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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蝗灾发生、监测及防控技术进展

于红妍 1,2 石旺鹏 1*

（1.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昆虫学系，北京 100193；2. 青海省草原总站，西宁 810008）

摘要：沙漠蝗Schistocerca gregaria因其具有强大的繁殖、取食和迁移能力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具破

坏力的害虫之一。本文综述了非洲沙漠蝗灾的发生历史及近年来的发生现状；叙述了沙漠蝗监测

预警技术的发展过程及最新进展；同时分析了沙漠蝗的防治技术发展。总结认为蝗灾的物联网智

能化监测和可持续绿色防控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为消除蝗灾威胁和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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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ert locust Schistocerca gregaria is known as the most destructive migratory pest in

the world due to its powerful reproduction, feeding and migration ability. In this review, the outbreak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African desert locust were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n desert locust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were summarized. Meanwhile, the pro‐

gresses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desert locust were analyz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

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sustainable control of locusts are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which can help elim‐

inate the threat of locust disaster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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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蝗 Schistocerca gregaria（Forskål）属蝗总

科斑腿蝗科刺胸蝗亚科沙漠蝗属，是一种世界性害

虫。非洲沙漠蝗一般包括 2个亚种，分别是指名亚

种S. g. gregaria 和黄腹亚种S. g. flaviventris，前者主

要分布在北非、撒哈拉、非洲之角、阿拉伯半岛、西南

亚等地区的沙漠化和灌木丛区域，后者目前只发现

分布在南非西部（Chapuis et al.，2016）。早在圣经时

代就有关于非洲沙漠蝗入侵迁移为害并成灾的记载，

而科学系统地观察其迁移为害的规律则是从 20世

纪 20—30年代开始，在炎热气候条件下能够在海拔

数百米甚至数千米高的空间发现数量和规模巨大的

沙漠蝗群体，几乎每年会重复出现，对作物造成巨大

威胁（Rowe，2006）。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科学

家们开始对非洲沙漠蝗的迁移和迁飞行为进行系统

性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基本明确了沙漠蝗

的基本生物学特性和迁飞基础，初步明确了沙漠蝗

的迁移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如沙漠蝗的生活史、天气

条件、风向风力及沙漠蝗栖息地环境条件等对沙漠

蝗群体迁移的影响（Roffey & Popov，1968）。

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沙漠蝗有散居和群居2种

生态型（Uvarov，1921），这2种生态型在形态（体色、

头大小、虫体大小）、生理（神经内分泌状态）和行为

（群体迁移的趋势和对运动物体的响应时间）上明显

不同，如散居型沙漠蝗蝻是绿色，相互避免接触，未

性成熟的成虫是白灰色或米黄色，性成熟的雄虫为

白黄色；而群居型沙漠蝗蝻为明显的黑色和黄色，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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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熟的成虫为浅紫色，性成熟的成虫为亮黄色

（Faure，1932；Gunn & Hunter，1952；Dirsh，1953）。

沙漠蝗的生态型变主要受蝗虫的嗅觉、视觉、触觉和

遗传等因素的影响，散居型沙漠蝗因为取食等因素

导致拥挤，由于个体之间的气味信息、视觉信息、后

足接触的触觉信号等的刺激，使得沙漠蝗大脑中的

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的类型和数量发生了变化，促使

沙漠蝗发生生态型变，如沙漠蝗脑神经递质血清素

含量升高则促进沙漠蝗从散居型向群居型转变

（Capinera，1993；Tahany et al.，2010）。散居型沙漠

蝗拥挤4 h即可表现为群居行为，后足跗节上的接触

感觉神经元对蝗虫的生态型变最重要，蝗蝻释放的

聚集信息素让蝗虫群集，使得后足相互刺激，并且黑

色素在黑化诱导神经肽的作用下合成，促进体色发

生变化；沙漠蝗虫的生态型变状态可以遗传到下一

代（Nelson，2019）。在适宜条件下，沙漠蝗从卵到成

熟的蝗虫（群）需要 3个月左右（图 1）。非洲沙漠蝗

喜欢树栖和取食草本植物，可以取食400多种植物，

从禾谷类到蔬菜和水果，可以严重为害各种栽培作

物，如棉花、苜蓿、大麦、小麦、玉米、亚麻、烟草、马铃

薯和瓜类等；在野生植物中喜食骆驼刺和其他唇形

花科植物以及野生或栽培的木本植物如葡萄、杏、

桃、桑树、柑橘、无花果、石榴和木瓜等（Steedman，

1988）。对沙漠蝗的认知为人类科学预测和有效防

治沙漠蝗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

图1 沙漠蝗的生活史

Fig. 1 The life cycle of the desert locust

1 沙漠蝗灾的发生规律

自从一万多年前农业诞生以来，人类就开始了

持续地与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沙漠蝗灾作斗争。Ma‐

gor et al.（2007）分析表明，沙漠蝗灾大约每10~12年

暴发 1次，沙漠蝗一直存在于毛里塔尼亚和印度之

间沙漠的某些地方，如果雨量充沛并且绿色植物充

分，沙漠蝗数量将会在1~2个月内迅速增长，开始群

集并转变为群居型，小规模蝗蝻团伙和成蝗蝗群形

成，导致蝗虫暴发，发生面积常常达到 5 000 km2。

如果不加控制并且发生蝗害邻近地区雨量充沛则有

利于蝗蝻团伙和成蝗群体的连续发生，将导致蝗虫

暴增；暴增的蝗虫不加控制并且生态条件适合蝗虫

繁育，蝗虫种群数量和规模会持续增加，蝗蝻团伙和

成蝗群体暴发，最终导致蝗灾暴发（图2）。

蝗虫暴发比较常见，但是演变成暴增性蝗情并

不多见，进一步演变成蝗灾的就更少，有记录的最近

一次大的沙漠蝗虫暴增是发生于 2003—2005 年

（Ceccato et al.，2007），而较近的一次沙漠蝗灾发生

于1987—1989年（FAO，1989）。沙漠蝗灾一旦发生

往往持续多年，在此期间给农牧业造成广泛且严重

的危害，其中大多数是以蝗蝻团伙或迁飞蝗群出现，

当存在有利于沙漠蝗的繁殖条件，而防控行动未能

阻止其区域性暴发并发展成几乎无法遏制的蝗群

时，就会发生蝗灾（Homberg，2015）。19世纪以来暴

发了 6 次严重的沙漠蝗灾，分别为 1926—1934 年、

1940—1948年、1949—1963年、1967—1969年、1986—

1989 年和 2003—2004 年，其中 1949—1963 年的蝗

灾持续了 15年，发生面积达到 2 900万 km2，覆盖了

60多个国家，超过世界陆地面积的 20%（图 3）。而

2019—2020年暴发的沙漠蝗灾是近 30年来最严重

的蝗灾（图 4）。蝗灾暴发不是一撮而就，而是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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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积累逐步形成的（Misha & Peter， 2007）。

图2 沙漠蝗灾发展过程（来源：FAO）

Fig. 2 The evolution of desert locust plagues (Resource: FAO)

图3 沙漠蝗灾在1860—2014年的发生历史（来源：FAO）

Fig. 3 History of desert locust plagues during 1860—2014 (Resource: FAO)

2 沙漠蝗监测预警技术的研究进展

沙漠蝗监测预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分

散人工调查到电讯传真，再到近30年来开始利用的

遥感、卫星定位和地理信息技术，进入21世纪以来，以

互联网为主的综合监测预警技术发展迅速，提高了人

们对沙漠蝗灾预测的准确性和防控的精准性（图5）。

近几十年来沙漠蝗灾的发生频率有所下降，主

要得益于 FAO沙漠蝗委员会和各国蝗虫部门监测

技术的提高和预警系统的逐步完善，可以及时获取

沙漠蝗的发生信息并开展阻止性防控，有效控制了

沙漠蝗大规模暴发成灾。目前，沙漠蝗的主要监测

技术包括以下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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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近年来沙漠蝗的发生规律

Fig. 4 Occurrence dynamics of the desert locust in recent years

OSC: Open source community; RAMSES: reconnaissance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environment of Schistocerca;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DLTM: desert locust trajectory model; DLEP: desert locust

egg & hopper development model; IRI RFE: infrared imag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图5 沙漠蝗监测预警技术发展趋势（Cressman，2015）

Fig. 5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related to locust early warning during 1935—2020 (Cressman, 2015)

2.1 地面调查法

地面调查法是在调查蝗卵、蝗蝻和成蝗的基础

上，根据蝗虫的生长速度、生殖力和扩散迁移习性，

结合环境条件变化对蝗情做出预测预报。只有结合

蝗虫的生长、发育、生活习性及环境因素才能保证蝗

虫发生预测的科学性（Steinbauer，2011）。FAO沙漠

蝗委员会和各国蝗虫部门联合设立了定点观测站，

由相对固定的并配备了便携式卫星定位监测记录设

备如eLocust的专业人员来执行，观测站可对当年或

第 2年蝗虫的发生数量、发生时期和分布区域进行

预测。

2.2 气候预测法

根据当地气候数据如近地面大气温度、土壤温

度、大气湿度、土壤湿度来计算蝗虫完成一代所需积

温，即可预测蝗虫发生代数和发生时期；根据雨量分

布与蝗虫生长过程的关系，可以预测蝗卵发育进度

和孵化期及成虫活动初期；根据历年的种群动态趋

势进行外推，结合蝗灾发生周期应用随机序列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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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方程和多因素（温度、降水量、降水日和湖水位等）

逐步回归法均可以预测蝗虫中长期发生数量（Rain‐

ey，1951；1963）。阿尔及利亚、法国、马里、毛里塔尼

亚、摩洛哥、西班牙和FAO科学家根据欧洲空间局

的土壤水分和海洋盐度卫星提供的土壤含水量数据

建立沙漠蝗最适环境区域，结合区域气象观测站数

据进行及时分析，可对蝗虫发生时期和发生数量进

行预测（FAO，2017）。

2.3 物候期预测法

通过作物、杂草或其他昆虫的生长时期可预知

蝗虫发育阶段，如沙漠蝗的孵化期、羽化期、死亡期

分别对应特定沙漠作物的开花期、果熟期和枯萎期；

根据监测其他生物所处的状态可以从时间上预测蝗

虫所处的发育阶段（Steedman，1988）。

2.4 基于GIS/GPS的遥感反演技术预测法

遥感技术在害虫中的监测应用主要包括对昆虫

本身的观察、对可能影响昆虫种群动态的有关环境

因子的监测和对昆虫产生危害的探测（通常是植被

破坏）3个方面（Nailand，1993）。比较成熟的蝗虫监

测预警系统包括 FAO 基于 GIS 开发的沙漠蝗预警

管理系统，利用该系统可对蝗虫及其有关的生境参

数进行管理和分析，并结合野外实地调查资料对蝗

虫发生做出预警（Alexandre & Ramesh，2010）；另外

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疫蝗委员会基于GIS建立的预测

蝗虫种群发展和辅助决策的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

具有多源数据的搜集、处理和空间数据显示功能，利

用该系统可预测蝗虫发育阶段和时间，确定蝗虫种

群早期聚集位置等（Deveson & Hunter，2002）。通

过对蝗虫栖息、生长和繁殖的生境进行野外实际调

研和数据采集，使用MODIS遥感图像结合蝗虫发生

的野外样点数据建立模型，反演蝗虫密度、地表温

度、土壤湿度和产草量；综合分析遥感数据与实测数

据之间的相关关系，找出蝗灾的光谱特征域在遥感

图像上的对应位置；卫星搭载的MODIS传感器，光

谱范围为 1~19 nm/20~36 µm，可用于监测记录土地

植被覆盖、生物生长量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宏观变

化，包括植被指数、生物量、粮食估产和沙漠化监测

等（Dinku et al.，2010）。利用该系统监测发现非洲

沙漠蝗适宜孳生区域为1 600万km2，但群居型蝗群

潜在的可入侵区域达2 900万km2，覆盖20%的陆地

面积，包括非洲、亚洲、欧洲的 65个国家和地区，从

孟加拉国到佛得角群岛（Showler，2019）。

2.5 昆虫雷达监测技术

雷达是指利用电磁波进行空中目标探测的系

统，是无线电探测与测距的简称。由于昆虫体内含

有水分，昆虫可反射电磁波产生雷达回波信号，气象

学家 Crawford 最早证实雷达可探测昆虫目标，到

1968 年，英国建立了世界上首部昆虫雷达，同年，第

1台用于监测高海拔迁飞沙漠蝗的昆虫雷达被部署

在非洲，揭开了沙漠蝗迁飞为害规律及机理研究的

新纪元（Chapman & Drake，2010）。昆虫雷达是经

过特殊设计以观测昆虫为目标的雷达系统；按照波

长可以分为毫米波雷达和厘米波雷达，毫米波雷达

主要用于观测小型害虫，厘米波雷达则用于监测沙

漠蝗等体型较大的迁飞昆虫；按照工作体制，昆虫雷

达可以分为扫描昆虫雷达、垂直监测昆虫雷达和昆

虫谐波雷达等，扫描昆虫雷达具有运转速度快、显示

直观、扫描范围大等优势，但是目标解算能力较弱；

垂直监测昆虫雷达可以解算比较丰富的参数，但是

取样范围较小；昆虫谐波雷达用于追踪个体行为，比

较成功的研究对象是蜜蜂和熊蜂等授粉昆虫（Rain‐

ey & Joyce，1990）。昆虫雷达可以获取飞行蝗虫的

数量、高度、方向、速度等参数，部分雷达还可以获得

定向角度、与体型有关的参数和振翅频率等；昆虫雷

达还可揭示空中迁飞蝗虫的起飞、成层、定向等行为

特征及其与大气结构、运动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些参

数，利用特定的分析软件可以判断蝗虫的迁飞路径

（Riley & Reynolds，1979；1983；1986）。

2.6 网络智能化蝗虫监测

Internet GIS或WebGIS可以实现各种地理空间

数据的远程操作；快速计算和模拟技术可开展多源

数据的快速处理和模拟；基于网络智能化蝗虫生境

监测和预警系统可以自动将各地自然环境背景数据

库、蝗虫发生的历史资料库、用于蝗虫生境监测预警

的模型库及智能化分析预警系统连接到网络中心计

算机上；各蝗区站点可将当地的虫情信息和气候等

资料及时传送到中心数据库，中心数据库管理人员

根据各地的虫情信息，用监测预警模型分析大范围

的发生趋势，并及时做出预测预警和灾情风险分析，

同时将虫情信息上报到蝗虫防治决策部门，以便快

速采取防治措施、制定救灾计划等（图6）。

FAO 沙漠蝗信息服务处根据监测分析到的蝗

虫发生情况发布沙漠蝗公报，并在地图上用不同颜

色标记出沙漠蝗可能入侵的农业风险区或威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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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级别随着风险变化而每月更新：绿色表示没有

威胁，保持正常调查；黄色是预警色，表示沙漠蝗对

农作物有潜在威胁，要加强警戒，需要采取一定控制

措施；橙色表示沙漠蝗对农作物有威胁，要采取调查

和控制措施；红色表示沙漠蝗对农作物具有显著威

胁，必须采取强化调查和控制措施。同时在地图上

用不同颜色的圆圈表征沙漠蝗发生状态，绿圆圈表

示散居蝗蝻、蓝圆圈表示散居成虫、紫圆圈表示分散

的地面蝗群、橙圆圈表示可大规模迁移的蝗蝻群、红

圆圈表示可大规模迁飞的成蝗群，圆圈数量表示沙

漠蝗发生程度。FAO将沙漠蝗发展过程分为7个阶

段：交配繁殖阶段、尚未扩散和集群阶段、群集前期、

暴发期、急剧暴发期、蝗灾暴发期、回落期（Cress‐

man，2015）。

图6 蝗虫网络智能化监测预警系统（聂江维，北京中维新兴技术有限公司）

Fig. 6 Locust network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 (Nie Jiangwei, Beijing Zhongwei Innovation Technology Co., Ltd)

FAO沙漠蝗监测控制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沙漠

蝗极少从暴发期发展到急剧暴发期和蝗灾暴发期，

因为沙漠蝗虫监测防控指挥部能够及时综合各国蝗

虫调查和防治数据，并借助卫星遥感影像、历史记

录、气象数据、人工调查数据及物候期等进行分析，

及时发出预警并指导协助各国的防控工作，阻止了

蝗虫疫情的发生和蔓延。

3 沙漠蝗防治技术的研究进展

人类与沙漠蝗作斗争历史悠久，形成了一些控

制沙漠蝗的策略和技术，从传统的人力机械防治发

展到化学防治，再到今天的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等。

3.1 物理防治

沙漠蝗发生初期，人们往往采取人工捕杀、挖沟

火烧、敲锣恫吓和建立栅栏等物理手段来防治沙漠

蝗入侵农田、果园和菜地等，这些措施在一定范围内

可作为防治沙漠蝗的补充手段，同时可以结合一些

新技术提高这些物理手段的防蝗效果，如大型捕蝗

机械等。

3.2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就是利用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防治有

害生物。当前化学防治在沙漠蝗的防控中仍然占主

导地位。随着化学农药的更新换代，防治沙漠蝗的

药剂也在逐步由高毒、高残留、高广谱向低毒、低残

留、专一性发展，其中有机氯农药最早被用于沙漠蝗

的防治，但是由于其对人类和环境的高危险性，已经

被停止使用；随后被对哺乳动物只具有中等毒性、击

倒力强和成本低的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所

替代，但是这2类药剂具有广谱性，特别对一些鸟类

和鱼类等动物毒性高，也不提倡使用；因此当前主要

推荐使用广谱性、对哺乳动物毒性低而且击倒力强

的菊酯类和苯基吡唑类农药来防治沙漠蝗，或者

2种不同类型的农药混配使用，可以降低高毒性药

剂的使用量并提高低毒药剂的防治效果（Lah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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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essi，2013）。为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FAO推荐

使用昆虫生长调节剂类化学农药替代上述广谱化学

农药来防治沙漠蝗，其具有对哺乳动物毒性低、对环

境影响小和选择性的特点，但只有在蝗蝻期使用才

有效（FAO，2017）。

3.3 生物防治

害虫的生物防治包括经典生物防治和现代生物

防治，而现代生物防治又包括增强型生物防治以及

保护型生物防治。经典生物防治就是保护利用、增

殖释放和引进天敌，主要利用天敌有益生物的自然

控害能力来控制害虫种群。增强型生物防治就是提

高有益生物的自然控害能力或提高作物自身的抗虫

和补偿能力，如微生物增效剂、基因修饰微生物、转

抗虫基因植物等；保护型生物防治就是通过保护生

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来提高生态系统的抗害能力和

恢复能力，如种植覆盖作物等。

经典生物防治就是直接单一喷洒生物药剂来防

治沙漠蝗。FAO 推荐可以用于沙漠蝗防治的生物

制剂包括蝗虫微孢子虫 Paranosema locustae、白僵

菌、绿僵菌和沙漠蝗信息素等。试验示范发现蝗绿

僵菌 Metarhizium acridum 油剂施用后 10 d，其对沙

漠蝗的防治效果可达到33%~66%；蝗虫微孢子虫麦

麸饵剂施用后 3 周，对蝗虫的防治效果达到 41%~

64%；生物药剂作用效果较慢，推荐在蝗蝻期施用

（Pesticide Referee Group，2014）。

增强型生物防治主要是通过协同利用不同蝗虫

病原物来提高病原物对蝗虫的控制作用效果。Da‐

khel et al.（2019）研究发现将蝗虫微孢子虫与绿僵菌

Metarhizium brunneum协同利用可以起到明确的增

效作用，单独施用蝗虫微孢子虫或绿僵菌 2周后对

沙漠蝗的致死效果在30%左右，而同时使用协同致

死蝗虫的效果最高可以达到 60%以上。筛选出来

的黏质沙雷氏菌 Serriatia marcescens与类产碱假单

胞菌 Pseudomonas pseudoalcaligenes 等进行了混合

生物制剂的试验，可以提高单一菌种的杀蝗效果，但

是效果不太稳定（尹鸿翔等，2004）。

保护型生物防治主要是通过建立生态鸟类保护

区，保护草原食蝗鸟类。Fritcher et al.（2004）调查发

现，与非保护区相比，保护区食蝗鸟类的丰富度增加

明显，生物多样性增加，蝗虫暴发频率下降明显。

苯乙腈（phenylacetonitrile，PAN）是沙漠蝗聚集

信息素的主要组分，经过其处理后的蝗虫对防治蝗

虫药剂的敏感性下降，可以提高药剂的防治效果，减

少药剂的使用量并保护环境，如高效氯氟氰菊酯与

PAN 协调使用可以使防效提高 50%以上（Obeng-

Ofori et al.，1994）。

单一的防治技术都有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因

此沙漠蝗的防控提倡多种防治方法和技术协调应

用，建立科学、完善、合理和有效的综合防治方法，确

保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4 蝗灾易发难控原因分析

人类对沙漠蝗的认识已经超过一个多世纪，但

是沙漠蝗灾却仍常有暴发，给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

活带来巨大威胁。蝗灾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

是存在适宜的虫源地，再就是要有适宜蝗虫生长发

育和繁殖的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即适宜蝗虫取食的

食物和非生物环境即适宜蝗虫生长发育的温湿度条

件，在适宜环境下蝗虫的数量和规模可以迅速扩大

达到一定的阈值范围，如果未加以及时控制，再加上

适宜的气象条件，就促进了蝗群的扩散和迁移，引起

蝗灾暴发；又由于沙漠蝗具有极强的扩散和迁飞能

力，蝗灾范围迅速扩大，给蝗灾控制带来更大困难。

近年来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如非洲某些

地区乱砍乱伐，过度放牧，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沙漠

化严重，沙漠蝗的适生地增加，加之全球气候异常，

对沙漠蝗的监测预警难道加大，进一步加剧了沙漠

蝗暴发的风险。

尽管人们有很多应对蝗灾的策略和技术，但是

蝗灾一旦暴发短期内总是难以控制，主要原因包括

沙漠蝗灾暴发面积大，往往达到1 600万~3 000万km2；

暴发沙漠蝗的区域偏僻，交通不便；一些地区不安全

或缺乏安全（如地雷的存在），没法开展沙漠蝗的防

控；一些受沙漠蝗灾影响的国家用于监测和控制蝗

虫的资源有限；许多发生沙漠蝗灾的国家缺乏防治

和监测蝗虫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通讯、水和食物，也

缺乏专业的、处置能力强的监测和防治蝗虫工作人

员；因为政治关系使得受蝗灾影响国家间不能联合

行动，很难迅速组织实施大规模的化学农药应急防

控行动；由于蝗灾发生缺乏周期性和蝗灾地区气候

条件的不确定性，在蝗灾预测方面也存在困难等。

5 展望

历史记载发现蝗灾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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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遭受蝗灾。非洲沙漠蝗灾是

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生物灾害，至今仍在非洲和亚洲

西南部等地区频繁肆虐。由于沙漠蝗具有强大的迁

移能力和适应性，历史上也记载有其跨越大西洋迁

飞的记录，所以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全世界

应该团结起来共同研讨防治沙漠蝗灾的策略和技

术。经过全世界蝗虫科学家和 FAO沙漠蝗委员会

及各国蝗虫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的努力，沙漠蝗的监

测预警和防控技术取得了很大突破。FAO 沙漠蝗

监测预警系统可以自动获取来自于气象卫星的自然

因子、遥感图像的生境转换和蝗灾历史发生数据，结

合现场传输的人工调查采集数据，通过GIS分析可

以迅速明晰沙漠蝗的发生情况和成灾风险，并通过

互联网将预警信息发送到各地，高风险地区可及时

做好应对，据法国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沙漠蝗研究中

心报道，该系统可以提前 3个月预测沙漠蝗发生情

况。沙漠蝗的防控主要依靠蝗区国家组织执行，

FAO沙漠蝗委员会提供信息并指导，但由于沙漠蝗

灾发生的地域大都是欠发达地区，因此防控工作和

技术往往滞后，化学防治仍然占主导地位。FAO蝗

虫与跨界植物病虫司发布的 2020沙漠蝗全球反应

计划中提倡利用环境友好的防治技术来阻止沙漠蝗

灾情的蔓延，以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特别推荐使

用微生物制剂和昆虫生长调节剂替代广谱化学药

剂，一些国家将生物制剂列入了防蝗农药采购名

单。随着沙漠蝗监测和防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

环保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和绿色治理技术的广泛应

用，沙漠蝗灾的发生频率和危害会逐步降低，最终实

现沙漠蝗的可持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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