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调查方法 
 

草地贪夜蛾 
1 系统监测调查 

监测期，周年繁殖区 1—12 月，迁飞过渡区 3—11 月，重点防范区 6—9 月。 

1.1 成虫灯诱监测 

常规测报灯或智能测报灯设在玉米田周围，灯管高出作物冠层；常年发生重或诱

虫量多的区域可设置高空测报灯。在监测期内，逐日调查记录灯具诱集的雌蛾、雄蛾

数量，蛾峰期进行雌蛾卵巢发育级别解剖，解剖数量一般不少于 20 头，记录和计算

各级别数量和比率。 

1.2 成虫性诱监测 

选择当地各季玉米播种早、甜糯玉米品种田作为系统调查田。每块田放置罐式、

桶形或新型干式诱捕器 3 个。苗期玉米等低矮作物田，3 个诱捕器呈正三角形放置于

田中，相距至少 50 m，与田边距离不少于 5 m，距地面 1.2 m。成株期玉米等高秆作

物田，选田埂走向与当地季风风向垂直的田块，诱捕器放置于上风口、方便操作的田

边田埂上，3 个诱捕器呈直线排列，间距至少 50 m，高出植株冠层 20 cm。在监测期

内，逐日调查记录诱集雄蛾数量。 

1.3 卵和幼虫系统调查 

在放置性诱捕器的系统调查田开展调查。当灯诱或性诱见虫时开始，每 5 天调查

一次，至玉米成熟结束。每块田 5 点取样，玉米抽雄前采用“W”型、抽雄后采用“梯

子”型取样，每点查 10 株。调查卵块数、卵粒数、各龄幼虫数、被害株数，计算平

均百株卵量、百株虫量和被害株率。 

2 大田普查 

在各季玉米苗期、喇叭口期、吐丝灌浆期三个受害关键期各调查 1 次，各生育期

普查田块在 10 块以上。每块田采用 5 点取样，每点查 5—10 株，记录见虫田块数、

被害株数、卵量和幼虫数量，计算虫田率、被害株率、百株卵量、百株虫量，并估算

不同发生程度的发生面积和防治面积。 

3 信息报送 

通过“全国草地贪夜蛾发生防治信息平台”报送草地贪夜蛾监测信息，报送任务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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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草地贪夜蛾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草地贪夜蛾成虫首次发现报送表 见成虫当日报 1 次/年 

草地贪夜蛾逐日蛾量周报表 见成虫当周启动 1 次/周 

草地贪夜蛾幼虫首次发现报送表 见幼虫当日报 1 次/年 

草地贪夜蛾发生防治县级周报表 见幼虫当周启动 1 次/周 

草地贪夜蛾玉米发生普查月报表 见幼虫当月启动 1 次/月 

省级 草地贪夜蛾发生防治省级周报表 周三报 1 次/周 

部级 全国草地贪夜蛾发生防治周报表 周三报 1 次/周 

 

东亚飞蝗  
1 系统调查 

1.1 卵期调查 

一般在 3 月中下旬调查一次。选择不同生境，随机调查 5—10 个点，每样点 1m
2，

调查蝗卵分布、越冬死亡率；并随机选取 5—10 块卵中的活卵 50 粒，检查卵的胚胎

发育情况。 

1.2 蝗蝻期调查 

根据春季蝗卵胚胎发育进度调查推算出的蝗蝻出土期，此日期的 1—2 天前开始

调查，在蝗卵分布较为集中的避风向阳高坡地，每 3 天调查 1 次，当查到蝗蝻时，为

夏蝗出土始见期。在夏残蝗调查结束 10 天后，选择夏蝗成虫出现较早的蝗区，每 3

天调查 1 次，当查到蝗蝻时，为秋蝗出土始见期。 

选择有代表性的不同生境的蝗区，自蝗蝻出土始期 10 天后，至羽化盛期止，每

隔 5 天调查 1 次，每种类型蝗区随机取样 10 个点，每点调查 1m
2 以上。捕获各样点

内全部飞蝗（当总捕获数少于 100 头时，应适当增加样点数），统计各龄期数量和所

占比率。 

2 大田普查 

2.1 蝗蝻普查 

在 3 龄蝗蝻发生盛期采取防治措施前进行普查，重点蝗区每 10hm
2 或者 5hm

2 取 1

点，一般蝗区每 17hm
2取 1 点，监视蝗区每 33hm

2 取 1 点，独立分散蝗区每 1 hm
2 取

1 点。调查采用平行等距离调查取样法，每点调查 10m
2（目测 1m 宽，前进 10m）。

观察样点内蝗蝻数，计算群居型蝗蝻比率，统计蝗蝻密度和发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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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成虫普查 

在夏蝗成虫和秋蝗成虫产卵盛期各普查 1 次。各类蝗区取样方法同蝗蝻普查，每

样点调查 666m
2，即步行 222m 目测 3m 宽范围内的东亚飞蝗成虫数量，计算残蝗面

积及密度。同期随机捕捉成虫不少于 100 头，统计雌虫数和产卵或抱卵雌虫数。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东亚飞蝗监测信息，报送任

务表见表 2。 

表 2  东亚飞蝗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省级、县级 

东亚飞蝗夏蝗发生趋势预测表 4 月初 1 次/年 

东亚飞蝗夏蝗发生实况统计表 7 月初 1 次/年 

东亚飞蝗秋蝗发生趋势预测表 7 月初 1 次/年 

东亚飞蝗秋蝗发生实况统计表 12 月底 1 次/年 

东亚飞蝗翌年发生趋势预测表 12 月底 1 次/年 

省级 蝗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5—9 月 1 次/2 周 

部级 全国蝗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5—9 月 1 次/2 周 

 

亚洲飞蝗 
1 系统调查 

1.1 卵期调查 

早春土壤解冻后开始调查蝗卵存活情况，每 10 天调查一次。在当地不同类型宜

蝗区，随机调查 5—10 个样点。每样点 1m
2，挖取 2—5cm 的表土层，计数样点内卵

块数和卵粒数。同时随机抽取 5—10 块卵，逐粒观察卵粒存活状态，统计总卵粒数和

死亡卵粒数。 

1.2 蝗蝻期调查 

春季气温达 10℃时，在室外人工罩笼或饲养棚中，调查蝗卵的发育进度。当室外

罩笼中的蝗卵发育至胚熟期时，每隔 5 天调查 1 次，确定蝗蝻始见期和出土盛期。自

蝗蝻始见期至成虫羽化盛期，每隔 10 天调查 1 次，每个生境随机捕获蝗蝻不少于 30

头，统计各龄蝗蝻和成虫数量。 

2 大田普查 

2.1 蝗蝻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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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龄蝗蝻发生盛期采取防治措施前进行普查。在不同生境蝗区，随机取 5 个样

点，每点调查 10m
2，即目测 1m 宽前行 10m 范围内的蝗虫数量，记录样点内蝗虫总

数和蝗蝻密度，观察记录群居型或散居型蝗群，估算本地发生面积。 

2.2 成虫普查 

在亚洲飞蝗即将越冬时普查 1 次。在不同生境蝗区随机取 5 个样点。每样点调查

666m
2，即步行 222m 目测 3m 宽范围内的蝗虫数量，记录成虫数量，估算本地残蝗面

积。扫网捕捉亚洲飞蝗 30 头以上，调查成虫雌雄比例。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亚洲飞蝗监测信息，报送任

务表见表 3。 

表 3  亚洲飞蝗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西藏飞蝗 
1 系统调查 

1.1 卵期调查 

一般在 4 月上旬调查一次。按不同类型蝗区，选择沿河谷地带、相对平坦地域等

不同生境，每种生境随机取样点 30 个以上，记录样点经、纬度及海拔高度。每样点

调查 1m
2，挖取 10cm 土层，统计样点内卵块数和卵粒数，随机抽取 5—10 块，逐粒

观察卵粒存活状态，统计死亡卵粒数。 

1.2 蝗蝻期调查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开始，每 3 天调查 1 次，直至蝗蝻始见，确定蝗蝻始见期；

自蝗蝻始见期至成虫羽化盛期，每隔 10 天调查 1 次发育进度。按不同类型蝗区，每

种生境随机取样 10 个点，记录样点经度、纬度及海拔高度。每样点调查 1m
2 以上，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省级、县级 

亚洲飞蝗夏蝗发生趋势预测表 4 月初 1 次/年 

亚洲飞蝗当前发生实况及下半年发

生预测表 
7 月初 1 次/年 

亚洲飞蝗全年发生实况统计表 10 月底 1 次/年 

亚洲飞蝗翌年发生趋势预测表 12 月底 1 次/年 

省级 蝗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5—9 月 1 次/2 周 

部级 全国蝗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5—9 月 1 次/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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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样点内蝗虫，统计各虫态（虫龄）数量。 

2 大田普查 

2.1 蝗蝻普查 

在 3 龄蝗蝻发生盛期采取防治措施前进行调查，重点蝗区每 20hm
2 或者 10hm

2 取

1 点，一般蝗区每 50hm
2 取 1 点，监视蝗区每 100hm

2 取 1 点。各蝗区内采用随机取样

方法选定调查点，记录取样点经度、纬度及海拔高度。每点调查 10m
2，即前行 10m

目测 1m 宽范围内的蝗虫数量，或用捕虫网在样点内进行扫网 100 次，记录样点内蝗

虫总头数、群居型蝗虫数量，估算本地发生面积。 

2.2 成虫普查 

在西藏飞蝗越冬前普查 1 次。各类蝗区取样方法同蝗蝻期普查，每样点调查 666m
2，

即前行 222m 目测 3m 宽范围内的蝗虫数量，也可用捕虫网捕获样点内所有蝗虫，记

录成虫数量。同时随机取不少于 50 头成虫，调查成虫雌雄比例，估算本地残蝗面积。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西藏飞蝗监测信息，报送任

务表见表 4。 

表 4  西藏飞蝗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草地螟 
1 系统监测调查 

1.1 成虫灯诱监测 

在常年适于成虫发生的场所，设置常规测报灯或智能测报灯，发生重的区域可设

置高空测报灯。监测时间从 4 月下旬至 9 月 30 日，每日调查记录雌蛾、雄蛾数量。 

1.2 成虫田间调查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省级、县级 

西藏飞蝗夏蝗发生趋势预测表 4 月初 1 次/年 

西藏飞蝗当前发生实况及下半年发生预

测表 
7 月初 1 次/年 

西藏飞蝗全年发生实况统计表 10 月底 1 次/年 

西藏飞蝗翌年发生趋势预测表 12 月底 1 次/年 

省级 蝗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5—9 月 1 次/2 周 

部级 全国蝗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5—9 月 1 次/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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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代成虫发生盛期，每 3 天调查一次。选择有代表性的农田、草地和林地等不

同类型生境，每种类型查 2—3 个地块，每天上午进行百步惊蛾或扫网调查。每个地

块随机选点，以正常步幅边走边目测惊起的蛾量，每点调查不少于 20 步，或每块田

随机扫 10 个网次，地块大时适当增加调查点，辨别雌蛾、雄蛾并计数。 

在各代成虫发生盛期，从灯诱或网捕的成虫中随机取雌蛾 20 头，检查卵巢发育

级别和交配情况，统计各级别数量。 

1.3 卵量系统调查  

当成虫发生量达到中等以上年份时，开展田间卵量调查。在各代成虫发生盛期、

雌蛾卵巢发育 2 级以上时进行，每 3 天调查一次。选当代草地螟喜食作物或杂草（如

藜科、蓼科、菊科、豆科等）较多、湿度条件适宜其发生的 2—3 个地块进行重点调

查，采用棋盘式取样法，每个地块取 10 个点，每点调查 1m
2 内的作物、杂草、地面

枯枝落叶以及地表上的卵块和卵粒数。 

2 大田普查 

2.1 低龄幼虫普查 

在各代成虫发生盛期、田间低龄幼虫始盛期开展。对本地适宜草地螟发生的作物

及周边草地、林地进行全面普查，普查面积不少于当地寄主作物播种面积的 3％，由

普查结果确定出防治田块。调查密植低矮作物田及杂草，采用拍打、目测法。 

2.2 残虫量普查 

在每代幼虫防治后或高龄幼虫盛期进行一次残虫量及危害损失普查。普查区域和

地块同低龄幼虫。每个地块随机选取 5 个点，密植作物和杂草每点取 1m
2，稀植作物

每点查 5—10 株，调查记录每平方米或百株虫量，估算各寄主作物及周边草地、林地

发生面积和防治面积。 

2.3 越冬基数普查 

在当地末代幼虫发生区域，于 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土壤未封冻之前调查。在不

同生境区域，选择草地螟各种寄主植物田调查，每种寄主植物调查 5 块以上。每个地

块选 5 个点，每点查 1m
2，挖查表土深度为 5cm，调查记录虫茧数，并估算各寄主作

物及周边草地、林地越冬面积。取回 50 头虫茧，室内检查记录天敌寄生情况，计算

活茧密度。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草地螟监测信息，报送任务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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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草地螟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草地螟逐日蛾量周报表 

5 月下旬、6 月下

旬、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3 次/年 

草地螟越冬基数调查统计表 11 月 30 日 1 次/年 

省级 

越冬代草地螟发生实况及一代预测模式报表 6 月 10 日 1 次/年 

一代草地螟发生实况及二代预测模式报表 7 月 20 日 1 次/年 

草地螟发生防治年度统计表（分代次和作物） 11 月 30 日 1 次/年 

草地螟发生防治省级周报表 6—8 月 1 次/周 

部级 全国草地螟发生防治周报表 6—8 月 1 次/周 

 

粘虫 
1 系统监测调查 

1.1 成虫灯诱监测 

在常年适于成虫发生的场所，设置常规测报灯或智能测报灯，常年虫量大的区域

可设置高空测报灯。监测时间，一代发生区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二、三代发生区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逐日辨别记录诱集的雌蛾、雄蛾数量。在成虫盛发期，隔日解

剖一次雌蛾卵巢发育级别、各级数量和交尾情况，解剖数量一般不少于 20 头。 

1.2 成虫性诱监测 

在成虫发生盛期每天调查。选择比较空旷、易遭受为害的禾本科作物田 2—3 块，

首选小麦、谷糜或草荒重的玉米和高粱田块，固定为系统调查田。每块田设 3 台性诱

捕器（亦可用糖醋液诱蛾器）。诱捕器呈正三角形放置，相距至少 50m，与田边距离

不少于 5m；成株期玉米等高秆作物田，田埂走向须与当地季风风向垂直，诱捕器放

置于上风口、与田边相距 1m 左右的田埂上，相距至少 50m、呈直线排列。每天定时

检查诱蛾数量（糖醋液诱蛾器检查诱集的雌、雄蛾数量）。 

1.3 草把诱卵调查 

灯诱或性诱见成虫时，在系统调查田内布设谷草把或干稻草把，每块田插 10 把，

草把间隔 10 米，每 3 天调查一次诱集卵块和卵粒数。 

1.4 幼虫系统调查 

在系统调查田开展调查。调查时间，一代发生区4月20日至5月30日，二代发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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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至7月20日，三代发生区7月20日至8月30日，四代发生区9月10日至10月20日。

每3天调查一次。 

每块田采用棋盘式10点取样，小麦、谷子、水稻每点查1m
2，玉米、高粱每点查

10株，检查记录作物、杂草、地表及潜土内幼虫虫龄和虫量。调查小麦、谷子、水稻

及玉米田间杂草，应采用拍打、目测方法调查。 

2 大田普查 

2.1 幼虫普查 

当系统调查大部分幼虫进入2龄时，立即组织一次普查。选各种寄主作物田、不

同类型田（杂草多少、秸秆多少、长势强弱），普查田块总数不少于20块，调查方法

同幼虫系统调查，记录幼虫虫龄和虫量，计算各种寄主作物田虫田率、平均虫口密度，

估计不同发生程度的发生面积。 

2.2 残虫量普查 

当系统调查幼虫达 5—6 龄或防治后调查。通常年份普查时间，一代发生区于 5

月 10—15 日，二代发生区于 7 月 5—10 日，三代发生区于 8 月 20—25 日。选具有代

表性已防和未防的各种寄主田及其他发生环境各 2—3 块，每块田 5 点取样。小麦、

谷子、水稻、绿肥、草地等田块每点查 1m
2，玉米、高粱每点查 5 株，记录植株上、

地表及潜土内幼虫及蛹的数量。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粘虫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见

表 6。 

表 6  粘虫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粘虫逐日蛾量周报表 
6 月 10 日、7 月 20 日、

8 月 30 日、10 月 10 日 
4 次/年 

一至三代粘虫县级模式报表 
5 月 15 日、7 月 10 日、

8 月 25 日 
3 次/年 

省级 

一至三代粘虫省级模式报表 
5 月 15 日、7 月 10 日、

8 月 25 日 
3 次/年 

粘虫发生防治年度统计表（分代次

和作物） 
11 月 30 日 1 次/年 

省级 粘虫发生防治省级周报表 7—8 月 1 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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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部级 全国粘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7—8 月 1 次/周 

 

稻飞虱 
1 系统监测调查 

1.1 成虫灯诱监测 

设置常规测报灯或智能测报灯，常年虫量大的区域可设置高空测报灯，灯具安装

在稻田周围。监测调查时间为3—11月，期间逐日区分记录灯下白背飞虱、褐飞虱数

量，虫量多时可等份计数。 

1.2 若虫系统调查 

自灯下出现第一次成虫高峰后开始，至水稻乳熟期结束，每 5 天调查一次。依品

种、生育期和长势等选择有代表性的各类型田 3—5 块。每块田采用平行双行跳跃式

取样，一般调查 10 个点，虫量少需增加点数，每点查 2 丛。盆拍法计数，调查记录

白背飞虱和褐飞虱短翅型和长翅型成虫、低龄若虫和高龄若虫的数量。同时调查捕食

性和寄生性天敌种类和数量。 

1.3 卵量系统调查 

双季早稻和双季晚稻于主害代成虫高峰期后5—7天各调查1次。单季中稻和晚稻

于主害代前一代和主害代成虫高峰期后5—7天各调查1次。秧田每平方米成虫数量超

过5头时，移栽前3天进行1次卵量调查。在观测区内选择不同类型田块，采用平行跳

跃式取样，每点取2丛，每丛拔取分蘖1株，主害代前一代取50株，主害代取20株。秧

田，采用棋盘式取10点，每点查10株。剥查取样稻株，并镜检卵条和卵粒，记录未孵

化有效卵粒数、寄生卵粒数、孵化卵粒数以及卵胚胎发育进度。 

2 大田普查 

2.1 虫量普查 

主害代前一代二三龄若虫盛期、主害代防治前和防治10天后各普查一次，共普查

3次。每种主要水稻类型田调查20块以上，每块田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取5—10点，

每点查2丛，记录白背飞虱和褐飞虱长翅型成虫、短翅型成虫、低龄若虫和高龄若虫

数量。 

2.1 危害情况普查 

于水稻黄熟前进行，采用大面积巡视目测法，记录调查区内出现“冒穿”（穿顶）

的田块数和面积，折合净“冒穿”（穿顶）面积，计算占调查区田块和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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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稻飞虱监测信息，报送任务

见表 7。 

表 7  稻飞虱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稻飞虱灯下逐日虫量候报表 3—11 月 1 次/候 

稻飞虱田间虫量模式报表 3—11 月 1 次/候 

省级 稻飞虱发生防治省级周报表 5—10 月 1 次/周 

部级 全国稻飞虱发生防治周报表 5—10 月 1 次/周 

 

稻纵卷叶螟 
1 系统监测调查 

1.1 成虫灯诱监测 

设置常规测报灯或智能测报灯，常年虫量大的区域可设置高空测报灯，灯具安装

在稻田周围。监测调查时间为 3—11 月，期间逐日调查诱集的雌雄蛾量。 

1.2 田间成虫调查 

从灯下始见蛾开始，至水稻齐穗期，每天上午田间露水未干时（一般在 8：00 以

前）调查。选取不同生育期和好、中、差 3 种长势的主栽品种类型田各 1 块，作为系

统调查田。调查时，手持长 2ｍ的竹竿沿田埂逆风缓慢拨动稻丛中上部（水稻分蘖中

期前同时调查周边杂草），目测飞起的成虫数量，一块田一般调查 30m 长，蛾量少或

田块大时可适当增加调查点。在主害代盛发期，需在赶蛾的各类型田块中用捕虫网捕

捉雌蛾 20—30 头，带回室内解剖记录卵巢级别和交配情况。 

1.3 虫卵量系统调查 

自各代成虫产卵始盛期开始（迁入代在蛾高峰当天，本地虫源在蛾高峰后 2 天），

至 3 龄幼虫期止，每 5 天调查一次。在成虫系统调查田，采用双行平行跳跃式取样，

每块田随机查 20 株，调查记录有效卵、寄生卵和各龄幼虫数量。 

2 大田普查 

2.1 幼虫低龄期普查 

在各代 2—3 龄幼虫发生盛期开始，至各代危害基本定局。选取不同品种、生育

期和长势类型田，各类型田不少于 20 块，每 10 天调查一次。大田巡视目测稻株顶部

3 张叶片的卷叶情况，计算卷叶率，确定幼虫发生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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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残留虫量和受害程度普查 

各代危害基本定局后进行。残留虫量调查选主要类型田各 3 块，双行平行跳跃式

取样，每块田查 50—100 丛，调查残留虫量，记录各龄幼虫数和各级蛹数；取其中 20

丛查卷叶数，计算卷叶率。稻叶受害程度普查取样方法同幼虫发生量普查，调查稻株

顶部 3 张叶片的卷叶数，确定稻叶受害程度，记录各级别田块数及所占比例。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稻纵卷叶螟监测信息，报送

任务见表 8。 

表 8  稻纵卷叶螟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稻纵卷叶螟灯下逐日蛾量周报表 3—10 月 1 次/候 

稻纵卷叶螟田间虫量周报表 3—10 月 1 次/候 

稻纵卷叶螟模式报表 3—10 月 1 次/候 

省级 稻纵卷叶螟发生防治省级周报表 5—10 月 1 次/周 

部级 全国稻纵卷叶螟发生防治周报表 5—10 月 1 次/周 

 

二化螟 
1 系统监测调查 

1.1 成虫灯诱监测 

设置常规测报灯或智能测报灯，灯具安装在稻田周围。每年从越冬代幼虫化蛹始

盛期开始，至秋季末代螟蛾终见后一周止，逐日调查记录灯下诱集雌蛾、雄蛾数量。 

1.2 成虫性诱监测 

选择地势平坦的水稻田块，面积不小于5×667m
2，田内放置3个钟罩倒置漏斗式诱

捕器，相距至少50m、呈正三角形放置，每个诱捕器与田边距离不少于5m。放置高度，

水稻拔节前诱捕器底边高于水稻冠层10—20cm；水稻成株期，诱捕器底部接近水稻冠

层叶面。成虫盛发期每日调查计数。 

1.3 蛹和幼虫发育进度调查 

各代蛹发育进度调查，自常年化蛹始盛期或灯下见虫时开展第一次调查，隔 5—7

天调查第二次。越冬代，对冬后调查得到的活虫进行幼虫分龄、蛹分级计数。其他世

代，第一次调查可结合螟害率调查进行。剥查被害株不少于 100 株、活虫数不少于 50

头，对蛹、幼虫进行分级、分龄。除调查幼虫、蛹发育进度外，还应检查寄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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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田普查 

2.1 越冬虫源基数调查 

冬前和冬后各调查一次。冬前基数调查结合末代螟害率进行，冬后基数调查在当

地稻田灌水翻耕前或越冬代幼虫化蛹始盛期进行。选有代表性的虫源田（包括冬闲田

和春季作物田）10—15 块，采用棋盘式取样法，每块田取 20 个点，每点 0.4×0.5 m
2，

分别拾取样点内的全部外露稻桩；还要在离田的秸秆堆垛上中下部位，共取 200 秆，

剥查记录活幼虫和活蛹数，计算单位面积活虫量和存活率，估算越冬虫源面积。 

2.2 各代虫口密度和螟害率调查 

依系统调查结果，当代二化螟幼虫发育到高龄时，开展一次残留虫量调查，同时

进行枯鞘率、枯心率调查；每季水稻黄熟期进行一次枯孕穗、白穗、虫伤株调查。按

稻作类型（早、中、晚稻）、品种、栽插期、抽穗期，或螟害轻、中、重几种类型，

在每类型田选择有代表性的田块 2 块。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每块田取 100 丛，计其

中被害株数，并连根拔取全部被害株，记录枯鞘、枯心、枯孕穗、白穗和虫伤株，剥

查其中幼虫和蛹的数量及其发育级别，计算螟害株率和虫口密度。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二化螟监测信息，报送任务

见表 9。 

表 9  二化螟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二化螟各代调查和下代预报模式报表 
各代螟害率调查完后

上报 
1 次/代 

二化螟冬前模式报表 11 月上旬 1 次/年 

二化螟冬后模式报表  

4 月初（华南江南） 

4 月底（长江江淮） 

5 月中旬（北方） 

1 次/年 

省级 
二化螟冬前模式报表 11 月上旬 1 次/年 

二化螟发生防治省级周报表 5—8 月 1 次/周 

部级 二化螟发生防治省级周报表 5—8 月 1 次/周 

 
小麦蚜虫 

1 系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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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蚜虫调查 

选择早、中、晚播田或高肥水田 2—3 块作为系统观测田。在小麦返青拔节期至

乳熟期，开始每 5 天调查一次，当日增蚜量超过 300 头时，每 3 天调查一次。采用单

对角线 5 点取样，每点固定 50 株，百株蚜量超过 500 头时，每点可减少至 20 株，调

查有蚜株数、蚜虫种类及其数量，折算百株蚜量。 

1.2 天敌调查 

蚜虫系统调查的同时，进行其天敌种类和数量调查。僵蚜取样点和取样方法同蚜

虫，每次查完后抹掉；瓢虫类、食蚜蝇幼虫和蜘蛛类随机取 5 点，每点查 0.5m
2，用

目测、拍打方法调查，记天敌种类和数量，并将调查各种天敌数量分别折算成百株天

敌单位。 

2 大田普查 

根据当地栽培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麦田 10 块以上。分别在小麦秋苗期、拔节

期、孕穗期、抽穗扬花期、灌浆期进行 5 次普查，同一地区每年调查时间应大致相同。

每块田单对角线 5 点取样，秋苗期和拔节期每点调查 50 株，孕穗期、抽穗扬花期和

灌浆期每点调查 20 株，调查有蚜株数、有翅和无翅蚜量，折算百株蚜量。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小麦蚜虫发生监测信息，报

送任务见表 10。 

表 10  小麦蚜虫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小麦蚜虫春季模式报表 3 月 25 日、4 月 25 日 2 次/年 

小麦蚜虫穗期发生动态周报表 5—6 月 1 次/周 

小麦蚜虫发生情况统计表 7 月底 1 次/年 

省级 小麦蚜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3—6 月 1 次/周 

部级 全国小麦蚜虫发生防治周报表 3—6 月 1 次/周 

 

小麦条锈病 
1 系统调查 

冬麦区，秋苗至春季条锈病能持续发展为害的冬繁区，于秋苗发病后开始定点调

查；非越冬区和潜育越冬区，于春季见病后开始定点调查。春麦区，发现病叶后开始

定点调查。 



— 14 — 

选发病条件较好、发病较早的代表性感病品种的麦田作为系统调查田。若当地普

遍种植抗病品种，则应预先在发病条件较好、观察方便的地块播种感病品种，建立观

测圃，用于系统调查。 

调查方法，在系统调查田或观测圃内标定 3 个已有病叶的调查点，每点 2m 行长

（条播地区）或 1m
2（撒播地区），每 5 天调查一次，至小麦成熟期或病情停止增长

为止。发病初期，需检查点内全部叶片发病情况；病叶率达 5%以上时，调查 200 个

叶片，记录发病叶片数和病情严重度。 

2 大田普查 

2.1 春季病情普查 

冬麦，在小麦返青后 15—20 天开始调查，小麦无明显越冬现象的地区在早春开

始，至小麦乳熟期即病情稳定时结束。当周边或当地病情发展较快时，每 7—10 天调

查一次。春麦，在拔节期依据系统调查结果、病情上升时调查一次。调查地点，依据

小麦栽培区划和常年发病情况选定若干代表性区域，各代表性区域内选感病品种早播

和适期播种麦田调查，各类型调查田块不少于 10 块。 

病情处于点片发生期，采用低头慢步踏查（观察幅 1m）和发现病叶蹲下细查相

结合的方法。每块田调查行长不少于 50m，记录单片病叶密度，以及发病中心密度、

面积和平均发病叶片数。已全田普遍发病的田块，5 点取样，每点随机调查 100 个叶

片，记录病叶率和病情严重度。 

2.2 越夏区病情调查 

在小麦条锈病越夏地区进行，于每年 8 月下旬或者晚熟春麦、冬麦及自生麦苗等

越夏寄主发病盛期开展调查。选择晚熟春麦、冬麦感病品种田和滋生自生麦苗的麦茬

复种田、休闲田作为调查类型田，各类型田块数应不少于 10 块。调查方法，晚熟春、

冬麦采用目测法估计条锈病发病情况，自生麦苗采取踏查估计和取样细查相结合的方

法，估计和记录自生麦苗密度、病叶数和病情严重度。 

2.3 秋苗病情普查 

在小麦条锈病越夏区和冬繁区进行，于每年小麦越冬前开展普查。依不同播期、

品种、区域等选择代表性田块，每种类型调查田块不少于 10 块。调查方法同春季调

查，记录病田率、病叶率、病情严重度，估算发病面积。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小麦条锈病监测信息，报送

任务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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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小麦条锈病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小麦条锈病发生情况统计表 7 月底前 1 次/年 

省级 

小麦条锈病秋苗发生情况统计表 12 月 10 日 1 次/年 

小麦条锈病周报表 

冬繁区（云贵川渝甘陕鄂

豫）1—2 月 

冬麦区 3—5 月（京津冀晋

鲁等华北麦区延长至 6 月） 

春麦区（蒙甘宁青新藏）5

—7 月（青海延长至 8 月） 

1 次/周 

小麦条锈病越夏病情调查表 8—9 月 1 次/年 

部级 全国小麦条锈病周报汇总表 2—6 月 1 次/周 

 

小麦赤霉病 
1 系统调查 

    在小麦拔节期、孕穗期和始穗期各调查一次。稻麦轮作区，选择残留有稻桩的田

块 3 块；旱作地区，选择残留有玉米、小麦秸秆的田块 3 块。所选田块要能代表越冬

状态的不同类型，并估测该类型田在当地麦田中的面积比率。 

病残体带菌率调查，针对赤霉病菌在不同地区的主要越冬场所，分别检查水稻、

玉米、小麦秸秆等的植株残体带菌情况，每块田随机调查 50—100 个植株残体，检查

带菌情况，计算病残体带菌率。 

病菌子囊壳成熟度调查，从带菌的病残体中取产生子囊壳较多的一根，每类型田

的总取样数应在 10 根以上，带回室内镜检。每根挑取不同部位的子囊壳（包含里层

和外层的子囊壳），放置在有水滴的载玻片上，盖上盖玻片，压碎子囊壳镜检，判断

子囊壳成熟度级别，计算子囊壳成熟指数。 

2 大田普查 

在当地小麦主栽品种齐穗期至灌浆期和腊熟期（收割前 10—15 天）各进行一次。

根据前茬类型（水稻或旱作）、小麦品种和生育期的不同，选择各种类型田不少于 10

块，其中应包含一定数量的未防治田块。每块田随机取 500 穗，调查病穗数和病情严

重度，计算病田率、病穗率和病情指数。 

3 信息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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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小麦赤霉病监测信息，报送

任务见表 12。 

表 12  小麦赤霉病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小麦赤霉病春季带菌率调查表 3 月 30 日 1 次/年 

小麦赤霉病发生情况统计表 7 月底 1 次/年 

省级 
小麦赤霉病发生影响因子预测表 4 月初 1 次/年 

小麦赤霉病发生防治情况调度表 5—6 月 1 次/周 

部级 全国小麦赤霉病发生防治情况统计表 5—6 月 1 次/周 

 

稻瘟病 
1 系统调查 

按当地水稻品种的布局状况和生态类型，选择易发病、发病较早且有代表性的早

播、中播、迟播的感病品种稻田各 1 块，作为系统观测田，在整个观察期内不施用防

病药剂。 

叶瘟调查，在当地常年发生始期开始至始穗期止，每 5 天调查一次。在近田埂的

第 2—3 稻行直线查 5 点，每点查 10 丛稻株的绿色叶片，记录病叶数、急性型病叶数

及其病情分级。 

穗瘟调查，从破口期开始至腊熟初期止，每 5 天调查一次。在近田埂的第 2—3

稻行内直线查 5 点，每点查 10 丛稻株，调查记录总穗数、发病穗数及其病情级别。 

2 大田普查 

按品种、生长类型，选择发病轻、中、重的代表类型田，每类型田查 3 块田，总

田块数不少于 20 块。 

苗期叶瘟，在 3、4 叶期至移栽大田前 3—5 天调查 1 次。每块田采取 5 点取样，

每点 20 株，调查叶龄期、病株数、病情级别、急性型病株数。 

成株期叶瘟，分别在分蘖末期和孕穗末期各查一次。每块田采用 5 点取样，每点

直线隔丛取 10 丛稻，调查病丛数；每点随机选取一发病稻丛，查清绿色叶片的总叶

数和发病叶数，计算病丛率和病叶率。 

穗瘟，在腊熟期调查 1 次。每块田查 50—100 丛，采用平行跳跃式或棋盘式取样，

调查总穗数、病穗数及其病情级别。 

3 信息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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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稻瘟病监测信息，报送任务

见表 13。 

表 13  稻瘟病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分蘖末期、孕穗末期叶瘟和穗

瘟发生预测模式报表 

6 月初（早稻） 

7 月上旬（中稻和北方单季稻） 

8 月上旬（江淮单季晚稻） 

1 次/季.年 

省级 稻瘟病发生防治情况统计表 5—9 月 1 次/周 

部级 稻瘟病发生防治情况统计表 5—9 月 1 次/周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1 系统调查 

1.1 灯下白背飞虱带毒率调查 

在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生省份或可能发生省份开展调查。早、中、晚稻的秧苗

期至分蘖期进行，逐日收集白背飞虱，每周集中检测 1 次；如遇白背飞虱出现集中迁

入峰，则单独检测峰日白背飞虱，检测数量不少于 100 头。 

1.2 病情系统调查 

自白背飞虱出现迁入峰后，至水稻腊熟期结束，每 10 天调查 1 次。在白背飞虱

带毒虫量高、常年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病较重的有代表性地区，选取不同抗感病主

栽品种、不同播期的类型田各 1 块，作为系统观测圃。每块田采用平行跳跃 10 点取

样，每点查 20 丛，记录发病丛数、病株数。 

2 大田普查 

2.1 越冬白背飞虱带毒率检测 

在白背飞虱常年可越冬区域或间歇越冬区域（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

每年 2 月中旬至稻田翻耕前调查 1 次，各地每年调查时间应大致相同。 

在冬种稻、再生稻苗、落谷苗、稻桩、田边和沟边杂草（游草）等越冬场所，采

用网扫法，每点扫 10 个网次，每块田收集白背飞虱不少于 100 头，检测带毒情况，

计算带毒率。 

2.2 病情普查 

根据水稻不同播期、品种抗性，分别选择早、中、晚及不同抗感类型田各 3—5

块，于双季早稻、中稻及双季晚稻的分蘖末期和齐穗期各调查 1 次。各季主要水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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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田调查田块不少于 20 块，面积不少于 1 hm
2。每块田采用平行跳跃法取样，取 10

个点，每点调查 20 丛。记录发病田块数、发病丛数，计算病田率、病丛率。各季水

稻病情稳定后，根据各生育期发病普查结果，统计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生面积和防

治面积。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监测信

息，报送任务见表 14。 

表 14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马铃薯晚疫病 

1 系统调查 

选择低洼潮湿地且马铃薯生长旺盛、早熟的感病品种田 3 块。有条件的地方可设

立观测圃，即选择低洼潮湿地块，种植当地感病品种，带病种薯和健康种薯间行种植，

四周种植非茄科作物作为隔离带。田间应配置可测温度、降水量和湿度的气象观测和

病害预报设备。 

调查时间，根据常年发生情况开展调查，或依气象指标预测中心病株出现日前 2

天，或植株进入现蕾期开始调查中心病株，每 3 天调查一次，见中心病株后即转入病

情动态调查，每 3 天调查一次，至病情稳定时结束。 

中心病株调查，采用按行踏查方法，踏查面积 667m
2，若气象条件适宜，但未见

中心病株，应扩大调查面积。发现病株后则细查其严重度级别，估计植株密度，记录

计算病株率和病情指数。 

病情动态调查，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方法，每块田定 10 点，其中至少 1 点有发

病株，隔行调查，每点 10 株，调查发病株数和病情严重度级别，计算病株率和病情

指数。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越冬代白背飞虱带毒率检测模式报表 3 月底 1 次/年 

灯诱白背飞虱带毒率检测模式报表 

5 月 5 日、6 月

5 日、7 月 5 日、

8 月 5 日 

4 次/年 

省级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生防治信息周报表 5—9 月 1 次/周 

部级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发生防治信息周报表 5—9 月 1 次/周 



— 19 — 

2 大田普查 

中心病株出现后，立即进行普查；以后若气象条件适宜，则每 7 天普查一次，至

少连续调查 3 次。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品种、不同田块类型选择调查田，每种类型田

调查田块不少于 5 块。 

调查方法，未见中心病株田块按行踏查，见中心病株田块平行跳跃式调查。田块

面积不足 667m
2 则全田实查，田块面积在 667m

2 以上，则 10 点取样（取样方法同病

情动态调查），每点查 10 株，调查病株数，计算各田块病株数、病田率和平均病株率。 

3 信息报送 

通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报送马铃薯晚疫病监测信息，报

送任务见表 15。 

表 15  马铃薯晚疫病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南方产区马铃薯晚疫病发生趋势预测表 4 月上旬 1次/年 

北方产区马铃薯晚疫病发生趋势预测表 7 月下旬 1次/年 

省级 马铃薯晚疫病发生防治信息周报表 8—9 月 1次/周 

部级 马铃薯晚疫病发生防治信息周报表 8—9 月 1次/周 

 

柑橘黄龙病 
1 系统监测调查 

监测点设置。柑橘黄龙病发生县，在上一年发生严重、较重、较轻的大面积连片

种植的桔、橙、柚、柠檬等寄主作物种植区选择 3—5 个果园。柑橘黄龙病未发生县，

在风险区域选择 2—5 个果园。以上每个果园作为全国农业植物疫情监测点进行编号

管理。 

监测时期。根据当地柑橘黄龙病发生规律开展监测。柑橘黄龙病调查：春季抽梢

至果实转色期每月调查 2 次，其他时期每个月调查 1 次；柑橘木虱调查：在春、夏、

秋梢等柑橘木虱发生高峰时期，每 7 天调查 1 次，其他时期每 15 天调查 1 次。 

监测方法。包括柑橘黄龙病发生情况监测和柑橘木虱发生情况监测。柑橘黄龙病

监测方法：每个果园进行踏查，查看有无典型症状。以斑驳状非对称黄化叶和红鼻子

果症状作为鉴定主要依据，均匀黄化叶和黄梢作为鉴定的辅助依据。必要时，采集可

疑样本通过 PCR 检测鉴定。柑橘木虱监测方法：每个果园按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选

择 5 株，每株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调查 2 个新梢。采用肉眼观察，根据柑橘木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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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若）虫的形态特征进行鉴定，若现场难以确认则采集样本带回实验室进一步鉴

定。 

2 重点监测调查 

调查区域。柑橘黄龙病发生县及传入高风险县。发生县重点监测有代表性地块和

边缘区，未发生县重点监测毗邻发生县的区域，及其他高风险区域（如柑橘苗圃、寄

主植物集中种植区、来自疫情发生区的寄主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其他限定物的集散地周

边果园等）。监测调查作物包括柑橘、柚子等芸香科果树。每次调查面积占寄主作物

种植面积的 50%以上。 

调查时期。发生县每月调查 1 次；未发生县在春、夏、秋梢期（特别是秋梢期），

及果实转色期进行 2—4 次调查。 

调查方法。对辖区内有代表性的果园及其他可疑地区果园进行踏查，查看有无典

型症状。以斑驳状非对称黄化叶和红鼻子果症状作为鉴定主要依据，以均匀黄化叶和

黄梢作为鉴定的辅助依据。必要时，采集可疑样本通过 PCR 检测鉴定。 

3 信息报送 

通过“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报送柑橘黄龙病（柑橘木虱）监测信息，

报送任务见表 16。 

表 16  柑橘黄龙病（柑橘木虱）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苹果蠹蛾 
1 系统监测调查 

监测点设置。苹果蠹蛾发生县，在上一年发生严重、较重、较轻的大面积连片种

植的苹果、杏、山楂等寄主作物种植区选择 3—5 个果园。苹果蠹蛾未发生县，在风

险区域选择 2—5个果园。以上每个果园作为全国农业植物疫情监测点进行编号管理。 

监测时期。成虫：根据当地苹果蠹蛾发生规律开展监测，一般每年 4 月至 10 月，

即当日均气温连续 5 天达到 10℃（越冬幼虫化蛹的起始温度）以上时开始安放诱捕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柑橘黄龙病调查记录表 春、夏、秋梢期及果实转色期 1—3 次/年 

柑橘黄龙病定点监测记录表 春、夏、秋梢期及果实转色期 18-20 次/年 

柑橘木虱定点监测调查记录表 春、夏、秋梢期 2—4 次/月 

省级 柑橘黄龙病发生防治信息月报 春、夏、秋梢期 1 次/月 

部级 柑橘黄龙病发生防治信息月报 春、夏、秋梢期 1 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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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秋季日均气温连续 5 天在 10℃以下时，停止当年的监测。监测时期内，每 7 天调查

1 次，发生高峰期每 3 天调查 1 次。幼虫：一般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第一代幼虫）、

8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第二代幼虫）分别进行一次调查，世代发育不整齐的可增加 1

次调查。 

监测方法。成虫：选用苹果蠹蛾专用性信息素诱芯和诱捕器进行监测，每一个监

测点设置一组诱捕器，每组由 5 个独立的诱捕器构成，诱捕器间距 30m 以上，诱捕器

安放的高度保持在距地面 1.5m 以上。诱捕器附近安放醒目标志以便调查并防止受到

无意损坏。诱芯每月更换 1 次，粘虫胶板每 1—2 周更换 1 次，更换下的废旧诱芯和

胶板集中销毁。幼虫：苹果蠹蛾发生县选择 2—3 个代表性果园，苹果蠹蛾未发生县

选择 1 个有代表性果园。每个果园取 10 个样点，每个样点调查 50 个果实，对发现的

虫果进行剖果检查，确认是否为苹果蠹蛾幼虫。如调查区域为果树分散种植区，可再

随机选取 10 个样点，调查方法同上。 

2 重点监测调查 

调查区域。苹果蠹蛾发生县及传入高风险县。发生县重点监测有代表性的果园和

边缘区，未发生县重点监测毗邻发生县的区域，及其他高风险区（如果汁加工厂内及

周边果园、大中型水果交易市场或集散地周边果园，以及机场、铁路、道路两侧的果

园）。监测调查作物以苹果为主，兼顾杏、山楂等其他果树。每次调查面积占寄主作

物种植面积的 50%以上。 

调查时期。发生县，成虫监测期为 4 月至 10 月，每月调查 2 次；幼虫调查每年

进行 2—3 次。未发生县，成虫监测期为 4 月至 10 月，每月调查 1 次；幼虫调查每年

进行 2—3 次。 

调查方法。果园巡查，结合苹果蠹蛾成虫监测和幼虫调查，查看诱捕器是否诱集

到成虫，寄主植物有无典型为害症状，必要时，采集可疑样本室内鉴定。监测调查方

法同系统监测调查。 

3 信息报送 

通过“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报送苹果蠹蛾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见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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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苹果蠹蛾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苹果蠹蛾调查记录表 5—9 月 6—7 次/年 

苹果蠹蛾成虫监测调查表 4—10 月 1 次/周 

苹果蠹蛾蛀果情况调查表 5—6 月，8 月中、下旬 2—3 次/年  

省级 苹果蠹蛾发生防治信息月报 4—10 月 1 次/月 

部级 苹果蠹蛾发生防治信息月报 4—10 月 1 次/月 

 

马铃薯甲虫 
1 系统监测调查 

监测点设置。马铃薯甲虫发生县，在上一年发生严重、较重、较轻的大面积连片

种植的马铃薯、番茄、茄子等寄主作物种植区，选择 3—5 块田。马铃薯甲虫未发生

县，在风险区域选择 2—5 块田。以上每个田块作为全国农业植物疫情监测点进行编

号管理。 

监测时期。马铃薯等寄主作物全生育期每 1—2 周调查 1 次。 

监测方法。根据监测点田块面积，确定调查样点数，种植区面积在 4 hm
2 以下取

10 个调查样点，每个点调查 10 株；4 hm
2 以上取 20 个调查样点，每个点调查 5 株，

采取对角线式或棋盘式取样法。目测观察选定植株的所有叶片的正反面，统计每株植

株上成虫、幼虫和卵块数量。新发疫情点可增加筛土检查，具体方法为：每个调查点

采挖 0.5m
2，取 20 cm 深表土，用筛子除去泥土，统计蛹和成虫数量。 

2 重点监测调查 

调查区域。马铃薯甲虫发生县及传入高风险县。发生县重点监测有代表性地块和

边缘区，未发生县重点监测毗邻发生县的区域，及其他高风险区域（如曾发生过疫情

且已根除的区域、交通沿线、马铃薯甲虫寄主植物分布区、来自疫情发生区的寄主植

物及其产品，以及其他限定物的集散地等）。监测调查作物以马铃薯为主，兼顾番茄、

茄子，以及野生天仙子、刺萼龙葵等其他寄主。每次调查面积占寄主作物种植面积的

50%以上。 

调查时期。在马铃薯等寄主植物生长期，发生县每月调查 1 次。未发生县全年踏

查 2—3 次。 

调查方法。对辖区内有代表性的田块及其他可疑地区田块进行踏查，查看叶片正

反面有无卵块、幼虫及成虫。必要时，采集可疑样本室内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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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报送 

通过“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报送马铃薯甲虫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见表

18。 

表 18  马铃薯甲虫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马铃薯甲虫调查记录表 5—9 月 2—5 次/年 

马铃薯甲虫定点监测记录表 5—9 月 2—4 次/月 

省级 马铃薯甲虫发生防治信息月报 5—9 月 1 次/月 

部级 马铃薯甲虫发生防治信息月报 5—9 月 1 次/月 

 

梨火疫病 
1 系统监测调查 

监测点设置。梨火疫病发生县，在上一年发生严重、较重、较轻的大面积连片种

植的梨、苹果、杜梨等寄主作物种植区选择 3—5 个果园。梨火疫病未发生县，在风

险区域选择 2—5个果园。以上每个果园作为全国农业植物疫情监测点进行编号管理。 

监测时期。寄主作物开花期、秋梢期，每 7 天调查一次。 

监测方法。每个果园采用 5 点取样法，每个点随机调查 10 株，查看有无花腐、

枝腐和僵果等典型症状，统计病株率。必要时，采集可疑样本室内鉴定。 

2 重点监测调查 

调查区域。梨火疫病发生县及传入高风险县。发生县重点监测有代表性地块和边

缘区，未发生县重点监测毗邻发生县的区域，及其他高风险区域（如苗圃和采穗圃、

交通沿线、梨火疫病菌和亚洲梨火疫病菌寄主植物分布区、来自疫情发生区的寄主植

物及其产品以及其他限定物的集散地等）。监测调查作物包括梨、苹果、杜梨等蔷薇

科果树等。每次调查面积占寄主作物种植面积的 50%以上。 

调查时期。发生县在果树开花期到果实膨大中期（一般为 4 月至 7 月），尤其是

雨后或浇水后，每 15 天调查一次；秋花、秋果或秋梢期（一般为 9 月）调查 1 次。

未发生县全年踏查 2 次。 

调查方法。对辖区内有代表性的果园及其他可疑地区果园进行踏查，查看有无典

型症状。必要时，采集可疑样本室内鉴定。 

3 信息报送 

通过“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报送梨火疫病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见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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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梨火疫病监测信息报送任务表 

级别 报表名称 报送时间 报送频次 

县级 
梨火疫病调查记录表 开花期至果实膨大中期 2—3 次/年 

梨火疫病定点监测记录表 开花期、秋梢期 1 次/周 

省级 梨火疫病发生防治信息月报 开花期至果实膨大中期 2—3 次/年 

部级 梨火疫病发生防治信息月报 开花期至果实膨大中期 2—3 次/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