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分布与为害

【中文名】：二化螟（钻心虫）【学 名】：Chilosuppressalis（Walker）

【科 属】：鳞翅目，螟蛾科【为害部位】：以幼虫蛀食水稻茎部

【寄主范围】：除危害水稻外，还能危害茭白、玉米、高粱、甘蔗、油菜、蚕豆、麦类以

及芦苇、稗、李氏禾等杂草。

水稻二化螟是国家一类农作物病虫害，也是危害我省水稻生产的第一大病虫害。主要

钻蛀为害水稻茎秆，造成枯鞘、枯心、白穗和虫伤株。如不进行有效防治，一般田块损失

20%以上，重发田损失可达 50%以上，甚至绝收。

近年来，受抗药性水平不断提升、高茬收割导致虫口基数加大、世代重叠严重、栽培

制度复杂多样、气象条件适宜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二化螟在湘中南、湘东和环洞庭湖部

分粮食主产区域大发生，且危害范围、程度呈进一步扩大和加重趋势。据调查，2023 年

全省二化螟有效虫源田面积 2700 万亩，冬后基数亩平 8837 头，较去年增加 16%，较近 5

年平均增加 44.2%，局部重发丘块亩平虫量达 10 万头以上，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二化螟为害水稻分蘖期造成枯鞘和枯心苗，水稻孕穗和抽穗期造成枯孕穗和白穗，水

稻灌浆和乳熟期造成半枯穗和虫伤株，导致秕谷粒增多，遇大风易折茎倒伏。为害株田间

呈聚集分布，有明显为害中心团。

枯鞘 枯心



虫伤株 枯白穗

二化螟为完全变态发育：卵-幼虫-蛹-成虫，26℃下生育周期约 45 天。

成虫：雌蛾体长 14-17 毫米，翅展 23-26 毫米，前翅灰黄色，沿外边缘有 7个小黑点，

后翅灰白色，腹部纺锤形，灰白色。雄蛾体长 13-15 毫米。翅展 21-23 毫米，前翅中央有

一不规则黑斑，下有 3个小黑点，外缘有 7个小黑点，腹部瘦圆筒形。

卵：扁椭圆形，有数十至上百粒紧密排列，形成鱼鳞状卵块。卵块不规则长条形，初

产时乳白色，然后渐变成黄白至灰褐色。

幼虫：幼虫多数为 6龄，末龄幼虫体长 20-30 毫米。初孵幼虫淡褐色，二龄开始背

部有 5条淡棕色条纹。末龄幼虫头部除上额棕色外，其余淡棕褐色，体色淡褐。

蛹：长约 10-13 毫米，初蛹米黄色，然后变淡黄褐色、褐色，腹部背面有 5条纵线，

中间 3条较明显，后期逐渐模糊，即将羽化时蛹变成金黄褐色。



二化螟不耐高温，适温范围在 16-30℃之间，幼虫在 22-25℃下发育最适宜，35℃以

上易死亡，适温多湿年份田间发生量大。成虫白天潜伏于稻丛基部及杂草中，夜间活动，

趋光性强。每头雌成虫产卵 2－3块，每块有卵 40－80 粒，主要产在靠近叶鞘的叶片叶背

基部，也有很多产在叶片正面近叶尖处。产卵时对植株具有选择性，喜在叶色浓绿、生长

粗壮、高大、茂盛的稻株上产卵；产卵时对植物种类也有选择性，以水稻上着卵量最大，

其次为田茅，而在玉米、高粱、谷子、小麦、稗草上着卵量较少。幼虫耐水淹且有转株为

害的习性，一头幼虫能危害 8－10 株，初孵幼虫群集于叶鞘内危害，造成枯鞘，二、三龄

后开始分散转株蛀食稻茎，造成枯心、虫伤株和白穗。幼虫老熟后，在稻茎基部或叶鞘与

茎秆间化蛹成蛾。

近年来，湖南省除湘西地区年发生三代外，其它地区均出现完整四代。从一代到第四

代，每代虫口数量都处于高位水平。一代主要危害分蘖期早稻；二代主要危害穗期早稻、

分蘖期中稻以及部分晚稻秧田；三代主要危害中后期中稻和分蘖期晚稻，四代主要危害晚

稻后期造成虫伤株。

1、防控策略

坚持“综合治理，分区施治”，加强虫情监测，以翻耕灌深水灭蛹、同一作业区域

内统一栽培制度、低茬收割等农业防治措施为基础，统筹运用生态调控、性信息素诱控、

灯光诱杀、科学用药等综合防控技术措施治理，有效控制二化螟危害，保障水稻生产数量

和质量安全。

2、防治措施

（1）翻耕灌深水灭蛹

在 3 月底至 4 月上中旬越冬代二化

螟化蛹期，深耕耙田，灌 7-10 厘米深水，

淹没稻桩 7 天以上，浸灭越冬代二化螟蛹

或幼虫，减少一代二化螟发生基数。



（2）统一栽培制度

提倡集中连片种植，避免插花种植，减

少二化螟桥梁田。选择抗（耐）病虫品种。

因地制宜适期播种，特别是中稻区要根据当

地实际，适当推迟播种期，可选在 5 月中旬

及以后播种，减少二化螟落卵量。提倡集中

育供秧，做好带药下田，减轻大田防治压力。

（3）理化诱控（杀虫灯和性诱剂）

杀虫灯：每 30-40 亩布置 1 盏风吸式杀虫

灯，采用“井”字形或“之”字形排列，灯底距离

地面约 1.5-1.8 m，可诱杀二化螟等害成虫，降

低虫口基数，减少田间落卵量。为减少灯光对

有益天敌的影响，开灯时间控制在害虫羽化高

峰期的 20：00-24：00 之间，定期清扫虫灰。

昆虫性信息素诱控：越冬代二化螟始蛾期，

集中连片放置性信息素，干扰交配或群集诱杀。

一是交配干扰，采用高剂量性信息素智能喷施

装置，每 3 亩设置 1 套，傍晚至日出每隔 10
分钟喷施 1 次。二是群集诱杀，采用持效期 3
个月以上的挥散芯（诱芯）和干式飞蛾诱捕器，

平均每亩放置 1 套，田间均匀放置。水稻分

蘖期，诱芯距离地面的高度以 50 厘米为宜，

水稻穗期，诱芯位置宜高于稻株顶端 15－30
厘米。

（4）生态调控

田埂边保留功能植物，种植大豆、芝麻、

波斯菊等显花作物，蓄养害虫天敌；二化螟

对香根草敏感的地区在路边、沟边和机耕道

旁种植香根草，丛间距 3-5 米，诱集螟虫成

虫产卵，减少二化螟在水稻上的着卵量。



（5）释放赤眼蜂

在二化螟成虫始盛期释放稻螟赤眼蜂或

螟黄赤眼蜂，每代视虫情释放 2-3 次，间隔

3-5 天。初次放蜂，害虫卵量不大，放蜂量可

在 0.8－1 万头/亩；卵始盛期，应加大放蜂量

（1万头以上/亩）；产卵后期，随着赤眼蜂在

田间的自然繁殖和田间其他天敌种群数量的增

多，放蜂量可适当减少。每亩均匀放置 5-8 个

点。高温季节宜在傍晚放蜂。蜂卡放置高度

以分蘖期高于植株顶端 5-20 厘米、穗期低于

植株顶端 5-10 厘米为宜；可降解释放球可直

接抛入田中，每亩 5-6 个球（每球 2000 头蜂）。

（6）低茬收割

中晚稻低位收割，尽量降低稻桩留茬（至

少控制在 10cm 以内），可减少二化螟越冬虫

口基数，减轻来年防控压力。水稻收割限高

茬、留低茬举措，既避免了留茬过高出现焚

烧现象，还有利于控制病虫害和后期翻耕播

种。

（7）科学用药

抓住关键节点：从第一代开始即多措并

举大力压低基数，代代严防重治；狠抓中晚

稻秧苗防治，双季稻以第一、三代为重点，

中稻以第二、三代为重点，再生稻以第一、

二代为重点；大发生时分蘖期和穗期二化螟

防治并重，盯紧看牢，严防大面积暴发为害。

搞准防治适期：按防治指标适时用药。防治

分蘖期二化螟，当枯鞘株率达 3%或枯鞘丛率 5%
时用药；防治穗期二化螟，如上代亩平残留虫量

500 条以上，当代卵孵盛期与水稻破口期相吻合

时（亩卵块数达到 50 块），在卵孵始盛期至高峰

期用药防治。主害代防治争取大面积一次用药过

关，防控区有几个蛾峰时，可按“压前峰控后峰”
策略适当增加防治次数。



选好防治药剂：田间虫口密度较低时，优先选用球孢白僵菌、金龟子绿僵菌、

苏云金杆菌、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乙基多杀菌素等获得登记的生物药剂防治。

化学农药要根据当地二化螟抗药性水平和药剂筛选结果科学选用高效、低风险药剂，

开展轮换用药与交替用药。可参考《湖南省主要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控科学用药推荐

名录》，选用氯虫苯甲酰胺（高抗性区域停止使用）、溴氰虫酰胺等。世代重叠严

重时建议加用氟铃脲等杀卵药剂。

防治对象 推荐品种

二化螟

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甲氧

虫酰肼、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2%以上）、阿维菌素（5%以上）、

金龟子绿僵菌（80 亿孢子 /克以

上）、乙多·甲氧虫、阿维·甲氧虫、

阿维·氯苯酰、二化螟性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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