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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蝗虫是最重要的全球农牧业害虫之一，其灾害不仅强烈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还带来严重的经济损

失。因蝗虫食性杂、适应性强、聚集为害等特点使其可持续治理成为一项复杂而长期的艰巨工作。本文从蝗虫灾

变发生规律、影响因素 ( 自身因素、非生物和生物因素) 以及当前有效防控方法与技术进行综述，并从蝗虫种群

动态变化规律以及其有效防控的理论与技术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为将来蝗虫发生的内在机制研究以及对其进行

绿色防控技术探索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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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advances in occurrence regulation，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efficient control of grasshoppers and locusts
ZHU Hui，ＲEN Bing-Zhong* ( School of Life Science，Key Laboratory of Vegetation Ecology，Ministr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Grasshoppers and locust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sts in agricultural and grassland
ecosystems across the global，and they not only strongly affect ecosystem function and stability，but also
seriously cause lots of economic losses. Sustainable controls for grasshoppers and locusts become complex
and long － term task due to their polyphagy，high adaptability，and behavioral aggregation. We here
reviewed the occurrence regulation，influential factors ( including themselves，and abiotic and biotic
factors) ，and efficient control technology of grasshoppers and locusts. And furthermore，new insight is also
provided fo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n changed population dynamic and scientific control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It suggests that the knowledge in this review is importan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green control of grasshoppers and locusts.
Key words: Grasshopper; locust; influential factors;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ontrols

自农耕开始，蝗虫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害虫

之一，其形成的灾害仅次于干旱和洪水灾害，不

仅改变 自 然 和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结 构 及 功 能 ( So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9 ) ，还能引起严重

的 经 济 损 失 ( FAO， 2018 ) 。例 如， 沙 漠 蝗

Shistocerca gregaria 曾在世界超过 60 个国家爆发，

影响了世界约 1 /10 人口的生产与生活 ( Symmons
and Cressman，2001 ) ，2020 年初沙漠蝗更是在东

南亚肆虐 ( FAO，2020 ) 。非洲发生的塞内加尔蝗

虫 Oedaleus senegalensis 也常常使非洲的经济日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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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 Maiga et al. ，2008 ) 。同时，中国草原上爆发

的飞蝗 Locusta migratoria 不仅降低草地生态功能，

还干扰牧区牧民的正常生活 ( Zhang and Hunter，
2017) 。截 止 到 目 前， 蝗 科 昆 虫 大 约 6 800 种

( Cigliano et al. ，2017 ) ，其中 19 种蝗虫能够形成

严重的蝗灾 ( Cullen et al. ，2017) 。蝗虫发生具有

区域性、爆发性、间歇性等特点。近年来，由于

全球气候变化异常频繁，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资

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造成生态条件与环境的破坏，

给蝗虫创造了充分的繁衍条件，加重了蝗灾的发

生频率和发生程度。为有效控制蝗虫为害，推进

蝗灾可持续治理，本文从蝗虫的发生规律、影响

因素以及防控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的

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1 蝗灾的发生规律

作为一种自然灾害，蝗灾的形成、发生具有

一定规律性，包括地区性、群发性和周期性。从

发生的分布区域来看，全球除南极洲目前没有报

道蝗灾的发生，其他陆地区域均可发生蝗灾，尤

其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较为严重。例如，在非洲

地区以及亚洲中东地区常常易爆发蝗灾 ( FAO，

2020) 。在我国，蝗灾多发于北方及黄淮平原的草

原地区以及农牧交错区，如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

地区 ( 冯晓东和吕国强，2011 ) 。蝗虫爆发区域往

往植被单一，气候多变。同时，大量的统计资料

表明，蝗虫发生也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对中

国飞蝗大发生的资料总结，认为东亚飞蝗 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 发生时间最长为 9 ～ 11 年，最

短 4 ～ 5 年 ( 马世俊，1956 ) 。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河北白洋淀地区东亚飞蝗发生 4 次 ( 任春光，

2001) 。但蝗灾的周期性并不是独立的，常与干

旱、土地过渡利用等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

系，这些因素导致蝗虫爆发也具有群发性的特点。
因此，从某一角度分析蝗虫灾害的周期性规律还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限定蝗虫种类，并综合多

种因素，才能准确对蝗灾发生进行预测预报。
蝗虫发育属于不完全变态类型，需经历卵—

若虫—成虫 3 个阶段，发育历期大约 21 d，成虫一

般成活 2 ～ 3 个月，交配产卵 1 ～ 2 d 后死亡。一般

情况下，蝗虫一年 1 代，但在温度较高地区，一

年常见 2 ～ 3 代，导致蝗虫数量呈指数增长，则更

易 爆 发 灾 害。例 如， 短 额 负 蝗 Atractomorpha

sinensis 在山东北部的滨海平原 1 年 2 代，且成虫

寿命较长，能达到 90 ～ 150 d ( 田方文，2006 ) 。
在我国北方草地上，大部分蝗虫卵常在 5 月中旬

或下旬开始孵化，若虫从 1 龄逐渐发育，在 7 月中

旬进入成虫期，并在 7 ～ 8 月出现种类和数量高

峰，如亚 洲 小 车 蝗 Oedaleus asiaticus、短 星 翅 蝗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等 ( 陈永林，2007) 。

2 影响蝗虫成灾的因素

2. 1 自身因素

昆虫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上亿年，原因之一是

繁殖力较强，蝗虫也不例外。1 头雌性蝗虫成虫最

高可产 400 粒卵。研究学者证明飞蝗卵孵化过程

中，群居型蝗虫的卵巢和卵子中 microＲNA-276 显

著高水平表达，使卵孵化时间表现出高度的同步

( He et al. ，2016 ) ，这就使蝗虫数量同时出现高

峰。并且，温度升高和降水量增加使飞蝗虫卵孵

化和羽化时间提前，特别对 7 月和 8 月成虫数量达

到高峰的蝗虫来说，可提前 5 d 左右 ( Guo et al. ，

2009; Wu et al. ，2012 ) 。另有学者通过50 年的长

期实验研究发现，增温使蝗虫生活史提前的种类

也 包 括 春 季 出 现 的 蝗 虫 Aeropedullus clavatus 和

Melanoplus boulderensis ( Nufio and Buckley，2019 ) 。
此外，物候期提前或延迟也受到海拔和温度互作

影 响， 在 高 海 拔 地 区 的 一 些 蝗 虫 种 类 ( 如

Melanoplus sanguinipes ) 则 延 迟 发 育 ( Buckley
et al. ，2015) 。因此，蝗虫卵孵化的一致性以及物

候期改变都能影响其种群数量动态。
在自然界中，昆虫具有不同的生态型，其中

包括散居型和群居型。更多的昆虫都以散居型为

主，独自进行觅食行为; 但也有些昆虫成群生活，

如蚂蚁、蜜蜂等有较强的社会群居行为。对于蝗

虫而言，具有群居型、散居型以及介于二者之间

的中间型，每种生态型的蝗虫在形态特征、行为

以及习性等方面呈现显著差异 ( 朱道弘和阳柏苏，

2004; 赵春晓和崔为正，2006 ) 。迄今，已发现飞

蝗、小车蝗 Oedaleus 和沙漠蝗都具有散居型和群

居型 ( 封传红等，2014) 。蝗虫可以由散居型向群

居型转变，该过程由多种因素决定，如虫口密度、
化学信息素、蝗蝻龄期和体内内分泌等 ( Obeng-
Ofori et al. ，1994; Simpson et al. ，2001; 张龙和李

洪海，2002 ) 。对东亚飞蝗和沙漠蝗的研究表明，

蝗虫的粪便挥发物对各个龄级的蝗蝻有一定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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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作用和滞留作用 ( Obeng-Ofori et al. ，1994; 石

旺鹏，2000) 。此外，食物聚集分布时，沙漠蝗个

体间在取食过程中相互接触使行为节律同步，引

起生理等系列变化，有利于向群居型转变 ( Emma
and Simpson，2006) 。还有研究发现，沙漠蝗取食

基因与其型变也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该基因的表

达受 生 长 发 育 和 食 物 的 限 制 ( Tobback et al. ，

2013) 。鉴于其型变，可把蝗虫作为一个理想的表

型可塑性模型来研究在变化环境条件下形态或行

为改变的基因调控 ( Simpson et al. ，2011 ) 。不同

生态型的蝗虫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在行为、体色

和 免 疫 方 面 都 显 著 存 在 差 异，Wang 和 Kang
( 2013) 在综述中从分子生物学和代谢组学等角度

阐述了群居型和散居型蝗虫行为、体色和免疫变

异的内在机制。一旦散居型蝗虫开始聚集，行为

也迅速开始向群居型转化，这种变化主要受到其

他蝗虫的视觉、味觉以及自身机械受体的重复刺

激与其他蝗虫联系的影响 ( Ｒogers et al. ，2003 ) 。
随着对蝗虫型变研究的深入，发现飞蝗在型变过

程中是受基因调控的，miＲ-133 同 henna /pale 两个

基因蛋白表达和多巴胺水平负相关，并能促进飞

蝗群居型向散居型转变 ( Yang et al. ，2014 ) 。一

般情况，蝗虫不同生态型在转变过程中，体色变

黑是群居型蝗虫的特征之一，黑色诱导神经激素

( dark colour-inducing neurohormone，DCIN) ，能诱

导飞蝗 体 色 变 化，从 而 由 散 居 型 向 群 居 型 转 化

( Tawfik et al. ，1999 ) 。蝗虫在型变过程中行为也

会进行调整，神经肽 F ( NPF1 及 NPF2) 通过抑制

气体神经调质分子———氧化氮信号通路调控飞蝗

型变中的运动可塑性 ( Hou et al. ，2017) 。蝗虫的

型变特性与集群行为即种群密度高度相关 ( Song
et al. ，2019) ，当蝗虫在发育过程中更多的形成群

居型种群，则导致蝗灾爆发的几率大大增加。
随着对生境和食物的适应性增强，后代繁殖

力也逐渐提高。同时，蝗虫具有较强的移动性，

为蝗虫向不同生境扩散提供必要的自身条件，一

旦数量较大时，则能够集群形成危害。蝗虫迁飞

是蝗灾面积扩大的重要因素。蝗虫可以改变自身

的飞行肌结构以适应飞行，且在迁飞过程能够调

节能 量 提 供 途 径。例 如， 意 大 利 蝗 Calliptamus
italicus 在飞行中可以同时利用糖类与脂类为其飞

行提供能量，起飞与短距离飞行过程中使糖类快

速代谢产生能量，而长距离飞行则主要依靠消耗

甘油酯提供能量 ( 窦洁等，2017 ) 。更重要的是，

蝗虫迁飞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利用风向，如亚洲飞

蝗 Locustae migratoria migratoria 进行跨境迁飞的方

向与风向基本保持一致 ( Yu et al. ，2020) 。因此，

监测蝗灾是否发生也要对风向密切关注。对飞蝗

基因组的研究发现，与飞行的相关基因有 472 个

( Wang et al. ，2014) ，这些基因的表达能使飞蝗在

飞行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此外，蝗 虫 对 变 化 的 环 境 有 较 强 的 适 应 性

( Ibanez et al. ，2013 ) 。植物作为蝗虫的重要食物

资源，与其种群密度显著相关 ( Ｒominger et al. ，

2009; Franzke et al. ，2010) 。一些植物体内含有很

多次生代谢产物，蝗虫取食这些植物需要进行自

我体内调节进而消化食物。对亚洲小车蝗的研究

发现，取食偏好的针茅后，与消化相关的解毒酶、
保护酶降低，并且适应这些生理变化的相关基因

无变化 ( 陈德霞，2020) ; 但是采食次生代谢产物

含量高的冷蒿等植物后，蝗虫体内调控这些酶的

基因 大 量 表 达，使 其 含 量 增 高，从 而 保 护 自 身

( 黄训兵，2018) ，进一步通过改变蝗虫体内的胰

岛素通路缓解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不利作用 ( Li
et al. ，2019) 。因此，蝗虫能够从生理水平、分子

水平进行调节而适应含有次生代谢产物的植物，

这就导致蝗虫 Chorthippus parallelus 即使没有自身

喜好的优质食物资源，也能通过取食其他植物存

活下去 ( Unsicker et al. ，2008) ，这也提高了形成

蝗灾的风险。事实上，蝗虫的食性较为复杂，根

据食物可分为取食禾本科 ( grass-feeding) 、取食杂

类草 ( forb-feeding ) 和 混 合 ( 禾 本 科 和 杂 类 草)

取食 ( mix-feeding) ( Le Gall et al. ，2019 ) 。形成

蝗灾的蝗虫种类多数为混合食性，这种食性也使

蝗虫可以取食不同生境中的多种植物，即使蝗虫

跨区域、甚至跨境迁飞，也能找到合适的食物，

增加了蝗虫灾害发生的范围。不同种类蝗虫对生

境具有一定的偏好性，对于亚高山草地的蝗虫来

说，以矮小禾本科为主的植物群落作为生境，但

是也能够在低纬度的荒漠草地和草甸草地上存活

( Spalinger et al. ，2012) 。
2. 2 非生物因素

蝗虫成灾与气候条件变化密不可分。蝗虫在

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容易形成灾害，特别在干旱

和温暖的年份 ( Ma et al. ，1965 ) 。在我国，利用

历史数据分析，表明 957 － 1956 年期间，蝗灾与干

旱和洪水灾害发生的频率具有相似性，在冷和湿

润气候蝗虫数量较大，这与东亚飞蝗蝗灾发生有

225



3 期 朱 慧等: 蝗虫成灾规律、影响因素及防控技术研究进展

密切关系 ( Stige et al. ，2007) 。进一步分析东亚飞

蝗数量与降水和温度指数关系，发现蝗灾发生与

降水是高度相关，但与温度呈现很微弱的相关性，

且在干燥、偏冷气候条件下蝗虫种群密度在次年

或之后数年内大大增加 ( Tian et al. ，2011) ，因此

降水量较多年份之后蝗灾爆发的可能性增大。这

些研究为清晰地理解在气候变化下蝗虫的种群动

态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极端气候事件也频频

发生，蝗虫爆发的频率也随之增加 ( 陈素华等，

2006) 。研究预测，在极端气候变化背景下沙漠蝗

会转 变 分 布 区 域，北 方 亚 种 Schistocerca gregaria
gregaria 分 布 范 围 缩 减 程 度 减 少，而 南 方 亚 种

Schistocerca gregaria flaviventri 分布范围缩减程度增

加 ( Meynard et al. ，2017 ) 。因此，气候变化对蝗

虫的作用受到物种特性、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
尽管研究结果不一致，但综合来看，降水对蝗虫

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气候因素。不过目前还无法

预测降水模式变化，仍然需要通过长期的气候与

蝗灾爆发频率间关系分析，如澳大利亚的澳洲蝗

Chortoicetes terminifera ( Wang et al. ，2019 ) ，对于

预测气候变化背景下蝗灾发生有重要意义。
微生境的气候条件与昆虫生存与生长也有密

切关系 ( Jonas et al. ，2015 ) 。一些蝗虫卵在孵化

过程中 很 大 程 度 受 到 土 壤 温 度 的 影 响 ( Clissold
and Simpson，2015) ，随土壤温度增加，飞蝗卵孵

化率增大 ( Nishide et al. ，2017 ) ，两种黑色蝗属

的蝗虫 Melanoplus borealis 和 M. sanguinipes 卵孵化

时间也会提前 ( Fiedling and Defoliart，2010 ) 。当

土壤温度降低时，则引起细线斑腿蝗 Stenocatantops
splendens 虫卵发育迟缓 ( Zhu et al. ，2013 ) 。澳大

利亚蝗虫 C. terminifera 1 龄若虫对低温的忍受力依

赖于是否有充足的食物，饥饿的若虫比食物充足

若虫更忍受较低的温度 ( Woodman，2010 ) 。较高

的降 水 量 有 利 于 蝗 虫 数 量 增 加 ( Zhu et al. ，

2017) ，但却不利于蝗虫的繁殖成功。干旱条件有

益于 一 种 雏 蝗 Chorthippus biguttulus 的 繁 殖 成 功

( Franzke and Ｒeinhold，2011) 。降水的季节性变化

改变蝗虫的生存和数量，即当早期干旱的蝗虫 M.
sanguinipes 生存率高于一直在干旱和后期干旱环境

中蝗虫的生存率 ( Branson，2017 ) 。根据现有的文

献记载，温度与水分对蝗虫的生长与繁殖等特性

的研究结论并不十分清晰，很少有研究从蝗虫生

活史过程深入揭示气候变化对蝗虫的作用及相关

机制。由于生活史与蝗虫种群密度呈现高度相关

关系，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多开展区域或局

域时空尺度上温度和水分变化对蝗虫生活史及种

群密度影响的实验性和理论研究。
2. 3 生物因素

植物营养是影响植食性昆虫生长发育、行为

以及种群大小的重要因素。当食物受到氮限制时，

蝗虫通过补偿性采食平衡氮含量缺失，这表明蝗

虫面对营养不平衡的食物资源能通过增加食物摄

入量调节营养 ( Berner et al. ，2005) 。实际上，蝗

虫 Melanoplus bivittatus 更愿意采食各种元素比例平

衡的食物 ( Jonas and Joern，2008 ) 。在野外条件

下，蝗虫 ( 如亚洲飞蝗、异爪蝗 Euchorthippus 等)

对植物群落的选择也受到氮元素调控，即蝗虫更

易选择 N 含 量 较 高 的 植 物 斑 块 ( Loaiza et al. ，

2011; Cease et al. ，2012; Zhu et al. ，2019 ) 。因

此，植物 氮 的 空 间 分 布 会 影 响 蝗 虫 的 种 群 密 度

( Agrawal et al. ，2006 ) ，当植物的氮含量较高时，

易使蝗虫聚集在该区域，增加蝗灾的发生概率。
植物种类特性对蝗虫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作用，

鉴于大部分蝗虫对禾本科植物具有较强的偏好性

( Le Gall et al. ，2019) ，当禾本科植物存在时，蝗

虫的生存率和后代繁殖都显著增加 ( Specht et al. ，

2008) 。一般情况下，蝗灾多发的区域，禾本科植

物都是优势植物，例如草地生态系统主要以禾本

科植物优势植物，而在一些农业地区玉米、水稻、
小麦等是主要作物，为蝗虫的种群扩大提供了充

足的食物，当气候条件适宜时，种群密度显著增

加。依据营养级效应理论，蝗虫个体和种群变化

强烈的依赖于植物群落，特别是植物多样性和组

成 ( Schaffers et al. ，2008) 。研究表明，种类多样

化的植物群落能够增加混合食性蝗虫 C. parallelus
的 适 合 度 ( Unsicker et al. ，2010 ) 和 采 食 量

( Scherber et al. ，2006; Stein et al. ，2010) ，并且氮

添加使 这 种 正 向 作 用 强 度 变 大 ( Ebeling et al. ，

2013) 。
草原和农牧交错区承载着人类活动的干扰，

家畜放牧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之一，且在该区域

蝗虫的种类较多 ( Pener and Simpson，2009 ) 。因

此，研究学者针对放牧对蝗虫的作用开展了大量

研究工作，并发现放牧对蝗虫有直接或间接作用

( van Klink et al. ，2015; Gish et al. ，2017; 朱慧等，

2017) 。一部分研究表明，在放牧样地异爪蝗属蝗

虫数 量 增 多 ( Zhong et al. ，2014; Zhu et al. ，

2019) ，并且随着放牧强度增加，西班牙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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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蝗虫数量也随之提高 ( Jauregui et al. ，2008) 。
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即在南非赫卢韦公园的

放牧样地总蝗虫数量显著减少 ( Spalinger et al. ，

2012; van der Plas and Olff，2014) 。在我国草地上

的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家畜放牧强度增加，亚洲

飞蝗和异爪蝗数量显著上升 ( Cease et al. ，2012;

Zhu et al. ，2017) 。在非洲草原上，中体尺野生草

食动物对蝗虫数量的促进作用远远高于大体尺野

生草食动物 ( van der Plas and Olff，2014) 。在北美

的高草草原，野牛存在使草地总蝗虫数量显著增

加 ( Joern，2004，2005) ; 并通过 25 年的长期放牧

实验结果证明野牛对蝗虫群落的作用会受到气候

和火烧的调控，适度的放牧干扰能够维持蝗虫多

样性， 并 能 够 缓 冲 气 候 变 化 带 来 的 不 利 作 用

( Jonas and Joern，2007; Welti et al. ，2019 ) 。在干

旱地区，放牧尽管减少蝗虫多样性，但却显著增

加优势种亚洲小车蝗 Oedaleus asiaticus 数量 ( Hao
et al. ，2015) 。可以看出这些研究结论呈现不一致

性，可能是因为蝗虫种类 ( O'Neill et al. ，2003 ) 、
生境 类 型、放 牧 强 度、气 候 等 因 素 存 在 差 异

( Fonderflick et al. ，2014; Le Gall et al. ，2019) 。但

是人类追求过多的经济利益，草地或农牧交错带

的家畜数量增加，已经超过合理的载畜量，这种

不合理放牧常常引起蝗虫种群密度增加，提高蝗

灾爆发的几率 ( Cease et al. ，2015 ) 。特别在气候

变化的背景下，应更多关注放牧对蝗虫的作用，

特别是进行科学合理的草地管理方式，对降低蝗

虫爆发具有重要意义。

3 蝗灾的有效防控技术

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球蝗灾防控一直以

来以化学防治最为常见和有效 ( Lecoq，2010) 。但

是由于抗药性、污染环境等原因，农药的使用量

和喷洒间隔逐渐减少，使化学防治的效果越来越

差，甚至在蝗灾爆发初期的控制作用也并不明显。
于是，其他有效的防控方法与技术逐渐兴起，例

如生物杀虫剂 ( 绿僵菌、微孢子虫等) 、性信息

素，以及 天 敌 等 生 物 和 生 态 技 术 ( Zhang and
Hunter，2017) 。
3. 1 生物技术

近年来，已经有多种生物防治技术应用在蝗

灾防控上，主要体现在蝗虫的病原微生物、植物

源农药以及蝗虫信息素的应用 ( 朱景全等，2013;

石旺鹏和谭树乾，2019) 。蝗虫微孢子虫是一种原

生动物，能够寄生在蝗虫体内，并消耗蝗虫体内

营养，使蝗虫死亡。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美

国开发了第一个商品化的蝗虫微孢子虫防控蝗灾

的生物产品，截止到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广泛应

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张龙，2011 ) 。我国目

前也开发了蝗虫微孢子虫产品，在草原和农田作

为持续防控蝗灾的技术之一，对青海草原上的宽

须 蚁 蝗 Myrmeleotettix palpalis 和 小 翅 雏 蝗

Chorthippus fallax 的 防 控 效 果 较 好 ( 星 学 军，

2018) 。在自然界，昆虫病原微生物常能够对一些

昆虫种群数量起到控制作用。虫生真菌是一类寄

生在昆虫体内的病原微生物，能够通过昆虫体表

和口进入昆虫体内，干扰昆虫正常的生理代谢，

从而致死。因此，从蝗虫体上直接分离筛选的病

原真菌的菌种对蝗虫的致死率更高。在蝗虫防治

方面，绿僵菌 Metarhizium anisopliae var. acridum 是

比较常见的病原微生物，也是国际上研究和开发

的热点产品之一。我国应用绿僵菌防控蝗灾的技

术相对已经非常成熟，能够有效的控制多种蝗虫

的种群数量 ( Zhang and Hunter，2017; 姚建民等，

2019) 。另一类重要的病原微生物是细菌，我国研

究学者从黄脊竹蝗 Ceracris kiangsu 体内分离出的一

种类产碱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pseudoaligenes 对蝗

虫有很高的感染力和致死效果，并在草原蝗虫防

治中进行了试验，灭蝗效果可达 80% 左右 ( 朱景

全等，2013) 。当前，以天然植物体内的化学物质

作为主要成分研制生物农药开始盛行，即植物源

农药。对蝗灾防控方面也陆续出现植物源农药，

主要集中在苦参碱、印楝素、鱼藤酮等，并在草

原进行大面积应用，取得一定防效，对沙漠蝗的

致死率能达到 80% 以上 ( Abdelatti and Hartbauer，
2020) 。虽然植物源生物农药见效慢，但对天敌杀

伤力极其微弱，并能保护环境，符合自然条件下

对蝗虫种群密度进行控制，将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除了以上生物防控方法与技术，昆虫信息素也备

受关注。在 20 世纪 50 年代，针对非洲飞蝗和沙漠

蝗开展信息素研究，截止目前已发现有产卵聚集

信息素、群 居 信 息 素 和 聚 集 信 息 素 多 种 信 息 素

( Hassanali et al. ，2005 ) 。在我国，对东亚飞蝗信

息素也开始了相关研究 ( 阎亮亮，2007 ) ，但还未

开始应用。同时，能够调节飞蝗虫卵发育的保幼

激素也被大量研究 ( Guo et al. ，2014) ，也可作为

未来生物治蝗的产品进行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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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生态技术

主要指利用天敌以及改变蝗虫食物及生存环

境等技术减少蝗虫种群密度及扩散范围。当前，

天敌防控蝗虫主要是利用鸟类、鸡和鸭等，据估

计，全球的食虫鸟类每年可以消耗掉 400 ～ 500 万

吨昆虫 ( Nyffeler et al. ，2018 ) ，鸟类通过取食能

够很 大 程 度 上 减 少 蝗 虫 数 量 ( Mulli and Gund，

2010) ，每对成年鸟及其育成的雏鸟在 1 个防治期

可以消灭蝗虫达 7 万头以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开始，我 国 新 疆 开 始 探 索 招 引 粉 红 椋 鸟 Sturnus
roseus 来防 治 蝗 虫，研 究 证 明 每 年 能 有 效 防 控

6. 67 万 hm2无蝗灾发生 ( 于非和季荣，2007 ) 。同

时，应用家禽捕食昆虫的生物学特性来控制蝗虫

种群增长也是蝗虫发生防控的一种有效手段。在

我国新疆、内蒙古和青海的草原蝗虫防治中，开

始大 力 推 广 牧 鸡、牧 鸭 治 蝗 技 术 ( 李 连 树 等，

2005; 高书晶等，2012) 。

4 展望

近年来，围绕 “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

散为害、入境蝗虫不二次起飞”和 “使我国蝗灾

治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要求，我国加深

蝗虫灾变机制研究，加强创新防控技术集成，推

进了蝗灾的可持续治理。但是，关于蝗虫发生规

律、内在机制以及有效防控技术在未来仍然需要

更多地开展研究工作。
第一，从蝗虫爆发区域进行蝗虫发生规律与

条件、迁移扩散机制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当前，

蝗虫对变化的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其发生的原

因要比想象的更为复杂，早期的一些认识已不够

充分。蝗虫发生具有区域性、爆发性等特点，需

要进一步在易发生区域从进化与生态等角度深入

探究蝗虫的生物学特征，特别关注和灾变发生有

关的蝗虫特性。同时，加剧的气候变化和不合理

的人类活动是蝗灾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应进行

实验性或观察性研究，有助于更清晰的理解蝗虫

种群动态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同时，

尽管已经在分子水平从蝗虫灾变的内在机制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特别是从蝗虫形成灾害的进化角度仍缺乏认识。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应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

解析蝗虫种群消长与灾变规律及其机制。
第二，在较大空间尺度，利用智能化 手 段，

如遥感等技术对蝗虫种群动态进行监测，有利于

对蝗虫发生进行早期防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

济损失。同时，蝗虫发生时，要采取相应合理的

防控措施。当蝗虫密度发生较小时可以大力推广

生物防治技术进行防控，甚至可以多种生物防控

方法同时应用，能够长期把蝗虫种群密度控制在

较低水平; 当发生的密度较高时，可以结合化学

防治进行应对，快速减少其数量。无论生物技术

还是生态技术，都还处于初步的理论研究和小范

围的应用，并且相关的防控技术还不成熟，因此，

对蝗虫爆发进行有效的绿色防控是非常必要的，

且要加强对蝗灾绿色防治的理论研究基础以及应

用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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