贪夜蛾在南部夏玉米种植区点片发生，与陕西接

壤的部分黄河滩地可能出现集中为害，8 月中旬见虫概率
大。

三代粘虫总体偏轻发生，在南部夏玉米种植区有出现
高密度田块的可能，预计发生面积 60 万亩，防治适期为 8
月上中旬。

二代草地螟总体轻发生，在大同、朔州部分县区苜蓿

地、大豆田有集中为害的可能。

东亚飞蝗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5 万亩，主要发生在芮

城、永济等沿黄 6 县；土蝗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90 万亩，主

要发生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等地。

预报依据

（一）暴发性害虫前期总体偏轻发生

1.草地贪夜蛾。截至 7 月 23 日，草地贪夜蛾已在 18 个

省 602 个县发生，发生县数同比减少 137 个。当前发生北界
西线到达甘肃陇南（北纬 33.9），周边省份发生的县数有：陕

西 9 个，河南 2 个，发生县离山西省最近的为陕西商洛市商
州区（离芮城县直线距离 120 公里），山西省目前未见虫。

2.粘虫。二代幼虫偏轻发生，轻于常年；平均百株有虫

0.5~1 头，7 月中旬各地调查二代粘虫各类型田加权平均残
虫量为 0.05 头/m2，接近于上年。

全省 40 个区域站 7 月 1~22 日常规测报灯二代粘虫

累计诱蛾 743 头，较上年同期少 12%，较历年少 53%，雌
蛾比例为 51%。全省仅临猗、闻喜、武乡 3 个区域站在 7
月 1~15 日之间出现小蛾峰，蛾峰日较常年早 5 天左右，

其余站点灯下零星见蛾，无明显蛾峰。临猗区域站、武乡

区域站 7 月 1~10 日常规测报灯累计诱蛾量分别为 76 头

和 177 头，闻喜区域站 7 月 9~14 日常规测报灯累计诱蛾
量为 31 头。各地解剖雌蛾卵巢 1~2 级比例 40%，3~4 级

比例 44%。

3.草地螟。截至 7 月 22 日，越冬代成虫仅在大同发生

1.4 万亩，一代幼虫未发生。目前各监测点灯下和田间调查

均未发现一代成虫，未见外迁虫源蛾峰。

4.蝗虫。东亚飞蝗夏残蝗面积 1.93 万亩，每亩 6~10 头

有 1.9 万亩，11~30 头有 0.03 万亩；沿黄 6 县（市）调查共取

样点 250 个，有卵块 4 块，每块平均卵粒数 35 粒，平均每平

方米有卵 0.56 粒。土蝗残蝗面积 68 万亩，每亩小于 330 头

的有 18.3 万亩，331~2000 头的有 42.8 万亩，2001~6000 头

的有 6.9 万亩，残蝗密度平均每亩 1240.4 头，较上年低

33.13 头，最高每亩 6003 头。

（二）气象条件对暴发性害虫发生有利有弊

8 月大同、朔州、忻州和吕梁北部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1耀2 成，晋城和运城的南部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5 成以上，

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2耀5 成；全省平均气温

除运城南部偏高 1益耀2益，其余地区偏高 0益耀1益。降水

偏多有利于蜜源植物、成虫产卵和幼虫喜食寄主作物生

长，对粘虫、草地螟、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有利，对蝗虫发

生不利。

防控建议

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强对暴发性害虫防控的组织领导，

加强虫情监测，认真做好灯下和田间调查，准确发布预报，

在虫害发生时按照防控技术方案及时组织和指导防治，确

保虫害不大面积暴发成灾。

粘虫可选用氯虫苯甲酰胺、高效氯氟氰菊酯、溴氰菊

酯、球孢白僵菌等药剂防治，水稻田杜绝使用拟除虫菊酯

类农药。草地螟可选用三唑磷、甲维·三唑磷喷雾防治，严

重发生区采取应急防控集中歼灭。草地贪夜蛾可选用氯

虫苯甲酰胺、球孢白僵菌、乙基多杀菌素、印楝素等药剂

防治。蝗虫可选用马拉硫磷、高效氯氰菊酯等药剂防治。

一、粟灰螟

（一）危害症状
粟灰螟的幼虫主要以叶片为食，它们

通过在叶片上钻孔并在叶片内取食，导致

叶片出现不规则的穿孔症状。这会使谷子

植株叶片失去正常的结构完整性。幼虫取

食叶片的过程中，叶片组织受到损伤，可

能表现为叶片边缘被啃食，甚至整片叶片

出现斑点、凹陷等损伤症状。这会直接影

响植株的光合作用和养分吸收。粟灰螟的

危害会导致谷子植株的正常生长受到阻
碍，表现为植株高度不均匀、生长缓慢，甚
至出现死亡的现象。

（二）防治措施
一是采用生物防治手段。引入天敌如

蜘蛛、瓢虫等天敌昆虫，通过建立生态平

衡来控制粟灰螟的数量。二是采用化学防
治手段。使用合适的农药进行防治，选择

对粟灰螟有效的杀虫剂，但要注意合理使
用，避免对环境和非靶标生物造成不必要

的伤害。

二、黏虫

（一）危害症状
黏虫主要以植物叶片汁液为食，它们

使用吸口器穿刺叶片，吸食汁液。这导致
叶片表面出现小黄斑，受害部位逐渐扩

大。由于叶片被黏虫吸食，植物失去了正

常的叶绿素，导致受害部分逐渐黄化。严

重时，整片叶片可能呈现黄色，影响光合

作用。为了躲避黏虫的吸食，受害的叶片

可能发生卷曲现象，这是植物自我保护的

一种反应。

（二）防治措施
一是采用物理防治手段。可以利用黏

虫的趋光性与趋化性等特点，借用杀虫

灯、诱捕器等进行成虫的诱杀，这样可以

有效降低成虫的产卵量。二是采用生物防

治手段。可以通过释放中红侧沟茧蜂、赤眼

蜂等天敌来有效灭杀黏虫的幼虫或虫卵。

三、粘虫

（一）危害症状
粘虫俗名又称为行军虫，作为一种暴

食型害虫，在谷子拔节期与孕穗期出现较

为普遍，通常情况下可以将谷子的茎叶等
部位吃的干干净净，进而导致全年谷子颗

粒无收。粘虫幼虫比较害怕阳光，一般会

选择早上、夜间、阴天等时候来蛀食谷子，

在危机时刻一般性 1~2 天时间就可以将
谷子的全部叶片蛀食干净。

（二）防治措施
在开展防治过程中，种植人员一般选

择 6 月针对粘虫这类虫害进行全面监督

与检查，一旦发现出现粘虫危害以后可以
采用浓度为 80%敌敌畏乳油与浓度为
90%敌百虫晶体进行混合成 800 倍液，或

者可以采用浓度为 20%氰戊菊酯乳油以
2500 倍液进行全面消杀防治。在这个过程

中，要合理掌握好用药的具体时间与剂

量，一般情况下在每平方米谷子中出现 20
头左右粘虫幼虫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用药

防治，还可以采用悬挂杀虫灯的形式进行
全面诱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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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玉米病虫发生基
数、玉米区域布局及种植方式，

结合未来天气条件综合分析，预
计今年玉米中后期病虫害总体

中等发生，程度接近常年。玉米

螟、叶螨、双斑萤叶甲、棉铃虫、

斑病、茎腐病、穗腐病等病虫害
在局部地区有偏重发生的态势。

一、发生趋势

预计 2024 年山西省玉米病

虫害发生 3880 万亩次，其中虫

害发生 3000 万亩次，轻于去年；

病害发生 880 万亩次，重于去

年。

二代玉米螟总体中等发生，

在中北部甜糯鲜食玉米区偏重
发生，预计发生面积 380 万亩；

三代玉米螟在南部偏轻至中等
发生，预计发生面积 180 万亩。

叶螨总体中等发生，中北部

降水偏少区域偏重发生，预计发

生面积 420 万亩次。

双斑萤叶甲总体中等发生，

中北部常发区偏重发生，呈逐年

加重态势，预计发生面积 500 万

亩。
三代棉铃虫总体中等发生，

在中北部部分水肥好的春玉米
地块偏重发生，预计发生面积

120 万亩。

蚜虫总体偏轻发生，大同、

朔州部分降水偏少区域中等发
生，预计发生面积 350 万亩次。

三代粘虫在南部部分杂草
多、管理差、水肥好的夏玉米地

块偏轻发生，预计发生面积 60
万亩。

大斑病总体中等发生，中北

部常发区有偏重发生的可能，预

计发生面积 450 万亩。

此外，甜菜夜蛾、茎腐病、穗

腐病、小斑病、褐斑病在部分区

域有偏重发生的可能，草地贪夜

蛾在南部夏玉米区点片发生。

二、预报依据

（一）病虫基数总体适中
近期，双斑萤叶甲总体中等

发生，阳高、潞城个别田块偏重

发生，发生面积 143.3 万亩，较上

年同期少 8.6 万亩。被害株率

15%耀18%，百株有虫 140耀180
头，大同最高 1500 头，轻于上年
同期。叶螨在大同、朔州、忻州、

吕梁、晋中、太原等地开始发生，
发生面积 64.6 万亩，较上年同期

减少 218.3 万亩；被害株率 10%耀
15%，百株螨量 500耀800 头，轻于

上年同期；晋中太谷个别田块密
度较高，平均百株有螨 4000 头，

最高 30000 头。蚜虫总体偏轻发

生，发生面积 73.4 万亩，较上年
同期减少 34.9 万亩。一般田块百

株虫量 800~1000 头，轻于上年
同期。二代棉铃虫在南部偏轻发

生，发生面积 67 万亩，较上年同
期增加 25.4 万亩；平均被害株率

10%~15%，最高 52%，重于上年
同期。大斑病在运城、晋城、长

治、阳泉等地开始流行，总体偏

轻发生，发生面积 1.21 万亩，较

上年同期少 12.6 万亩；平均病株
率 0.3%~0.5%，病叶率 0.4%~
0.6%，发生期晚于上年，程度轻

于上年同期。

（二）气象条件对部分病
虫害发生有利

据省气候中心预测，未来十

天，山西省有两次降水过程；8 月
大同、朔州、忻州和吕梁北部降

水量较常年偏多 1耀2 成，晋城和
运城的南部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5
成以上，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较

常年偏多 2耀5 成；全省平均气温
除运城南部偏高 1耀2益，其余地

区偏高 0耀1益。七、八月气温偏
高，降雨偏多，有利于玉米大小

斑病、茎腐病、穗腐病等喜湿性
病害流行扩散，对叶螨、双斑萤

叶甲、蚜虫等喜旱性害虫的发生
有一定抑制作用。

（三）玉米种植方式及生
育期适宜病虫害发生

玉米大面积连片种植，且采

取免耕浅耕、密植、秸秆还田等

栽培措施，利于菌源虫源积累和

发生。玉米高产田种植密度加
大，中后期植株高大、田间郁闭

程度高，有利于大斑病、褐斑病

等流行性病害发生，部分管理粗

放、杂草多的地块尤其利于粘虫
集中产卵为害。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有利于棉铃虫、甜菜夜

蛾、叶螨、双斑萤叶甲等多食性

害虫辗转为害。

三、防控建议

叶螨可选用唑螨酯喷雾防
治。双斑萤叶甲可选用噻虫胺、

噻虫嗪、氯虫苯甲酰胺等杀虫剂
防治。玉米螟产卵初期，释放赤

眼蜂灭卵；幼虫可用苏云金杆

菌、球孢白僵菌等生物农药，或

四氯虫酰胺、氯虫苯甲酰胺等

酰胺类、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乙基多杀菌素、四唑虫酰

胺等杀虫剂喷雾防治，兼治桃蛀
螟、棉铃虫等钻蛀性害虫。大小

斑病可选用枯草芽孢杆菌、井冈
霉素 A、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

酯、丙环·嘧菌酯等杀菌剂喷施。

谷
子
的
主
要
虫
害
与
防
治

一、播种期、苗期干旱

1.症状：苗势弱、植株小、发育迟缓、群体生长不整齐。

2.处理措施：干旱常发生的地方增施有机肥，提高地壤缓冲能力

和抗旱能力；因地制宜采取蓄水保墒耕作技术，建立土壤水库；兴修

农田水利、建造集雨微水池；选用耐旱品种；前茬秸秆覆盖行间保水；

坐水种、调整播种期或等雨播种。

3.干旱发生后

淤分类管理。出苗达 70%以上地块可推迟定苗、留双株、保群体；

出苗 50%以上的地块，尽快发芽坐水补种；缺苗在 60%以上地块，宜

改种早熟玉米、青贮玉米或其他旱地作物。

于采取措施。充分挖掘水源，全力增加有效灌溉面积。

盂做好各项播种准备工作。遇雨土壤墒情合适时抢墒播种。

榆加强田间管理。已出苗地块要早中耕、浅中耕，减少蒸发。

二、穗期干旱

1.症状：植株生长旺盛，受旱植株叶片卷曲、影响光合作用与干

物质生产，并进一步由下而上干枯；植株矮化、吐丝期推后易造成雌

雄花期不遇；抽雄前受旱，上部叶节间密集、抽雄困难、影响授粉；幼
穗发育不好、果穗小，俗称“卡脖旱”。

2.处理措施

淤集中有限水源、实施有效灌溉。

于喷施叶面肥（磷酸二氢钾 800~1000 倍液）或抗旱剂（旱地龙
500~1000 倍液），降温增湿、增强植株抗旱性。

盂加强田间管理，有灌溉条件的田块，灌后采取浅中耕减少蒸
发。

榆干旱绝产地块及时青贮、割黄腾地，发展保护地栽培或种植蔬
菜等短季作物。

三、花粒期干旱

1.症状：抽雄吐丝期干旱影响授粉、造成秃尖或空秆；子粒灌浆

阶段干旱使植株黄叶数增加、穗粒数减少，上部籽粒瘪粒、穗粒重下

降。
2.处理措施

淤做好抽雄灌浆水。

于干旱发生后，采取一切措施、实施有效灌溉。

盂叶面喷施含腐殖酸类的抗旱剂或磷酸二氢钾。

榆辅助授粉。

虞注意防治红蜘蛛、叶蝉、蚜虫等干旱条件下易发生的虫害。

愚对干旱绝产地块及时青贮、割黄腾地，发展保护地栽培或种植

蔬菜等短季节作物。

玉米不同时期干旱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