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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蚜虫和蓟马信息化监测预报技术规程》

编写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苜蓿地昆虫资源十分丰富，调查发现昆虫种类有 6 目 25 科

110 余种，苜蓿害虫监测预报应依据不同害虫的为害特征和生物

学习性，采用相应的技术方法，才能科学准确掌握害虫发生现

状和发生区域，为精准开展害虫防控工作提供支撑。我国对苜

蓿害虫研究历史相对较短，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缺乏苜蓿主要

害虫信息化监测方法。

苜蓿蚜虫和蓟马是苜蓿田危害最严重的害虫，苜蓿蚜虫在

全区苜蓿种植基地普遍发生，造成产量损失约 20%，排泄的蜜露

易使苜蓿茎叶霉变，草产品质量下降 1-2 个等级，危害严重还

会使苜蓿草失去商品价值。蓟马由于其属微体昆虫，危害隐蔽，

田间难以发现，而整个生育期持续危害，主要危害苜蓿嫩芽、

嫩叶及花芽，使受害植株矮小和生长不良，落花落荚，轻者造

成 5%的产量损失，重者毁产，每年的发生面积达 100%，严重影

响苜蓿干草品质和种子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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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自“十一五”始，通过

承担多项国家和自治区的项目研究工作，系统开展了苜蓿主要

害虫的发生种类、分布区域、田间动态、防治指标、预测预报

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明确了各地区的害虫优势种类和发生动

态，建立了苜蓿病虫害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技术。在此基础上，

借鉴了国外的先进调查技术方法，通过实践应用不断改进和完

善，建立了科学可行的苜蓿害虫调查技术方法，应用该技术方

法，开展了一系列的苜蓿昆虫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

果，发表论文 36 篇，取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表明该

技术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可，

在实际应用中已经被国内相关研究工作者和测报人员广泛使

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GPS，手机 APP、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已

广泛应用于农林害虫监测和预警，本项目组通过宁夏重点研发

项 目 “农 业 生 物 灾 害监 测 预 警 关 键 技 术 研 究与 应 用

（2017BY080）”的实施，已经建成了宁夏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

警中心，组建了基于物联网的信息化大数据，并对预测预报模

型进行了优化升级，能够自动生成害虫发生动态图和发生量预

测图，结合新的防治技术，能够及时进行推荐防治建议。因此，

基于信息化的苜蓿主要害虫监测预报技术应用性已较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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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标准进行修订，以提升苜蓿主要害虫区域化监测预报

和苜蓿害虫精准防治技术水平，保障苜蓿草产品质量，为奶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协助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银川海关技术中心。

3.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制定编写组

2022 年 9 月申请立项后，申请人朱猛蒙副研究员召集了协

助单位相关研究人员，通过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了由宁夏农林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和银川海关技

术中心组成的标准制定编写组，明确分工，由宁夏农林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和银川海关技术中心负责调查技术的试验和矫

正、文件起草以及意见汇总工作，中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负责

技术指导和文件校对等工作。

（2） 确定重点，开始起草文件

2022年9月份至2023年8月份，以现行标准编写格式要求、

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法律法规为准则；以宁夏农林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自“十五”以来在该领域科研项目的研究成

果为基础，结合查阅国内外苜蓿发生种类调查技术的相关文献

资料，开始起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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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及意见汇总

后补充。

（4）文件审定阶段

后补充。

4.起草组组成成员及其所做的主要工作

朱猛蒙：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负

责文件的各项技术总结和起草工作；

赵紫华：中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副教授，承担参与相关

试验调查工作；

陈林：银川海关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副主任，承担文件前

期试验工作；

张蓉：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负责文

件技术指导工作；

黄文广：宁夏草原工作站，高级畜牧师，承担文件相关技

术试验验证及应用工作；

孙伟：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负

责信息化监测后台运行和维护；

张宇：宁夏畜牧工作站，高级畜牧师，参与文件相关技术

试验验证及应用工作；

魏淑花：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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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苜蓿田间害虫调查取样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编写格式

本文件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2.制定依据

（1）调查对象

依托近 2001-2021 年标准起草单位承担的牧草病虫害相关

项目，从 2001 年开始，每年 4 月至 9 月每隔 7 天进行一次多地

苜蓿害虫系统监测，每年进行 2～3 次的大范围普查和标本采集

工作，鉴定出苜蓿害虫 8 目 31 科 57 种，结合田间系统监测和

危害调查，确定了宁夏苜蓿主要害虫为 7 个优势种类。

（2）调查时间

根据系统监测结果，掌握了苜蓿主要害虫的发生规律，分

析了田间发生动态，确定了调查时间。

（3）调查技术

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从 2001 年开始，先后承担了自治区重大

科技攻关课题“苜蓿病虫害预测预报及防治技术研究”（2001～

2005）、自治区科技攻关计划国际合作项目“牧草病虫害预测预

报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2006～2009）以及国家牧草产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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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综合试验站和宁夏重点研发项目“农业生物灾害监测预警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017BY080）”的实施的顺利项目。通过

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建成了宁夏农业有害生

物监测预警中心，组建了基于物联网的信息化大数据，并对预

测预报模型进行了优化升级，能够自动生成害虫发生动态图和

发生量预测图，结合新的防治技术，能够及时进行推荐防治建

议。

三、试验验证

本文件规范了面结合遥感检测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现代化信息技术，补充和完善田间调

查技术和害虫预测模型，开展苜蓿蚜虫和蓟马区域化、信息化

监测预报，实现苜蓿蚜虫和蓟马的准确评估和精准预报。修订

后的标准拟采用诱虫板和高清摄像头进行苜蓿蚜虫和蓟马的物

联网远程监测、智能识别和自动统计等多项监测新技术；以 R

语言为空间建模语言，基于预测模型，以害虫种群动态、环境

因子智能监测数据作为输入参数，基于监测预警信息化平台进

行空间建模、风险评估和预测分析。能够高效自动生成发生分

布和发生量预测，并自动报文。可有效构建自动化、智能化有

害生物管理平台，提升苜蓿蚜虫和蓟马虫情测报的科学性和精

准度，为苜蓿害虫防控以及草产业高产、优质、高效生产技术



- 7 -

提供重要的依据。

四、知识产权说明

标准中的苜蓿蚜虫和蓟马信息化监测预警技术是通过系统

调查研究，尚无登记的技术发明专利和颁布的标准，起草单位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

五、采标情况

国内外尚无相关标准。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暂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文件是技术文件，与保护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无

关，不具有强制执行的功能，因此建议将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地

方标准发布和实施。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