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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对不同生育期玉米产量的影响及防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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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对我国玉米产量造成的损失，并制订相应的防治指

标，在玉米不同生育期分别接入不同数量的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研究其为害玉米后对产量和其他

相关指标造成的影响，建立不同生育期产量损失与不同为害率之间的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大喇叭

口期接虫对玉米成株期株高有显著影响，玉米各生长时期接入不同数量草地贪夜蛾后对产量损失

均有显著影响。根据防治成本及玉米产量等指标计算出国内玉米的经济危害允许水平为5.56%。

利用回归方程计算出玉米小喇叭口期、大喇叭口期以及吐丝期的防治指标分别是为害率达8.72%、

7.99%和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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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larify the corn yield loss caused by fall armyworm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China and

calculate the control threshold,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were introduced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of corn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its damage on yield and other related indexes. The regression equa‐

tions between yield loss and damage rate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were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nt height of corn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insect infestation at late whorl stage,

and the yield loss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different damage rates of S. frugiperda at all growth

stage of corn. According to the control cost and corn yield index, the economic injury level of corn in

China was 5.56%.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were then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ntrol thresholds at early

whorl stage, late whorl stage, and silk stage, which were 8.72%, 7.99%, and 6.17%,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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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属鳞翅目夜

蛾科昆虫，原发地位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Sparks，1979），寄主范围较广，多达 76 科 353 种植

物，一般为害玉米、水稻和甘蔗等作物（Montezano

et al.，2018），其中玉米是草地贪夜蛾最主要的寄主

植物之一，草地贪夜蛾为害严重时造成的玉米产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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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超过50%（Day et al.，2017）。2015年前，草地贪夜

蛾仅在美洲为害，2016年在非洲尼日利亚首次被发

现为害玉米（Goergen et al.，2016），由于其远距离迁

飞能力，之后 2年迅速扩散至整个非洲及印度半岛

和东南亚，并于 2019 年 1 月入侵中国（FAO，2017；

2019；Sharanabasappa et al.，2018）。草地贪夜蛾现

今在非洲及亚洲人口密度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害较

重，对当地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也对草地贪

夜蛾的有效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防治草地贪夜蛾

的方法很多，例如种植 Bt 玉米（Buntin et al.，2004；

Storer et al.，2012）、农业生态防治（Harrison et al.，

2019）、生物防治（Molina-Ochoa et al.，2003；Kenis

et al.，2019；Koffi et al.，2020）和性信息素诱集（Ba‐

tista-Pereira et al.，2006；Unbehend et al.，2014），但目

前化学防治仍是主要的防控途径（Pitre，1986；Yu，

1991；吴超等，2019）。

对于新的入侵物种草地贪夜蛾来说，我国现在

采用见虫即防的应急用药策略，且没有明确具体的

防治指标。研究表明，玉米是我国草地贪夜蛾最适

寄主，也是被为害最重的作物，随着草地贪夜蛾在国

内的定殖，其将成为玉米田的一种常发性害虫，亟需

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防治指标，用于指导玉米种植

区草地贪夜蛾的有效防控（姜玉英等，2019；李定银

等，2019；杨普云等，2019）。关于玉米害虫的防治指

标，根据害虫种类、分布地区及玉米各生育期为害程

度的不同有所差异，如李丽莉等（2015）根据防治的

直接收益和成本得出夏玉米苗期二点委夜蛾Athe‐

tis lepigone幼虫的防治指标为 3头/株，此时玉米缺

苗率在 6%~7% 左右。孙立娟等（2020）结合当前

农业绿色发展和农药减施的要求，提出春玉米和

夏玉米产量损失的经济阈值分别为 3.00% 和

3.75%，当用化学农药防治时，玉米螟的防治指标

应分别设定为 300 头/百株和 400 头/百株。

目前防治指标有多种评估参数，其中使用较多

的是经济危害允许水平，该参数受防治成本、作物产

量、作物价格和防治效果等多种因素影响，是决定害

虫防治指标制订的重要参数（钟涛等，2020）。本研

究通过分析在不同玉米生长期（小喇叭口期、大喇叭

口期以及吐丝期）接入不同数量草地贪夜蛾后对玉

米株高、雌穗长、雌穗直径、千粒重和产量等指标的

影响，结合草地贪夜蛾为害率与产量损失率之间的

拟合方程以及玉米的经济危害允许水平计算玉米不

同生长期相应的防治指标，以期为国内草地贪夜蛾

科学有效的防控提供参考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玉米：玉米品种为徽玉900，种子由安徽省

徽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供试虫源：草地贪夜蛾为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

采集种群，饲养于温度（25±1）℃、光照周14 L∶10 D、相

对湿度（70±10）%的人工气候室内。产卵时采用徽

玉900玉米种植至3~4片叶完全展开时的叶片诱导

其产卵，孵化后继续使用玉米叶群聚饲养至 3 龄，

3 龄后用人工饲料单独饲养，待成虫羽化后一起放

入笼中交配产卵。本试验选用大小一致的3龄幼虫

用于接虫试验。

供试药剂：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ema‐

mectin benzoate）微乳剂，青岛润生农化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玉米种植

本试验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三十埠村

（31.98° N，117.19° E）进行，试验田土壤为细粒壤，

肥力中等，前茬作物为西瓜，冬季抛荒。育苗采用育

苗盘进行，在育苗盘底部按照2∶1加入土壤和营养土

的混合土，然后放入玉米种子，浇水，再在表面覆上营

养土。采取育苗移栽方法种植玉米可以使其长势保持

一致，为便于后续试验及田间管理，将玉米分3期播

种。第1期玉米于2020年6月1号育苗，6月15日移栽

入田，9 月 20 日收获；第 2 期玉米于 6 月 20 号育

苗，7 月6号移栽入田，10月9日收获；第3期玉米于

7月10日育苗，7月26号移栽入田，10月30日收获。

每个玉米生长期接虫时设置 0、5%、10%、20%、40%

和80%六个为害率，每个为害率处理设置3个重复，

即每个玉米生长期设置 18个小区，3个玉米生长期

共设置 54个小区，每个小区大小为宽 2 m×长 4 m，

种植玉米 30株以上，播种密度为 57 000株/hm2。整

个试验在钢架大棚中进行，后期钢架大棚上覆盖防

鸟网，以防玉米雌穗受鸟为害。

1.2.2 接虫方法

2020年8月4日，当第1期播种玉米生长到吐丝

期（玉米生长阶段R1期），第2期播种玉米生长到大

喇叭口期（玉米 10~12 片叶完全展开，即 V10~V12

阶段），第 3 期播种玉米生长到小喇叭口期（4~6 片

叶完全展开，即 V4~V6 阶段）时，在不同时期播种

的玉米中选取 20株长势一致的玉米作为一个处理

小区，按照上述小区为害率0（CK）、5%、10%、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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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0%的6个处理进行随机接虫，即6个处理小区接

虫的玉米株数分别为 0、1、2、4、8、16 株，每株接虫

1 头。对被选取和处理的玉米植株分别挂牌，每处

理重复3次。接虫时选取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隔日

观察为害状，确定接虫是否成功，若失败则重接。吐

丝期玉米接虫至玉米雌穗丝上，小喇叭口期和大喇

叭口期接虫至玉米芯叶。

1.2.3 田间管理及调查方法

在接虫前如发现虫害用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微乳剂按说明书兑水喷雾防治，接虫前7 d停

止施药，接虫后20 d见虫开始施药，以确保玉米前期

没有被其他害虫为害，接虫后有且仅有接虫的一代

草地贪夜蛾为害。玉米结实期，每株玉米只留 1个

玉米雌穗，将其余玉米雌穗去除。

玉米收获时分别测量并记录各处理小区玉米的

植株高度。同时，收获玉米雌穗，按照不同小区、是

否接虫分别标记装袋，置于晒谷场将水分晾干后，测

量和记录玉米雌穗长度、雌穗直径、雌穗粒数等指

标，最后将玉米雌穗脱粒，并按照各小区装袋标记，

测定小区千粒重。对照选取无虫害的植株进行相关

数据的采集和记录。

1.2.4 经济危害允许水平及防治指标确定方法

根据 1.2.3 所得数据计算玉米产量和产量损失

率，玉米产量=小区收获的穗棒平均穗粒数×千粒重/

1 000×57 000；产量损失率=（对照产量-接虫后产

量）/对照产量×100%。根据产量损失率和为害率之

间的关系获得自然对数回归方程。根据公式C×F/

Y×P×E×100%计算出草地贪夜蛾的经济危害允许

水平，其中 C 是玉米地防治成本，约为 450 元/hm2

（包括人工和药剂）；Y 是玉米产量，在本试验中为

9 000 kg/hm2；P 是玉米市场收购价，约为 2 元/kg；

E是防治效果，在本试验中为 90%；F是经济调整系

数，在本试验中设定为 2，即按收益为花费的 2倍进

行校正。

将经济危害允许水平代入产量损失率和为害率

的自然对数回归方程，即可获得不同生育期玉米被

草地贪夜蛾为害的防治指标。

1.3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

单因素ANOVA方差分析，采用Tukey’s b测验法进

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玉米植株高度的影响

通过分析不同生长期接虫对玉米不同生长指标

的影响可知，小喇叭口期及吐丝期接虫对玉米株高

无显著影响（小喇叭口期：F=0.863，df=1，296，P=

0.354；吐丝期：F=0.199，df=1，344，P=0.656），大喇叭

口期接虫对玉米株高有显著影响（F=6.072，df=1，

371，P=0.014）（表1）。

表1 不同生长期接虫对玉米株高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infestation by Spodoptera frugiperda on plant height at different corn growth stages

接虫时期

Stage

小喇叭口期Early whorl stage（V4-V6）

大喇叭口期Late whorl stage（V10-V12）

吐丝期Silk stage（R1）

株高 Plant height/cm

接虫处理 Inoculated with S. frugiperda

251.32±2.17 a

248.28±1.89 b

249.68±1.81 a

不接虫处理 Without inoculation

249.18±1.14 a

253.58±1.06 a

248.58±1.33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内接虫和不接虫处理经Tukey’s b法检验差异显著（P<

0.05）。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festation by S. frugi‐

perda and the control by Tukey’s b test (P<0.05).

小喇叭口期不同为害率对玉米株高无显著影响

（F=1.675，df=5，292，P=0.234），但为害率高的小区

整体株高比为害率低的小区高（表2）。大喇叭口期

为害率对玉米株高有显著影响（F=3.134，df=5，367，

P=0.009），为害率高的小区株高矮，为害率低的小区

株高相对较高，且对照及 5%为害率的小区株高显

著高于 80% 为害率的小区株高（80% vs CK：F=

8.469，df=1，118，P=0.004；80% vs 5%：F=9.066，df=

1，122，P=0.003）（表 2）。小喇叭口期和吐丝期不同

为害率对玉米株高无显著影响（小喇叭口期：F=

1.375，df=5，292，P=0.234；吐丝期：F=0.076，df=5，

340，P=0.996）（表2）。

2.2 对玉米产量指标的影响

小喇叭口期接虫对玉米雌穗长度无显著影响

（F=0.012，df=1，285，P=0.914），大喇叭口期和吐丝

期接虫对玉米雌穗长度有显著影响（大喇叭口期：

F=6.003，df=1，354，P=0.015；吐丝期：F=21.345，df=

1，335，P<0.001）（表 3）。小喇叭口期和大喇叭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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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虫对玉米雌穗直径无显著影响（小喇叭口期：F=

0.819，df=1，285，P=0.366；大喇叭口期：F=0.003，df=

1，354，P=0.957），吐丝期接虫对玉米雌穗直径有显

著影响（F=24.152，df=1，335，P<0.001）（表3）。小喇

叭口期、大喇叭口期和吐丝期接虫对千粒重均有显

著影响（小喇叭口期：F=35.660，df=1，28，P<0.001；

大喇叭口期：F=10.261，df=1，31，P=0.003；吐丝期：

F=16.283，df=1，31，P<0.001）（表3）。

表2 不同生长期下为害率对玉米株高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infestation by different densitie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on plant height at different corn growth stages

为害率

Injury rate/%

CK

5

10

20

40

80

株高 Plant height/cm

小喇叭口期Early whorl stage（V4-V6）

248.30±2.55 a

247.53±1.68 a

247.85±2.45 a

247.85±2.12 a

254.07±3.28 a

252.95±2.69 a

大喇叭口期Late whorl stage（V10-V12）

257.57±2.63 a

256.05±1.72 a

252.98±1.81 ab

249.92±2.57 ab

249.94±2.22 ab

247.07±2.47 b

吐丝期Silk stage（R1）

247.83±2.96 a

248.39±2.21 a

249.14±2.79 a

249.98±2.79 a

248.98±2.59 a

248.93±2.77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内不同为害率处理之间经Tukey’s b法检验差异显著（P<

0.05）。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injury

rates by Tukey’s b test (P<0.05).

表3 不同生长期接虫对玉米产量指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infestation by Spodoptera frugiperda on yield index at different corn growth stages

时期 Stage

小喇叭口期Early whorl stage（V4-V6）

大喇叭口期Late whorl stage（V10-V12）

吐丝期Silk stage（R1）

玉米雌穗长度

Corn cob length/cm

接虫

Inoculated with

S. frugiperda

17.03±0.27 a

17.17±0.24 b

16.83±0.34 b

不接虫

Without

inoculation

17.06±0.10 a

17.74±0.11 a

18.42±0.17 a

玉米雌穗直径

Corn cob diameter/cm

接虫

Inoculated with

S. frugiperda

5.08±0.05 a

4.93±0.03 a

4.80±0.03 a

不接虫

Without

inoculation

5.03±0.03 a

4.93±0.01 a

4.58±0.02 b

千粒重

1 000-grain weight/g

接虫

Inoculated with

S. frugiperda

256.88±4.37 b

275.40±6.25 b

269.37±4.79 b

不接虫

Without

inoculation

289.11±3.31 a

296.83±3.23 a

293.44±3.71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是否接虫的产量指标经Tukey’s b法检验差异显著（P<

0.05）。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for the same yield index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

tween infestation by S. frugiperda and the control by Tukey’s b test (P<0.05).

小喇叭口期不同为害率对玉米雌穗长度、玉米

雌穗直径和千粒重均无显著影响（玉米雌穗长

度：F=0.76，df=5，281，P=0.578；玉米雌穗直径：F=

1.884，df=5，281，P=0.097；千粒重：F=1.509，df=5，

24，P=0.224）（表 4）。大喇叭口期不同为害率对玉

米雌穗长度和玉米雌穗直径均无显著影响（玉米雌

穗长度：F=1.233，df=5，350，P=0.293；玉米雌穗直

径：F=1.316，df=5，350，P=0.257），但对千粒重有显

著影响（F=6.399，df=5，27，P<0.001）（表4）。吐丝期

不同为害率对玉米雌穗长度、玉米雌穗直径以及千

粒重均有显著影响（玉米雌穗长度：F=2.331，df=5，

331，P=0.042；玉米雌穗直径：F=2.933，df=5，331，P=

0.013；千粒重：F=2.855，df=5，27，P=0.034）（表 4）。

玉米各时期不同为害率对玉米的产量均有显著影响

（小喇叭口期：F=7.435，df=5，12，P=0.002；大喇叭口

期：F=26.281，df=5，12，P<0.001；吐丝期：F=15.809，

df=5，12，P<0.001）（表 4）。小喇叭口期只在为害率

达到 80%时才对产量有显著影响（F=19.200，df=1，

5，P=0.012），大喇叭口期和吐丝期则在为害率达到

20%时就与对照在产量上有显著差异（大喇叭口期

20% vs CK：F=43.702，df=1，5，P=0.003；吐丝期 20%

vs CK：F=13.836，df=1，5，P=0.020）。吐丝期不同为

害率之间的产量均有显著差异，40%和80%为害率

的产量显著低于10%为害率的产量（为害率40% vs

为害率10%：F=10.101，df=1，5，P=0.034；为害率80%

vs 为害率10%：F=10.155，df=1，5，P=0.033）。

2.3 产量损失回归方程及草地贪夜蛾防治指标

不同玉米生长时期下各处理小区产量损失如表

4所示，不同玉米生长时期随着接虫株数的增加，产

量损失率也随之增加，当为害率达到 80%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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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量损失率均高于 20%。总体来说，小喇叭口期

各处理小区的产量损失率要低于大喇叭口期和吐丝

期各处理小区的产量损失率。

设定为害率为X，产量损失率为Y，获得各时期

产量损失率的自然对数回归方程，小喇叭口期为Y=

6.140lnX-7.735（R2=0.924），大 喇 叭 口 期 为 Y=

8.299lnX-11.690（R2=0.919），吐丝期为 Y=6.775lnX-
6.771（R2=0.961）。

表4 不同玉米生长期不同为害率对产量指标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infestation by different densitie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on yield index at different corn growth stages

时期

Stage

小喇叭口期

Early whorl stage

（V4-V6）

大喇叭口期

Late whorl stage

（V10-V12）

吐丝期

Silk stage

（R1）

为害率

Injury rate/%

CK

5

10

20

40

80

CK

5

10

20

40

80

CK

5

10

20

40

80

玉米雌穗长度

Corn cob length/

cm

17.00±0.24 a

17.14±0.19 a

16.66±0.20 a

17.12±0.24 a

17.01±0.26 a

17.35±0.36 a

18.08±0.22 a

17.79±0.24 a

17.53±0.22 a

17.40±0.20 a

17.47±0.30 a

17.34±0.31 a

18.96±0.34 a

18.20±0.37 ab

17.91±0.34 ab

17.74±0.43 ab

17.82±0.36 ab

17.23±0.45 b

玉米雌穗直径

Corn cob diameter/

cm

4.95±0.07 a

5.09±0.04 a

4.94±0.06 a

5.08±0.05 a

5.05±0.05 a

5.15±0.07 a

4.96±0.03 a

4.92±0.03 a

4.91±0.03 a

4.87±0.02 a

4.94±0.03 a

4.97±0.03 a

4.50±0.05 b

4.60±0.04 ab

4.67±0.54 ab

4.65±0.05 ab

4.70±0.04 a

4.73±0.06 a

千粒重

1 000-grain weight/

g

299.64±4.64 a

287.11±15.90 a

271.16±12.14 a

278.18±3.38 a

265.26±5.50 a

270.30±8.12 a

310.87±8.08 a

306.71±4.29 a

297.59±4.59 ab

274.22±8.13 b

271.29±6.34 b

273.78±8.51 b

311.56±2.71 a

289.05±4.25 ab

285.51±9.72 ab

283.62±8.20 ab

269.67±5.91 b

270.12±9.16 b

产量

Yield/（kg/hm2）

9 120.14±112.21 a

9 018.08±210.00 a

8 308.68±292.05 ab

8 192.23±220.65 ab

7 968.43±170.55 ab

7 249.62±411.90 b

9 341.39±70.65 a

9 112.08±114.90 a

8 971.11±201.00 a

7 743.79±231.15 b

7 638.51±296.55 b

7 087.51±36.90 b

9 334.74±45.90 a

9 006.77±109.65 a

8 594.19±193.65 ab

7 843.01±131.10 bc

7 608.48±242.25 c

7 312.08±352.65 c

产量损失率

Yield loss

rate/%

-
1.12±1.78 b

8.86±3.50 ab

10.20±1.47 ab

12.56±2.92 ab

20.56±3.97 a

-
2.46±0.56 b

3.98±1.61 b

17.12±2.14 a

18.19±3.64 a

24.12±0.43 a

-
3.52±0.77 c

7.91±2.54 bc

15.99±1.06 ab

18.51±2.23 a

21.70±3.44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玉米同一生长时期内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为害率的产量指标经Tukey’s b法检验差

异显著（P<0.05）。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damage rates for the same developmental stage by Tukey’s b test (P<0.05).

根据经济危害允许水平的公式 C×F/Y×P×E×

100%，其中C是玉米地防治成本，约为450元/hm2（包

括人工和药剂）；Y是玉米产量，本试验为9 000 kg/hm2；

P是玉米市场收购价，约为2元/kg；E是防治效果，本

试验为90%；F是经济调整系数，本试验设定为2，即

按收益为花费的2倍进行校正。计算出玉米上草地

贪夜蛾的经济危害允许水平为 5.56%，将该结果分

别代入上述产量损失率的回归方程中得到不同玉米

生长期的草地贪夜蛾防治指标为在小喇叭口期为害

率达到 8.72%，在大喇叭口期为害率达到 7.99%，在

吐丝期为害率达到6.17%。

3 讨论

本试验中不同时期播种的玉米成株期株高存在

差异，小喇叭口期和吐丝期的株高较大喇叭口期的

株高矮（表1），这可能是由于种植时间不同，玉米生

长时的气候差异造成的，如小喇叭口期的玉米为

7 月 10日育苗，而本试验中玉米品种的建议播种时

间为6月1日至6月15日，晚播可能造成了玉米株高

偏矮。同样，小喇叭口期的千粒重较大喇叭口期和

吐丝期轻，可能也与晚播有关。与试验品种徽玉90

说明书中的指标相比，本试验中的株高、雌穗长度、

雌穗直径、产量等均偏低，如株高，品种说明中的株

高为256 cm，但本试验对照的株高只有大喇叭口期

达到这一数值，其他2个时期均不到250 cm，这可能

是由于播期不在最适范围内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

试验中的栽培管理措施未达到最佳水平。本研究结

果显示，只有大喇叭口期接虫对株高有显著影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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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喇叭口期被害对玉米植株生长的影响相对比较

大，可能与草地贪夜蛾喜欢为害玉米芯叶有关，通过

破坏玉米生长点，从而影响了玉米最后的株高。小

喇叭口期接虫对玉米成株期的株高无显著影响，说

明玉米早期即使芯叶被害，后期也有很强的恢复能

力。而吐丝期接虫对成株期株高无显著影响则主

要是接虫时株高基本已经定型，草地贪夜蛾为害

不会对期产生太大影响。

根据防治指标的定义可知，其在不同国家和地

区存在差异，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防治成本

有所差异，玉米的价格也略有不同造成的。如国际

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给非洲建议的草地贪夜蛾防治指

标为：玉米芯叶初期（VE~V6）平均被害株率 20%

（10%~30%）；玉米芯叶末期（V7~VT）平均被害株率

40%（30%~50%）；玉米雌穗期（R1~R3）果雌穗平均

被害率20%（10%~30%）（Prasanna，2018），也就是田

间调查为害率高于相应的百分比时才用药。南美洲

也在转Bt和非转Bt玉米上通过接虫的方式开展了

草地贪夜蛾防治指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非转Bt玉

米上的草地贪夜蛾在成虫羽化20 d内的防治指标是

1.8头/10株，而转Bt（Cry1F蛋白）玉米上是2.1头/10株

（Jaramillo-Barrios et al.，2020）。在非洲和南美洲研

究的草地贪夜蛾防治指标均高于本研究，这可能与

不同地区防治成本及玉米价格有关。

玉米田间害虫种类较多，很难保证试验过程中

只有草地贪夜蛾为害，所以本研究只考虑了一代草

地贪夜蛾幼虫 3龄以后取食（草地贪夜蛾取食量较

大的阶段主要在3龄后）对玉米的为害情况，因而对

人工接虫前后发生的虫害均进行了人为控制，由此

计算获得的防治指标可能会比实际高。在实际生产

中应考虑草地贪夜蛾的一些特性，比如产卵量大（一

般1头雌成虫最高产卵量在1 000粒以上）以及作为

入侵害虫天敌较少等特点，可在实际防治中采取更

为严格的防治指标。

本试验的防治指标仅针对草地贪夜蛾对夏玉米

的为害损失情况，在春玉米和秋玉米上为害损失情

况仍需进一步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不同时期

种植的玉米受产量、价格和人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经济危害允许水平会略有差异，而且不同时期种植

的玉米因受温度条件影响，玉米生长和草地贪夜蛾

为害情况可能也会存在差异，这些均可能导致防治

指标的改变。因此，本研究的防治指标在计算产量

损失时只针对饲料用玉米，如果是鲜食玉米还需考

虑售卖时的外观等情况，有可能出现雌穗被害后不

易售卖的情况，且鲜食玉米售价一般较饲用玉米高，

这些均为制订防治指标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尽管本

试验研究的防治指标有一定的限制条件，且仅针对

夏玉米，但对草地贪夜蛾的科学精准防控仍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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