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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稻水象甲是危害全球水稻的重要害虫之一，原产地在美

国东部平原及山林，具有危害重、繁殖传播速度快、适应性强

等特点，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全球100种最具威胁性的外

来入侵生物之一，1986年我国将其列为对外检疫对象。

20世纪70年代初，孤雌生殖型稻水象甲传入亚洲，1988

年在我国河北省唐海县首次发现。2007年昆明市嵩明县发现稻

水象甲发生危害，为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对西南稻区水

稻生产造成较大潜在威胁，国务院领导和农业部、云南省政

府、昆明市政府高度重视，提出封锁、阻截意见，省、市、县

分别成立“封锁、控制稻水象甲领导小组”，各级财政给予了

较大支持，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防控，昆明地区发生的稻

水象甲得到较好控制。本书以昆明地区开展的研究为基础，参

考了省外大量资料，对稻水象甲在昆明地区的发生规律、防治

技术进行介绍，旨在为植保工作者提供参考，同时也对生产进

行指导。

在此，谨向关心、支持昆明市稻水象甲防控工作的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紧、水平

有限，可能出现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同行专家

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2014年2月于云南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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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稻水象甲的发生及特性

第一章

稻水象甲的发生及特性

第一节  稻水象甲的发生与分布

稻水象甲具有危害重、繁殖传播速度快、适应性强等特

点，是全球水稻上的重要害虫之一，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

全球100种最具威胁性的外来入侵生物之一，1986年我国将其

列为对外检疫对象。

稻水象甲原产地在美国东部平原及山林，18世纪在美国

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山林、野生禾本科、莎草科植物上发现了两

性生殖型的稻水象甲。1959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

门托流域发现孤雌生殖型的稻水象甲，10年后稻水象甲分布于

整个美国水稻种植区，成为美国主要害虫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初，孤雌生殖型稻水象甲传入亚洲。1976

年，在日本爱知县首见此虫，至1983年，此虫几乎蔓延遍及

日本全境。1988年，由日本传入韩国及朝鲜。我国于1988年在

河北省唐海县首次发现稻水象甲，此后，台湾（1990年）、

天津（1990年）、秦皇岛（1990年）、北京（1990年）、辽宁

（1991年）、山东（1992年）、浙江（1993年）、吉林（1993

年）、福建（1996年）等省市也陆续报道了稻水象甲的发生。

2007年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发现稻水象甲发生危害，对昆明市

及云南省水稻生产构成威胁，之后四川、贵州也相继报道有稻

水象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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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稻水象甲的危害

稻水象甲成虫多在叶尖、叶缘或叶间沿叶脉方向啃食

嫩叶的叶肉，留下表皮，形成长短不等的长条白斑，宽约

0.09cm，长度一般不超过3cm。昆明地区危害最严重时成虫

虫口密度可达每平方米200头以上，田间水稻叶片呈现一片 

花白。

低龄幼虫啃食稻根，造成空根或断根形成浮秧，或使水

稻根系严重受害而影响植株生长发育，植株矮小，易倒伏，穗

粒减少，产量降低。幼虫危害是造成水稻减产的主要因素。在

发生区水稻一般减产15%～20%，严重的减产可达50%以上。

稻水象甲的发生区域约在N20°～50°，耐寒性很强， 

-15℃仍能存活。

稻水象甲成虫寄主范围很广，其寄主有7科60多种植物，

包括水、旱生植物，分别为禾本科、莎草科、香蒲科、鸭跖草

科、灯心草科、天南星科、鸢尾科，但主要以禾本科、莎草科

植物为主，且只在这两科的11种植物上能完成其生活周期。水

稻、玉米及高粱受害最为严重。幼虫寄主较少，仅危害少数几

种水生植物，其中水稻是主要寄主。昆明地区当前稻水象甲寄

主植物以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为主，水稻受害较为严重，玉米

上暂未发现其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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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水象甲成虫危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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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稻水象甲的形态特征

一、形态特征

稻水象甲，学名Lissorhoptrus oryzophilus Kuschel，又名

稻水象、稻根象，属鞘翅目，象甲科，沼泽象甲亚科，稻水

象甲属，2007年昆明发生的稻水象甲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张润志研究员鉴定为孤雌生殖型，即雌虫便可繁殖形成一个 

群落。

成虫体长2.6～3.8mm，体壁褐色，除前胸背板和鞘翅的

中区外，全身密布防水的相互连接的灰色鳞片。自前胸背板的

 稻水象甲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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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到基部，有一个由黑色鳞片组成的广口瓶状的暗色斑，在

鞘翅的基部向下延伸至鞘翅约3/4处形成一个不整齐的黑斑。

喙端部和腹面、触角沟两侧、头和前胸背板基部、眼四周、前

中后足基节基部、腹部三、四节的腹面及腹部的末端被黄色圆

形鳞片。喙和前胸背板约等长，有些弯曲，近于扁圆筒形。触

角红褐色，着生于喙中间之前，柄节棒形，触角棒呈倒卵形或

长椭圆形，棒为3节，第1节光亮无毛。前胸背板宽大于长，两

侧边近于直，只前端略收缩。鞘翅明显具肩，肩斜，翅端平截

或稍凹陷，行纹细不明显，每行间被至少3行鳞片，在中间之

后，行间1、3、5、7上有瘤突。腿节棒形，不具齿。胫节细长

弯曲，中足胫节两侧各有1排长的游泳毛。雄虫后足胫节无前

锐突，锐突短而粗，深裂呈两叉形。雌虫的锐突单个的长而

尖，有前锐突。稻水象甲有两性生殖型和孤雌生殖型，发生在

中国的均属孤雌生殖型。

卵长约0.8mm，圆柱形，长约为宽的3～4倍，两端圆形，

略向一侧弯曲，珍珠白色，肉眼几乎不可见。

 稻水象甲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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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熟幼虫把稻根咬一个洞，用丝和土作茧，茧口与洞口

衔接，幼虫在茧中化蛹，从根的孔洞吸取空气和养分。土茧长

幼虫白色无足，头部褐色，体呈新月形。腹部2～7节背

面的隆起各有1对向前伸的钩状气门。老熟幼虫体长约10mm。

稻水象甲幼虫

 稻水象甲的土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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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5mm，灰褐色，近椭圆形，黏附于根上。

蛹在似绿豆形的土茧内，白色，复眼红褐色，大小、形

状近似成虫。 

稻水象甲的蛹

二、与稻象甲的区别

稻象甲，别名稻象，属鞘翅目，象甲科，是水稻产区普

遍分布的一种害虫，和稻水象甲不同属，在调查时要注意区别

这两种象甲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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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稻水象甲与稻象甲主要形态区别

比较项目 稻水象甲 稻象甲

成　虫

体长约3mm，喙短阔，体表被
浅绿色至灰褐色鳞片，从背板
中区至鞘翅末端3/4处的背部
鳞片黑色，组成明显的广口瓶
状黑色大斑

中足胫节两侧各有一排长的游
泳毛

体长约5mm，喙细长，灰黑
色，密生灰黄色鳞毛，鞘翅
上各有10条细纵沟，近末端
各有1灰白斑

中足胫节外侧无毛，内侧具一
排长刚毛和一排明显的小齿

成虫危害状

成虫沿叶脉方向啃食嫩叶叶
肉，留下下表皮，形成宽约
0.09cm的长条白斑，长度一般
不超过3cm

成虫咬食稻苗近水面心叶，
受害叶长出后出现一行横排
小孔，遇风易折断

蛹
形成土茧，在茧内化蛹。茧长

4～5mm

不形成茧，蛹长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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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稻水象甲的生物学特性

一、对光的趋性

稻水象甲成虫和许多昆虫一样具有趋光性。根据资料，

在北方稻区，稻水象甲对日光灯、白炽灯、黑光灯均有明显

趋性，但在南方地区不明显。昆明地区发生的稻水象甲室内

日光灯下可见成虫起飞，但田间白炽灯和黑光灯下暂未诱到 

成虫。

并不是光越强稻水象甲的趋性越大，早晨和傍晚可见稻

水象甲在叶尖活动，白天随着日光增强，大部分成虫转入稻丛

基部隐蔽处活动或在水中游动。

二、飞翔习性

稻水象甲成虫具有较强的飞翔能力，可借助风力扩散，

国外资料报道可随风漂移10km以上。

稻水象甲一年有两次迁飞活动。3～5月越冬成虫迁飞到

秧田或稻田为害；8～9月新一代成虫迁飞到越冬场所越冬。每

年早春（3月上中旬）越冬代稻水象甲复苏，就近取食，丰满

飞翔肌后，迁飞入秧田或直接飞入稻田繁育后代，此后飞翔肌

很快萎缩，卵巢快速发育。秋季（8月中下旬），新羽化的一

代成虫经过短时间的取食后，先后迁入越冬场所，滞育越冬。 

三、取食习性

稻水象甲越冬成虫在越冬期间表现为滞育，不取食。3月

上中旬，气温回升后，越冬成虫复苏，开始取食越冬场所周围

杂草，然后迁入秧田或稻田取食危害。秋季，稻水象甲羽化后



稻水象甲发生 识 别 及 防 治 手 册

1010

DAOSHUIXIANGJIA FASHENG SHIBIE JI FANGZHI SHOUCE

取食水稻或杂草叶片，然后迁移至越冬场所取食杂草，再钻入

土中越冬。

稻水象甲寄主范围很广，成虫可以多种植物为食，但稻

水象甲春季出蛰越冬成虫与秋季准备越冬的成虫表现出不同

的取食习性（表2）。据调查，3月上旬越冬成虫出蛰，从土

中钻出先取食田埂边的杂草，然后再迁入秧田或稻田取食为

害，春季出蛰越冬成虫

最喜食白茅，其次是马

唐和双穗雀稗，取食最

少的是狗尾草和异型莎

草。秋季稻水象甲从稻

田迁移至越冬场所，取

食杂草后，再钻入土中

越冬。秋季准备越冬的

成虫最喜食双穗雀稗，

其次是马唐，取食最少

的是白茅和异型莎草。

稻水象甲危害杂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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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稻水象甲取食习性 

成虫

类型
寄主植物

取食

严重度

越

冬

代

成

虫

禾本科

Gramineae.

水稻 Oryza satiua L. ＋＋＋

稗草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

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Scop. ＋＋

狗尾草Setaria uiridis (L.) Beauv. ＋

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l  Beauv.var.

mojor C.E.Hubb
＋＋＋

双穗雀稗Paspalum distichum L. ＋＋

皱叶狗尾草Setaria plicata(Lam.)T.Cooke ＋

莎草科
Cyperaceae 异型莎草C. difformis L. ＋

一

代

成

虫

禾本科
Gramineae.

水稻 Oryza satiua L.

稗草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

＋

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Scop. ＋＋

狗尾草Setaria uiridis (L.) Beauv. ＋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l  Beauv.var.

mojor C.E.Hubb
＋

双穗雀稗Paspalum distichum L. ＋＋＋

莎草科
Cyperaceae 异型莎草C. difformis L. ＋

注：“＋”取食叶片占整株叶片5%以下；“＋＋”取食叶片占整

株叶片6%~10%；“＋＋＋”取食叶片占整株叶片10%以上。

    
幼虫喜取食嫩须根，取食范围多集中在土面以下6cm，株

心周围5cm.

四、产卵习性

稻水象甲成虫产卵的主要条件是水，无水不产卵。通常

在水面以下的叶鞘内产卵，卵产在靠近中脉的叶鞘表皮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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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脉平行。稻水象甲的卵主要产于第一、二叶鞘内，且第一叶

鞘内产卵数最多，其次是第二叶鞘，少量产于第3叶鞘，第4叶

鞘未见其卵粒。当水稻根露出土面且浸泡在水中时，则大部分

卵产于根上。

五、其他习性

1.趋嫩性
稻水象甲成虫喜食幼嫩的叶片。春季，越冬成虫出土后

仅取食少量周边杂草，待水稻秧田揭膜后便向秧田迁飞，取食

水稻嫩叶。秋季，新一代成虫于8月中下旬水稻抽穗后，便转

向田埂边、沟边的杂草上取食幼嫩杂草叶片。

2.假死性
稻水象甲成虫和许多其他鞘翅目昆虫一样，具有假死

性，田间受到震动便呈假死，坠水或落地。

3.水、陆两栖性
稻 水 象 甲 必

须 在 水 、 陆 条 件 下

才 能 完 成 其 世 代 发

育 。 越 冬 代 成 虫 在

沟 边 、 阳 坡 处 越 冬

栖 息 ， 但 成 虫 可 在

水 内 游 泳 ， 且 只 在

水 中 叶 鞘 处 或 根 上

产 卵 ， 幼 虫 和 蛹 均

在 水 中 水 稻 根 部 活

动、取食为害。

 稻水象甲可在水中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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