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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蝗虫俗称蚂蚱，自古以来就是危害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害虫。在

我国大部地区能够成灾为害的主要蝗虫种类为东亚飞蝗 〔Ｌｏｃｕｓｔ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

ｒｉａ　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 （Ｍｅｙｅｎ）〕和多种土蝗。河北省是我国主要蝗区省份之一，

从公元前１５４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２１００多年中，河北省有文字记载的发生

蝗灾年份有５３８年。蝗灾与水灾、旱灾一起被列为三大自然灾害。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河北省植保工作者在治蝗

道路上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步伐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植保技术人员发扬前

赴后继、开拓创新的治蝗精神，治蝗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世人瞩

目的成绩。１９５１年我国首次在河北省黄骅市进行飞机治蝗试验，使用的农

药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国内最先研制合成的第一代农药 “六六六”，开

创了我国治蝗历史上的新篇章。到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探索出的以 “做好侦

查为先”的治蝗模式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研究推广菊

酯类农药取代高毒农药 “六六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蝗区生态改造；

２０００年以后开始研究示范ＧＰＳ卫星定位监测技术和绿僵菌等生物农药治蝗

的新技术；２０１０年以后河北省东亚飞蝗基本以生态控制为主，飞蝗发生面

积和为害程度连续多年维持在较低水平。每一次的探索与创新都成为河北省

乃至全国治蝗史的典范。

为全面掌握当前河北省蝗区现状、蝗虫种类变化及影响飞蝗发生的因

子，河北省植保植检站于２００５年启动河北省蝗虫种类及生态区勘查工作，

组织主要蝗虫多发市、县植保站历经１０年的时间，对河北省蝗区进行了再

次勘查，建立了河北省的蝗区地理信息系统，为有效控制蝗害提供依据。根

据蝗区勘查结果，编写了 《河北省蝗区分布及蝗害可持续控制》一书。本书

旨在给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河北省从事蝗虫工作的植保人员开展工作

提供参考。

该书共分为九章，分别概述了河北省蝗区的基本状况，不同类型蝗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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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演变的历史，近年来的蝗区勘察结果；对不同类型蝗区的蝗虫种类进行

了科学分类，并对主要蝗虫种类的发生规律和生活习性进行了观察研究等

等；是对河北省蝗区和蝗虫最为完整的记录。

本书的编著是河北省防蝗工作者多年来集体劳动的共同成果，也是本省

蝗区各市、县植保部门团结协作的结晶。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领

导、专家和学者的指导，特别是中国农业大学赵明明老师和安新县植保站任

春光站长在勘查图形成和初稿审阅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表示诚挚

的感谢。由于本书编著者水平有限，加之编写时间较仓促，不妥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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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蝗虫和蝗灾

蝗虫俗称 “蚱蜢”，直翅目，蝗总科。蝗灾是一种世界性的农业生物灾害，全世界

约有１／３的大陆，近１００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蝗灾的威胁。其中尤以非洲和亚

洲的一些国家蝗灾发生频繁、为害严重。目前全世界已知蝗虫种类有１万种以上，其中

我国有９００余种。在我国大部地区能够成灾为害的主要蝗虫种类为东亚飞蝗 ［Ｌｏｃｕｓｔ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 （Ｍｅｙｅｎ）］，其次为亚洲飞蝗、西藏飞蝗和部分土蝗。

从蝗灾的形成形式来看，可将其划分为暴发性蝗灾和慢发性蝗灾两种类型。暴发性

蝗灾主要是由一些具有暴发性、群集性和迁飞性的蝗虫引起，这类蝗灾常常是间歇性发

生，一旦发生，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来势凶猛，致灾严重，典型的如东亚飞蝗和沙漠蝗

等蝗虫引起的灾害；慢发性蝗灾则主要是由地区性蝗虫或其他非迁移性蝗虫引起，这类

蝗灾相对较轻，典型种类如亚洲小车蝗、黄胫小车蝗、中华稻蝗、短星翅蝗、大垫尖翅

蝗等。

纵观世界蝗灾发生的历史，对农业生产为害最大的蝗虫种类应该是东亚飞蝗和沙漠

蝗。沙漠蝗是引发非洲蝗灾的头号害虫，其大暴发年份的侵袭区可波及整个非洲大陆、

中东，以及地中海沿岸的５７个国家，总面积达２９００万ｋｍ２。

飞蝗是诱发蝗灾的重要蝗虫种类，它广泛分布于东半球的温带和热带地区，飞蝗的

垂直分布最低可达－１５４ｍ，分布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的艾丁湖畔，为亚洲飞蝗；最高达

４６００ｍ，分布在我国西藏普兰的鬼湖畔，为西藏飞蝗。由于地里分布的不同和外部形态

的差异，可将其分为９个亚种，在河北省发生的飞蝗是东亚飞蝗。

东亚飞蝗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如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

国、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亚飞蝗在中国的分布范围为亚洲之首，主要分布在北纬

４２°以南的东部平原地区，北起河北、山西、陕西，南达广西、海南，东至沿海的山东、

江苏、台湾，西至四川、甘肃南部。在中国的分布区域海拔高度一般在２００ｍ以下，发

生基地多在海拔５０ｍ以下的沿海、沿河、沿湖及内涝洼地。此外，在我国云贵高原及

黄土高原一些海拔４００ｍ以上的河谷地带也偶有散居型东亚飞蝗分布。

土蝗在河北省各地均有发生，主要在北部地区常年发生为害，如２００３年夏季，

河北省张家口、承德等北部地区的亚洲小车蝗、痂蝗、笨蝗、宽翅曲背蝗等发生严

重，发生面积近６６．７万ｈｍ２。其中承德市的丰宁、围场、平泉、隆化、滦平，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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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的康保、张北、尚义、沽源、蔚县等县发生较重。虫口密度一般每平方米１０头，

最高达万头以上。对河北省和北京市构成迁飞威胁，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和

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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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蝗区及其基本特征

蝗区是指适宜蝗虫发生的地理区域，或是具有蝗灾隐患的分布区。在河北省从南到

北都有多种蝗虫分布，但真正意义上的蝗区具有相对固定的区域，但在一定的时期也发

生一些演变。

第一节　蝗区的类型

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新中国蝗灾的发生与治理处于高潮时期。６０年代后蝗灾较

为缓解，宜蝗面积大大压缩，对蝗虫的防治以及对蝗区的改造随之有所放松。进入８０
年代以来，由于全球气候异常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蝗区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宜蝗面积有所反弹。为摸清我国蝗区演变情况，在９０年代中期开展了蝗区勘查研究，

基本摸清了当时蝗区的分布地点、蝗区面积及其生态现状。近些年随着蝗区生态改造的

推进，河北省蝗区演变不大，基本保持了９０年代中后期的规模和特性。

现在河北省蝗区可以分为：适宜滋生蝗区、潜在蝗区、零散区和老蝗区 （已改造蝗

区）四部分。

一、东亚飞蝗适宜滋生蝗区

现代蝗区的概念是以生态论和灾害论为基础划分的，即指现存的宜蝗区和为害区，

该区具有适宜东亚飞蝗滋生和栖息的生态环境，且常年有东亚飞蝗的发生并对农业生产

可构成直接、间接的为害或潜在的威胁。根据飞蝗暴发频率的高低，可将蝗区进一步划

分为常发蝗区和偶发蝗区。

常发蝗区是指东亚飞蝗的暴发频率较高、农业生产经常受到蝗灾威胁，且常年需要

开展防治的蝗区。这类蝗区由重点蝗区和一般蝗区组成。重点蝗区是东亚飞蝗的核心滋

生繁殖区或发生中心，具有最稳定和最适宜的适生环境，出现群居型蝗蝻的频率一般在

１０年内不低于２次，或常年具有较大面积的防治任务；一般蝗区具有比较稳定和适宜

的飞蝗滋生环境，常年有低密度的飞蝗发生，但多数不达５０００头／ｈｍ２ 的防治指标，常

年具有点片挑治任务，东亚飞蝗出现群居型蝗蝻频率一般在１０年内不低于１次。

偶发蝗区具有不稳定的飞蝗适生环境，一般年份在宜蝗区中只有极少数散居型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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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对农作物主要是潜在的威胁，但遇个别特殊年份可能大量繁殖，并对农业生产构

成威胁。该蝗区常年没有防治任务，属于常年监视的间歇性挑治区，一般１０年内出现

群居型蝗蝻的频率在１次以下。

二、东亚飞蝗潜在蝗区

潜在蝗区又称隐伏蝗区，一般不列为正常蝗区。该区通常不具备飞蝗滋生的生态条

件或没有飞蝗的分布，仅在持续干旱、水位下落，植被受到严重破坏以及长期弃耕撂荒

或耕作粗放等特殊条件下，才能转变成适宜的飞蝗临时发生环境，如一些长期被水淹没

的湖泊、水库、洼淀、河道、新淤海滩及河滩以及历史上发生过蝗灾但治理不彻底的老

蝗区等。潜在蝗区长时期不发生蝗害，即使有飞蝗分布，也处于隐伏发生状态，发生密

度明显低于偶发区。潜在蝗区一般２０～３０年小规模暴发１次蝗灾。

三、东亚飞蝗老蝗区

老蝗区是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蝗灾，或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蝗灾发生比较频繁，

但经过生态环境的改造和治理，已经基本根除蝗患或摘掉蝗区 “帽子”，而且至今未发

生蝗害的蝗区。这类老蝗区已经基本消除了飞蝗的适生环境，尽管有个别飞蝗分布，但

一般不构成为害。特殊情况下，若再受人为长期弃耕撂荒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出现老蝗

区 “反复”，即演变为潜在蝗区、偶发蝗区甚至常发蝗区。因此，老蝗区也绝非不可

逆转。

四、东亚飞蝗零散区

零散区是指曾有东亚飞蝗的分布或常年有零散个体生存的地理分布区。这类分布区

基本不具备东亚飞蝗的适生环境，但有一定的生存和栖息条件，其种群大幅度增长的可

能性极小，因此，零散分布区只有地理上分布的意义，对农业生产不会构成灾害，无需

专门监测和防治。

五、土蝗发生区

河北省东亚飞蝗发生区都有土蝗发生。在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两市的坝上地区，由

于地广人稀，耕作粗放，是土蝗的主要发生区。

第二节　东亚飞蝗分布区的特征

制约东亚飞蝗地理分布的因子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地理分布、气候条件、土壤

和植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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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分布特征

东亚飞蝗分布区位于北纬４２°以南的洼地、平原和丘陵。其海拔高度绝大多数为

２～５０ｍ，少数飞蝗发生地区的海拔可达５０～２００ｍ，在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一些河谷

地带散居型飞蝗的零星分布，其海拔高度可达４００ｍ以上。河北白洋淀蝗区的海拔高度

为６～８ｍ。我国的东亚飞蝗分布区主要在黄淮海地区，这些地区属于黄河流域、海河流

域及淮河流域中下游冲击滩地，地势低洼或平坦，海拔一般不超过５０ｍ，地势倾斜比降

一般在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之间；其滨湖蝗区的比降一般为１／５０００，河泛蝗区介于

１／５０００～１／７５００，内涝蝗区由外缘向中心洼地的比降为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二、气候特征

东亚飞蝗发生区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其气候特点是夏热多雨、冬寒少雪、春

旱多风、秋旱少雨，年降雨量一般为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ｍ，年平均气温为１１～１５℃，全年大

于１０℃的积温为４０００～４８００℃，全年大于１５℃的积温为３４００～４０００℃。

温度和降水是影响东亚飞蝗分布最重要的气候因素。特别是旱涝或干湿交替，是东

亚飞蝗发生区的重要气候特征。东亚飞蝗的发育起点温度为１５℃，蝗蝻的发育起点温

度为１８℃，整个生育期要求２５℃以上的天数不少于３０天，冬季５～１０ｃｍ土温在－１５℃
以下时，蝗卵难以越冬存活。据观察，在日均气温在－１０℃以下超过２０天或－１５℃以

下超过５天的地区，东亚飞蝗蝗卵不能安全越冬。因此，根据上述低温的等日线可找到

东亚飞蝗的分布北界。另外，７月份的２４℃等温线也大致符合东亚飞蝗的分布北界。在

东亚飞蝗分布区内，有效积温是决定飞蝗发生代数的关键因素。

降雨对东亚飞蝗发生和分布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飞蝗的发育进度、对初孵

蝗蝻的机械杀伤、淹没蝗虫滋生区以及促发流行性疾病等。但在某些条件下，适当的降

雨可保持土壤适当的含水量，有利于飞蝗的产卵和孵化出土。

三、土壤特征

土壤是东亚飞蝗产卵的场所，因此，东亚飞蝗对土壤的理化特性、含水量、含盐量

以及表土的松紧度都有较强的选择性。一般来看，东亚飞蝗分布区尤其是滋生地的土壤

通常是略微板结的盐碱地。调查研究表明，东亚飞蝗常选择土壤含盐量在０．５％以下的

土壤产卵，土壤含盐量大于０．５％时，产卵量明显下降，当含盐量超过１．２％的区域，

则很少有东亚飞蝗的分布；东亚飞蝗对土壤的含水量也有较强的选择性，一般沙土含水

量在８％～１２％、壤土含水量在１５％～１８％、黏土含水量在１９％～２２％时适宜飞蝗产

卵和生存。因此，土壤的含盐量和含水量也是东亚飞蝗分布的重要制约因素。如河北白

洋淀蝗区的土壤为多条河流入淀形成的冲积物，土壤含盐量０．３％以下占８０％，因而适

宜东亚飞蝗的生存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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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被特征

东亚飞蝗发生区的植被类型一般是以中生和半湿生性的禾本科植物群落占主导地

位。代表性的植物种类有芦苇、稗草、莎草、茅草、狗牙根、两栖蓼等。除了上述植被

外，涉及农田的东亚飞蝗分布区，主要植被有小麦、玉米、高粱、谷子，以及水稻、大

豆等作物。植被覆盖度对飞蝗的分布也有影响，据观察，蝗区的植被覆盖度一般在

７５％以下，而最适宜的植被覆盖度在１５％～５０％；一般年份覆盖度超过８０％以上很少

有蝗虫分布。

五、水文特征

东亚飞蝗分布区多在沿河、沿湖周围，这些地方水文变化幅度大，也是东亚飞蝗分

布区的又一重要特征。由于旱涝交替，水位的涨落和河水的季节性或年度间变化幅度大

等原因，给东亚飞蝗滋生创造了良好环境。如白洋淀、衡水湖、南大港水库、平山岗南

水库等水位下降和干涸，均有利于东亚飞蝗的分布和暴发。

第三节　东亚飞蝗蝗区生态类型及结构

一、蝗区类型

关于蝗区的类型问题，Ｕｖａｒｏｖ（１９３６）把中国蝗区列入大沙河三角洲类型中，并

说明此种类型带有湖泊和河道谷地的系统。马世骏先生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研究的基

础上，根据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形成结构及形成原因，确定为４个类型，即滨湖蝗区、

沿海蝗区、河泛蝗区及内涝蝗区，根据发生频率，现排列顺序为：沿海蝗区、滨湖蝗

区、河泛蝗区及内涝蝗区。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河北省大约有蝗区面积１４３．６万ｈｍ２，按成因和生态环境特点分为

沿海、内涝、滨湖、河泛４类蝗区，涉及１１９个县 （场）。分布范围几乎包括了全省除

坝上和深山区的所有区域。其中沿海蝗区面积有２９．４万 ｈｍ２，占蝗区总面积的

２０．５％。内涝蝗区面积为８８．８万ｈｍ２，占蝗区总面积的６１．９０％。洼淀水库蝗区面积

约１４万ｈｍ２，占蝗区总面积的９．７％。河泛蝗区面积为１１．４万ｈｍ２，占蝗区总面积

的７．９％。

二、蝗区结构

从蝗区的结构看，每种蝗区的结构都不同，并包括有性质不同的小蝗区。每个小蝗

区内各有不同生态特点的发生地，属于同一个大蝗区内的不同小蝗区，基本上受一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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