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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六盘山阴湿区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贫困地区，长期以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
业结构发展不平衡，农业内部种植业所占比重达 60%以上，因此丰歉影响着全地区农业和农
村经济的发展，种植业结构和与自然系统功能的强弱、效益的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受其
制约，农业自然灾害频繁，其主要因素是年度降雨量在 600mm左右，但降雨分布不平衡，主
要集中在 7、8、9月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发生危害严重。随着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政策
的落实实施、种植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条件的发展变化，农田生态系统的演变，农作物病虫草
害发生危害日趋严重，新的病虫不断出现，老的病虫有所抬头，严重地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可
持续发展。为了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实施植保工程，提高对当地农作物主
要病虫草鼠害预测预报和防控能力，降低病虫危害损失和科学合理使用化学农药，减少农药
对农产品和环境的污染，以促进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在农业科技推广及研究工作中，在老一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敬业精神的鼓

舞下，潜心钻研植保科学知识，在总结汲取前人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对当地农作物主要病、
虫、草、鼠害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并参考了有关植保资料整理出当地主要病、虫、草、鼠害种
类发生消长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

本书主要对病虫发生危害、消长动态做了详尽的阐述，配插图 345张，形象地反映了各
种病虫害的形态特征，提出了六盘山阴湿区病虫草害的防治决策、病虫发生趋势及植保工作
对策，本书对宁南山区及生态类型相近地区的农作物主要识别与防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编 者
2012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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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六盘山阴湿区主要病虫草害发生危害情况

宁夏六盘山阴湿区位于我国西北部，宁夏最南端，属六盘山高寒区。年降雨量 600mm以
上，在北纬 34°14′～37°4′，东经 105°9′～106°58′，主要包括隆德、泾源、西吉等地，土地总面积
4.8万 hm2，占宁夏土地总面积的 32.9%，境内大部分是旱作农业区，山地占耕地面积的 90%
以上，分为森林草原和黄土高原沟壑区，农作物病虫草鼠危害严重，成为限制当地农业生产
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主要病虫种类
多年以来我们结合病虫害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利用黑光灯诱测、频振式测报灯等设

施，结合田间调查、普查，采集了一些病虫草标本。共整理出害虫 7目 30科 39种；病害 92
种，草害 34种，鼠害 25种，其中检疫性病虫害 28种。

1. 农业昆虫主要种类
小麦蚜虫、麦种蝇、麦茎叶甲、梨蝽、梨虎、梨眼天牛、黄星天牛、蝎蛉、杨叶甲、钩翅蛾、油

菜潜叶甲、棕色金龟甲、绿芫箐、宽背叩甲、褐叩甲、豹纹蛱蝶、小翅雏蝗、北方雏蝗、褐雏蝗。
其他地区虽有分布，但在本地颇占优势的有大斑叶蝉、小黄叶蝉、荨麻蛱蝶、果巢蛾、乌壳虫、
大麻跳甲、黄褐金龟甲、小云斑鳃金龟、异色瓢虫、九星瓢虫等。粟茎跳甲、黄条跳甲、谷鳞斑
叶甲、豆银蚊夜蛾、灰条夜蛾、麦秆蝇、云介长菜蝽、枸杞龟甲、大牙锯天牛、夏氏雏蝗、黄褐金
龟、细胸叩甲、黑戎金龟甲、棕色金龟甲、长角金龟甲、杨木蠹蛾、杨大透翅蛾、杨潜叶甲、榆灰
卷蛾等，此外，条斑叶蝉、黑褐针蟋、豹纹蛱蝶、金星步甲、黏虫步甲等亦较优势。

2. 农作物主要病害种类
六盘山阴湿区有小麦条锈病、小麦秆锈病、小麦叶锈病、小麦红矮病、小麦白粉病、小麦

全蚀病、小麦散黑穗病、马铃薯晚疫病、马铃薯早疫病、马铃薯环腐病、马铃薯黑胫病、马铃薯
病毒病、玉米黑粉病和部分蔬菜病虫害等。
（二）主要病虫发生情况
六盘山高寒阴湿区内地形复杂，地势多变，气候差异较大，植被丰茂，种类复杂，这种特

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各种病、虫、草、鼠害的发生发展、流行蔓延提供了条件，近 10年
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农业种植制度和生产条件发展变化，农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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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演变，各种病虫草鼠害的发生危害呈现日趋加重的趋势，尤其一些新的病虫草害相继
出现，老的病虫草害有所抬头。每年都有几种病虫草发生成灾，给当地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
造成严重影响。如小麦条锈病曾 1950、1964、1985、2007年大流行，造成小麦减产 20%以上，
局部区高达 40%～50%；小麦黄矮病 1973、1979、1999年大流行，1973年损失 2万吨；小麦白
粉病 1989、1990年大流行，一般田块减产 10%左右，严重田块达 20%以上；马铃薯晚疫病
1954、1958、1964、1992、1995、1999年大流行；小麦吸浆虫 1986、1987、1988 年大流行，造成
小麦减产 15%～21.4%，新中国成立以来黏虫在当地严重发生有 16年，年受害面积常达 6.7
万 hm2左右。造成小麦、玉米、胡麻等作物损失 23%以上，大发生频率有增加趋势；麦蚜是当
地常发性害虫，也是小麦黄矮病的重要传毒介体。如 2005年泾源县高峰期百株蚜量达 3120
头，黄矮病大流行，全县 20万亩小麦平均减产 10%，新民、泾河源等乡镇的川塬地小麦减产
25%～50%；黑绒金龟甲发生为害严重，造成马铃薯缺苗 20%～30%，严重田块高达 60%以上，
2003年泾源县受害面积达 1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 100%；蝼蛄、蛴螬、金针虫等地下害虫经
常造成作物缺苗断垅。草害在本区也很突出，如泾源县野燕麦每年发生面积 20万亩以上，每
亩达 15万～40万株，严重田块达 80万株以上，每 hm2达 3万～40万株，严重田块达 80万株
以上，每亩损失粮食 20～35kg。双子叶杂草每年发生面积 40万亩，2006年泾源县发生面积
27万亩次，每亩损失粮食 15～20kg。鼠害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逐年加重，2004年泾源县发生
面积 16.5万亩次，每亩损失粮食 17～20kg，山地五趾跳鼠损毁农田严重，部分田块绝产。总
之，六盘山阴湿区病、虫、草、鼠害的发生特点是发生面积大、危害重、频率高，并在迅速扩大、
蔓延、加重。

二、现阶段当地植保工作的现状

（一）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植保业务部门和科技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研究，试验示范，具体指导，大面积推广新技术，特别是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
大农民的积极性，在科学种田的实践工作中有了新的突破，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宁南山区农作物病虫害的研究，20世纪 50年代已有一些工作。如王进金（1951）关
于固原、海原春小麦腥黑穗病的调查研究；孟庆祥（1959）亚麻漏油虫发生规律及防治研究。
60年代，宁夏农科院植保所（1960）对泾源和隆德两地小麦条锈病发生与防治进行了研究，
李瑞碧等对小麦条锈病流行区和越夏规律以及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规律与防治进行了研
究。70年代，宁夏农学院农学系、固原农校（ 1974、1976）对小麦黄矮病进行了研究，固原地区
农科所（1973、1979）对固原地区冬小麦红矮病发生情况及防治方法和小麦全蚀病的防治、自
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1974）对马铃薯环腐病的发生和防治、赵农鸿（1975）对马铃薯环腐
病的防治进行了研究，泾源县农业技术推广站（1985）进行了小麦腥黑穗病的防治试验研究。
1992年以来本地区科技工作者对禾谷类黑穗病、小麦条锈病、小麦黄矮病、小麦白粉病、马
铃薯晚疫病、马铃薯环腐病、豌豆根腐病、黑绒金龟甲、麦蚜、黏虫、小麦吸浆虫、麦秆蝇、亚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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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油虫、豌豆象、冰草麦蚜、荞麦钩翅蛾的发生规律、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技术进行了较系统
的调查试验研究。《宁南山区农作物主要病虫发生规律预测预报研究》《豌豆象发生规律及综
防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黑绒金龟生物学生态学及防治研究》《冰草麦蚜发生规律及生物型
演化的研究》，已分别获宁夏人民政府科技进步成果奖，研究达国内先进及领先水平。这一系列
科学研究工作对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二）预测预报
根据宁夏农技推广总站的安排，各县测报工作严格按《宁夏农作物主要病虫测报办法》

（试行本）和农业部农作物病虫测报总站《农作物主要病虫测报办法》（农业出版社）对各病虫
具体测报办法的要求，利用黑光灯、诱蛾器，田间定点进行系统观测、监测、普查。每种病虫据
当年发生发展趋势，结合历史资料进行统计、综合分析作出预报。病虫测报工作坚持“三固
定，四统一”的测报工作制度，即固定测报地点、测报人员和测报对象；统一调查方法、取样标
准、观测时间（始测）和汇报时间。利用多年系统积累资料综合分析，筛选预测生态因子，采取
多元回归、Fuzzy综合评判、灰色系统等方法建立 13个病虫 29个预测模型（方案）。预测符合
率均在 90%以上。经多年预测验证，选择符合率在 93%以上的 6个病虫预测模型或方案，设
计、排列，组建成简单明了的便于测报人员预测和适于农技人员应用的《预测速查仪》和“查
对表”。病虫测报工作起到了积累系统资料、指导大面积防治的重要作用。
（三）综合防治
1． 科学的防治决策
当地农作物病虫草害年均防治面积占发生面积的 25%，远不能达到控制的目的。在人、

物、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能作出经济有效的防治决策，利用泾源县 1992～2002年，10年
的病虫草害发生损失资料。防治决策不能单纯从发生面积大小和危害损失角度考虑，还应根
据当地人力、物力、财力、防治的难易程度、防治效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农
药对环境污染等方面综合考虑，还要从找出危害广、损失大、易防治、能减少用药量又能提高
防效等多方面考虑。

2． 综合防治及效益
经过 20多年对主要病虫草害综合防治，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经测报指导大面积防治（1995～2005年）5.28万亩。每亩挽回粮食损失

4.6～58.7kg，平均 21kg，共挽回粮食 11539t，每亩平均挽回纯收入 11.8～62.3元，防治效益比为
1∶5.5。
（2）生态效益
开展了综合防治，减轻了农药使用对环境的污染与影响，使农田生态得到改善，害虫天

敌有所增长，害虫的发生、消长在不同程受到影响。如 2004年我们按麦蚜的益害比例（1∶150）
指标，灌浆期百株蚜量 250头以上，蚜株率超过 25%进行防治，防治田寄蜂类天敌寄生率
27%，食蚜蝇、瓢虫、草蛉捕食性天敌百株 11头，防治田天敌寄生率 2.8%，捕食性天敌百株
1.3头。比不防治田提高天敌寄生率 8.6倍，百株捕食性天敌 7.5倍。在 6月 1日进行“三虫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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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即：小麦吸浆虫、麦蚜、黏虫，防治效果均达到 80%以上。
（3）社会效益
首先，通过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工作起到了减灾稳产保丰收，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其

次，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民识别重要病虫害，掌握了其发生规律，
防治技术，提高了农民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水平。

三、植保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劳务输出力度加大，本地区存在农业种植业的劳动力递减的趋势，保证粮食
稳定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品种的更替，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及气候等因素的
影响，病虫发生危害日趋加重，新的病虫不断入侵。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植保工作将面临病虫
趋重、持续增产、环境保护、人畜安全、生态平衡等多重压力。

主要病虫草鼠危害日趋加重，当前主要病虫草鼠害为小麦条锈病、小麦白粉病、小麦黄
矮病、小麦红矮病、小麦全蚀病、小麦腥黑穗病，马铃薯晚疫病、马铃薯环腐病、马铃薯黑茎
病、马铃薯病毒病，豌豆根腐病，莜麦坚黑穗病；小麦蚜虫、小麦吸浆虫、黏虫、小麦红蜘蛛，豌
豆象、豌豆潜叶蝇、黑绒金龟甲，玉米螟、玉米叶螨，亚麻漏油虫，荞麦钩翅蛾，地下害虫，菜青
虫；野燕麦、双子叶杂草；褐家鼠、黄鼠、岩松鼠、五趾跳鼠、鼠兔、中华鼢鼠等。

四、主要病虫草害发生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做好当地的植保工作，确保农业发展，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首先要正确
地认识和病虫草害作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认识不足，在植保工作中就会丧
失警惕，放松领导，重治轻防，临时突击，造成工作被动和粮食减产的局面。
（一）病虫产生的条件依然存在，并继续发生危害
病虫具有繁殖迅速、传播迁飞、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所以防治后残余病虫遇到环境、

气候条件适宜，很快就会增殖起来，往往在下一代，第 2年或者几年后又造成新的危害。防治
后一个短时期内，由于病虫发生有所减轻，思想麻痹，放松防治，会造成又一次的大发生。小
麦吸浆虫 20世纪 90年代初基本控制了危害，近几年又有回升。豌豆根腐病发生危害多年，
因迎茬种植面积较大，土壤中病菌积存量大，如果不进行 6～7年轮作等措施，还将继续严重
危害。黏虫 1998、1999年发生严重；小麦条锈病近两年发生较重；小麦黄矮病 2004年属大发
生年份，造成严重损失等。这些都是防治工作中缺乏长期思想的反映。对防治工作做得比较
好的病虫，要继续保持警惕，对那些办法不够完善，较难防治的病虫，如马铃薯晚疫病、玉米
叶螨等更应该认识到其防治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二）适宜病虫发生的环境不断产生，为病虫猖獗发生创造了条件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不仅是耕地的减少与环境的污

染，更重要的是技术措施的改进与提高，而技术措施主要表现在种子与栽培、土肥与植保等
等。而且品种的更换、栽培措施的改变、土壤与肥料的差异都会给病、虫、草带来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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