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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虫(My th im n a se p a r a ta W
a lk e r )是我国粮食作物上的重要害虫

。

它具有远距离迁飞的习性
。

一年中
,

粘虫春夏季从南向北
,

秋季又从北向南
,

逐世代返
地区地往返迁飞危害

。

根据这一迁飞规律
,

通过虫源及发生条件调查所作的粘虫预侧
,

基
-

本正确
〔”幻

。

为了推动病虫侧报工作从定性进人定量
,

向数学模式化发展
,

作者曾对建立

一代粘虫发生区越冬代成虫迁人量和迁人期
、

二代粘虫发生 区一代成虫迁人期
、

二代粘虫
_

发生程度等的长期预侧模式进行了一些研究
〔3 一“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用前期气象因子
、

沐
流因子及虫情因子进一步对我国东北

、

内蒙等二代粘虫发生区一代成虫迁入量的中长规
预侧模式进行了探讨

。

1
.

预 报 思 路

我国东北
、

内蒙等二代粘虫发生区
,

一代成虫是来自江淮及黄淮流域一代粘虫危害的
·

地区
。

一代成虫迁人量的多少
,

不仅与一代幼虫的发生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

而且还与发生

时期以及迁出时期的外界气象条件密切有关
。

据研究
〔‘〕,

粘虫属中温喜湿性害虫
,

在 自然

条件下
,

气象条件是影响粘虫发生的重要因素
。

本文就是通过对江淮及黄淮流域一代粘

虫发生时期及迁出时期的前期气象因子
、

环流因子及虫情因子
,

进行相关普查
,

找出影响

二代粘虫发生区一代成虫迁入量多少的关键因子
,

并在此基础上
,

用逐步回归方法对一化
成虫迁入量进行模拟计算

,

建立可供应用的最优的长期及中期预测模式
。

2
.

研 究 方 法

一代粘虫的发生与消长和外界气象条件关系十分密切
,

各因子间并起着错综复杂的

作用
。

在其发生期内
,

不同虫期对气象条件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

往往随时间
、

空间的变化而

改变
。

因此在用气象因子模拟一代成虫迁人量时
,

要因地因时制宜地选用关键因子
,

注意

从不同侧面选取生物学
、

生态学意义较明显的因子
,

进行全面的相关分析
,

将相关显著的

因子
,

作为逐步回归的待选因子
,

而后对一代成虫迁人量进行模拟计算
,

以求方程更具稼
生物学意义

。

具体步骤如下
:

本文于 1 9 8 3 年 6 月 3 0 日收到
,

19 8 4 年 6 月 , 日收到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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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二代粘虫发生区选取哈尔滨
、

牡丹江
、

公主岭
、

白城及哲盟等若千有代表性的站

点
,

以这些站点的一代成虫迁人量为预报对象
。

2) 在江淮及黄淮流域一代粘虫发生区选取上海
、

南京
、

徐州
、

阜阳
、

赣榆
、

临沂
、

荷泽

合肥
、

南阳
、

郑州
、

宿县及东台等 12 个站点
,

设想它们所包括地区的平均气候状况
,

可以代

表一代粘虫发生时期的气候概况
。

研究表明
〔‘“ ,

温
、

湿度是粘虫生长发育所要求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气象因素
。

因此本文对上述站点一代粘虫发生时期 (2一 5 月)的平均气温
、

平均

最高气温
、

地面平均温度
、

地面平均最高温度
、

雨量
、

雨 日
、

日照时数
、

平均最高气温》 30
O

C

日数等地面气象要素的月
、

旬值
,

以及对一代粘虫迁出量有明显影响的高空风 (这里用

1 5 0 0 米高度风向进行相关普查
,

除此外
,

还对一代区降水有影响的副热带高压各特征量
:

1一 5 月的副高面积指数
、

副高强度指数
、

副高西伸脊点位置
、

副高平均脊线位置
、

副高58 8

线北界位置等环流因子
,

以及徐州
、

临沂
、

阜阳等地区一代粘虫发生程度的虫情因子
,

作全
-

面的相关分析
,

并按预报对象列出相关分析表(表略 )
。

3) 通过相关分析
,

在具有共同的关键时段基础上
,

选取相关显著
,

并根据长期预报和
,

中期预报的要求
,

将长期预报和中期预报时段内的因子
,

作为逐步回归的待选因子
,

分别 ;

进行模拟运算
,

得出满足于长期预报和中期预报要求的预测模式
。

3
.

建立的预测模式

现例举哈尔滨和哲盟地区模式如下
:

l) 哈尔滨地区预测模式

(1) 长期预测模式 2 例

(A ) 夕二 5 2
.

8 6 7 5 一 3
.

3 0 9 7 x , + o
.

i 43 5 x 2一 0
.

1 4 6 8 x 3一 0
.

1 8 1 5 二‘+ 9
.

5 2 0 7 x 5

x :
为南阳当年 3 月上旬地面平均温度

;

x :
为阜阳当年 3 月降水量

;

x 3
为阜阳当年 4 月上旬降水量

;

二 ‘ 为合肥当年 4 月降水量
;

二。 为阜阳地区一代粘虫发生程度
。

R (复相关系数 )为 。
.

92
;

尸 (回归式的 F 检验值)为 16
.

23 ‘’;

S (回归式的标准差)为 10
.

1 6 40

用 19 6 1 一1 9 8。年资料代入
,

求出拟合值
,

若按蛾量偏多偏少二级趋势评定 (平均值为
3 2 9 9 头/ 台

,

大于为偏多
,

小于为偏少
,

以下同)
,

历史符合率为 1例20
。

根据模式对 1 98 1 ,

1 9 8 2 年试报
,

结果是 1 9 8 1 年报蛾量趋势偏少(2 7 3 3 头 /台 )
,

实况偏少
; 1 9 82 年报蛾量趋

:

势偏少 (1 8 9 5 头 /台)
,

实况偏少
,

预报与实况一致
。

(B ) 夕= 6 6
.

5 6 6 4 + 7
.

9 9 1 0 二 , 一 4
.

4 5 7 8 二 2一 0
.

1 6 0 4 x 3一 0
.

1 7 1 6 二‘

二 1 为阜阳地区一代粘虫发生程度
;

二 :
为南阳当年 3 月上旬地面平均温度

;

二 :
为东台当年 4 月降水量

;

1 ) 表示极显著
。

r文内其他各处 F 的注解同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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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为阜阳当年 4 月上旬降水量

。

R 为 0
.

8 9 , F 为 1 4
.

0 4 ‘’, 召为 1 1
.

7 63
。

历史符合率为 17 / 2 0
。

试报结果
: 1 9 8 1 年报趋势偏少 (2 9 3 7 头 / 台)

,

实况偏少 , 1 9 8 2

年报趋势偏少 (1 5 0 1 头/ 台 )
,

实况偏少
。

预报与实况一致
。

用 2 个预侧模式的平均值作为预报的最终结果
,

1 9 81 年报峨量趋势偏少 (为 2 8 4 5

头 / 台)
,
1 9 8 2 年报峨量趋势偏少 (为 16 9 8 头 /台)

,

预报与实况一致
。

(2 ) 中期预侧模式 1 例

夕= 9 2
.

6 2 3 2 一 0
.

2 0 10 : :一 4
.

6 3 7 7 二 2 一 3
.

7 3 7 4 二 :一 0
.

3 5 2 1 : .

二 :
为南阳当年 5 月中旬降水量

,

二 :
为南阳当年 3 月上旬地面平均温度

,

x :
为南京当年 5 月下旬平均最高气温》 3。℃ 日数

;

二 4
为阜阳当年 4 月上旬降水量

。

丑为 0
.

9 2 , F 为 2 2
.

1 9 , ) ; 召为 9
.

7 3 4
。

历史符合率 2。/ 2 2
。

试报结果
: 1 9 8 1 年报蛾量趋势偏少 (3 1 3 6 头 /台 )

,

实况偏少 , 1 982

珠报蛾量趋势偏少 (6 34 头/ 台)
,

实况偏少
,

预报与实况一致
。

2) 哲盟地区预侧模式

(l) 长期预侧模式 3 例

(A ) 夕二 15
.

8 2 6 6 + 0
.

4 4 4 5 二 : 一 0
.

3 0 4 3 二 2 一 0
.

1 5 7 2 二 3一 2
.

4 8 3 7 二‘+ 0
.

8 4 1 3 二s

二 : 为当年 3 月副高强度指数
;

二 :
为荷泽当年 2 月上旬日照时数

;

x 3
为上海当年 4 月下 旬降水量

,

.

二‘ 为临沂当年 5 月中旬平均最高气温 ) 30 ℃ 日数
;

二。 为郑州当年 3 月中旬地面平均最高温度
。

R 为 0
.

5 7 ; F 为 8
.

3 4 ‘’, 召 为 7
.

5 19
。

( B ) 夕二 2 3
.

8 1 1 7 + 5
.

2 2 8 5 二 :一 3
.

4 8 4 8 二 : + 0
.

8 8 6 2 二 3 一 7
.

9 0 7 6 二‘

+ 3
.

5 7 6 0 劣。 + 1
.

3 0 2 8 二。

x ;
为阜阳当年 3 月平均气温

;

: :
为临沂 当年 4 月下旬平均气温

;

二 3
为当年 2 月副高面积指数

;

一

二 ;
为当年 3 月副高面积指数

,

二 。
为当年 3 月副高强度指数

,

二 6
为当年 4 月副高强度指数

。

丑为 0
.

5 8 ; 尸为 17
.

6 5 , ) ; 习为 7
.

3 1 3
。

,

(C ) 夕二 一 12
.

0 13 0 + 0
.

8 6 87 : : 一 3
.

9 5 82 二 : + 1
.

0 3 2 6 二 3 + 0
.

2 0 5 6 二 ‘

x :
为郑州当年 3 月中旬地面平均温度

;

一

工 :
为当年 2 月副高面积指数

;

一

二 3
为当年 4 月副高面积指数

;

店.
为当年 2 月副高强度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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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为 0
.

8 6 ; F 为 10
.

2 7 , , ; S 为 7
.

4 9 7
。

上述 3 个模式的历史符合率分别为 1 7 / 2。
, 1 8 / 2 。

, 1 8 / 2 0
。

试报结果
: 1 9 8 1 年 均 报蛾

量趋势偏多
,

分别为 4 1 6 7
,

2 8 3 5 , 1 9 8 9 头 /台 (1 9 6 1一 80 年的平均 值 为 1 62 5 头 / 台)
,

用 3

个预测模式的平均值 2 9 9 8 头 / 台作为预报的最终结果
,

预报与实况一致
。

] 9 82 年均报级
_

量趋势偏少
,

分别为 8肠
,

86 3 , 9 04 头 /台
,

平均值为 83 4 头 /台
,

预报与实况相符
。

(2) 中期模式 1 例

夕一 一 3 7
.

9 9 9 4
一

于 8
.

0 7 4 4 二 , + 6
.

3 4 8 2 x 2 + 2
.

8 2 1 3 x 3

二 ,
为上海当年 4 月下旬平均气温

;

x :
为郑州 当年 5 月下旬 1 5 0 0 米高度 1 0 9

。 一 2 0 9
“

风向
;

二 3
为郑州 当年 5 月下旬 1 5 0 0 米高度 2 7 0

’ 一 3 5 0
。

风向
。

刀 为 0
.

8 5 ; F 为 1 4
.

0 1 , , ; S 为 7
.

3 6 5
。

历史符合率 1 7 / 2。
。

试报结果
: 19 8 1 年报蛾量趋势偏多 (3 9 0 6 头 /台 )

,

实况偏多
, 1 9 82

:

年报蛾量趋势偏少 (4 0 4 头/ 台 )
,

实况偏少
,

预报与实况一致
。

4
.

讨论与小结

l) 从组建模式的结果可以看出
,

各式都有复相关系数较高
, F检验值较大和标准差较

小的特点
,

且都能通过 。
.

01 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

这说明模式本身具有较高的质量
。

从历史拟合率和试报情况看
,

结果较好
。

这说明用一代粘虫发生时期及迁出 时 期的

气象因子
、

环流因子以及一代粘虫的虫情因子
,

采用逐步回归方法
,

使用电子计算机运算
,

1

建立二代粘虫发生区一代成虫迁人量长期及中期预测模式是可行的
,

这种方法 能延 长预
·

报时效
,

及早而又迅速地预测未来粘虫发生趋势
,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可 在防治工作中发

挥它应有的作用
。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人
,

在方法和内容上将进一步地改进和充实
。

2) 从相关系数表及模式中人选的因子可以看出
:

地面气象因子 (温度
、

降水
、

日照 )
、

高空风
、

环流因子及虫情因子等对二代粘虫发生区一代成虫迁人量均有 显著影响
。

其中

以温度和降水因子选入最多
,

这说明粘虫发生数量的消长与温
、

湿度的关系最密切
。

一代
1

成虫迁人量与降水呈正相关
,

这是由于粘虫蛾产卵和卵的孵化
、

幼虫成活和发育均要求较

高的相对湿度
,

降水偏多
,

有利于粘虫发生数量偏多
,

反之偏少
。

与温度呈反相关
,

温度偏
·

低湿度偏高的外界环境条件
,

正适合于粘虫的生态要求
。

15 0 0 米高度风向对一 代成虫迁

入量也有明显影响
,

偏南风(1 9 0
。

一 2 0 9
。 ,

15 。
。

一 1 69
“

)有利于粘虫蛾迁入东北
、

内蒙等地
;

、

偏西风 (2 70
。

一3 5 。
。 , 2 5。

”

一26 9
’

)则不利
。

副热带高压强度与一代粘虫发生区降水 有 密

切的关系
。

一般来讲
,

降水偏多年副高偏强
,

降水偏少年副高偏弱川
。

哈尔滨模式中还选

入一代幼虫发生程度因子
。

一代成虫迁人量正是由于上述因子直接间接地
、

综 合作用的

结果
。

从模式中人选因子的时段看
,

多在 3一5 月
,

以 3一 4 月最多
,

这是由于迁入江淮及黄
一

推流域的越冬蛾
,

3 丹逐渐进人盛期
,

一代成虫一般在 5 月下旬羽化迁出
,

3一 5 月正 是 一

代粘虫生长发育 的 关键时期
,

气象条件是否适宜
,

对二代粘虫发生区一 代成 虫迁人量的
_

影响较大
。

上述结果与目前研究所得结论是一致的
,

这 说明本文建立的预测模式有一定
、

的生物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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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仅以哈尔滨
、

哲盟地区模式为例说明
,

具体应用时
,

应根据需要组建
,

这样 便

能及时预测一定范围内未来粘虫发生趋势
,

为开展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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