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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宁夏引黄灌区种植水稻历史悠久，自然

条件优越，被列为优质粳稻最佳生态区，在

西北区位优势明显，水稻产业已经成为宁夏

最具活力的区域性特色产业之一。

稻水象甲是我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一般可造成水稻减产 15%~20%，严重的

减产 50% 以上，甚至导致绝收。宁夏于 2014

年年底首次发现稻水象甲疫情，为遏制稻水

象甲快速蔓延趋势，保护宁夏水稻生产安全，

提高基层植物检疫人员和农民群众对稻水象

甲的识别和防控能力，我们组织编写了《宁

夏回族自治区稻水象甲检疫防控技术手册》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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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稻水象甲检疫防控技

术手册》详细介绍了稻水象甲的生物学特征

与危害，调查与监测方法、防治措施等内容，

图文并茂，是宁夏基层植物检疫人员和水稻

种植业者的重要工具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国内有

关专家的部分文字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鉴于我们掌握的资料及水平有限，时间

仓促，疏漏、不当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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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稻水象甲的生物学特征与危害

稻 水 象 甲（Lissorhoptrus oryzophilus 

Kuschel）， 属 鞘 翅 目（Coleoptera），

象 甲 科（Curculionidae）， 稻 水 象 属

（Lissorhoptrus）。各地俗称稻水象、稻根象等，

英文名为 rice water weevil。

稻水象甲为半水生昆虫，成虫有水生昆

虫的形态结构，适宜水中生活。主要危害水稻，

是水稻上一种毁灭性害虫，曾经被国际自然

保护联盟（IUCN）列为最具威胁的 100 种外

来入侵生物之一，1986 年我国将其列为对外

检疫对象。其成虫食性杂，可危害 10 科 64

种植物，幼虫可危害 5科 15 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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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稻水象甲形态特征

成虫：体形为椭圆形，长2.5～ 3.8mm，

宽 1.2 ～ 1.5mm；体褐色或淡绿色，密被鳞

片；喙为圆筒状，端部不膨大；触角红褐色，

由基部到端部依次分为柄节、梗节和鞭节，

梗节短粗呈念珠状；前胸背板宽略大于长，

前端明显收缩，正中有 1 条深褐色纵宽纹；

中胸小盾片白色、圆形；鞘翅奇数行间较偶

数行间宽而凸，且散布不规则小疣，上被弯

曲的鳞片状毛；鞘翅前行间 1 ～ 3 条具不规

则深褐色纵纹；足腿节棒形，无齿；胫节细长；

弯曲；中足胫节两侧各有 1 排长的游泳毛，

跗节 3不呈二叶状，爪分离。

幼虫：幼虫分为 4 个龄期。老熟幼虫体

长约 8 ～ 10mm。白色无足，头部褐色，体

型略向腹面弯曲。在第 2 至 7 腹节背中线两

侧各有脊状突起，这 6 对脊状突起和少向前

倾的羊角状呼吸管是稻水象甲幼虫重要的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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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特征。

蛹：老熟幼虫附着在稻根上做土茧，略

呈椭圆形，长径约 5mm，短径 3 ～ 4mm。

蛹白色，复眼红褐色，除附属器官未伸展外，

形态与成虫相似。

卵：珍珠白色，圆柱形，稍向内弯曲，

两端圆形。长约 0.8mm，为宽的 3 ～ 4 倍。

绝大多数产于植株基部水面以下的叶鞘内侧

近中肋的组织细胞内，外形无明显产卵痕迹。

图 1 稻水象甲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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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水象甲成虫外观特征：前胸背板自端

部到基部具 1 黑色鳞片组成的广口瓶状的

暗斑。

图 2 稻水象甲成虫侧面

图 3 稻水象甲与稻粒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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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触角枣红色，棒节 1 光滑，棒节 2、3 密生白色细毛

图 5 中足胫节两侧各有 1 排长的游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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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稻水象甲生物学特性

稻水象甲为半水生昆虫，幼虫和蛹营水

生生活，在水下稻根部分取食，造成稻根损

伤腐烂，形成烂秧。

成虫具有趋光性、趋嫩性、群聚性和假

死性，体表被密致鳞片，中足胫节具游泳毛

等水生昆虫的形态结构，半水生性。

稻水象甲属完全变态昆虫，有卵、幼虫、

蛹和成虫四个发育阶段。其生殖方式有两性

生殖型和孤雌生殖型。传入中国的稻水象甲

雌虫后足胫节有前锐突和 1 个不分叉的钩状突起

图 6 稻水象甲识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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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孤雌生殖型。孤雌生殖型比两性生殖型更

易扩散蔓延，抗逆性和繁殖能力强，具有一

定的飞行能力。

稻水象甲幼虫主要在水稻的根部活动，

成虫羽化后出土，在水稻叶鞘缝隙中活动、

隐藏，气温高时在水稻叶片取食，补充营养。

成虫取食寄主范围较广。据报道，成虫可在

10 科 64 种植物上取食，幼虫可危害 5 科 15

种植物。

稻水象甲在寒冷和单季稻区每年发生一

代，如我国的河北、吉林、北京和山东等地。

在温带和双季稻地区每年发生一代或两代，

如浙江的温岭、玉环等地每年发生一代和一

个不完全两代。

稻水象甲以成虫滞育在稻草、稻茬、水

田周围禾本科杂草，田梗土中、树林落叶及

住宅附近的草地越冬。越冬代成虫在春季温

度达 10℃左右时开始复苏活动，首先为害禾

本科植物的新叶。在稻田灌水插秧后，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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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冬场所转移向田间水稻植株中，在水中

游动，取食为害秧苗叶片供其卵巢成熟所需

营养。

成虫一般在稻田水淹后开始产卵，水

对成虫产卵十分重要，深水条件下产卵多，

93% 的卵产在位于叶鞘水淹部分的基部一半

处，5.5%产在淹水的上部，1.5%产在根里。

产卵期 1 个月，单头雌成虫可产卵 50 ～ 75

粒。越冬代成虫每头平均产卵 54粒，每日产

卵 1 ～ 2 粒，主要在白天产卵。稻水象甲卵

期约 7d。卵孵化后，初孵幼虫仅在叶鞘里钻

蛀取食短暂时间后，沿植株爬向水稻根部，

在根上和根内取食。第一代幼虫 30d 左右，

蛹期 5～ 14d。

羽化成虫从附着在根部上面的蛹室爬出，

取食稻叶或杂草的叶片补充营养。成虫平均

寿命 76d，雌虫寿命更长，可达 156d。危害

时虫口密度可达每平方米 200 头以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