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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博院士在蝗虫治理研究与实践中的贡献

———纪念李光博院士诞辰１００周年

曹雅忠，　李克斌，　倪汉祥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要　本文回顾了李光博院士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对中国蝗虫治理研究与实践中的重要工作，包括蝗区发生情况的

实地调查、蝗虫识别、防治飞蝗和土蝗技术的研究与推广示范等。李光博院士总结并探讨了毒饵治理飞蝗的经验和

问题，研究提出了“利用青鲜毒饵防治土蝗”的新技术，并提出了新的治蝗方针，对于控制蝗虫灾害和保障我国粮食

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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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区，经常形成大范围的蝗灾［１］。

我国历史上早在２６００多年以前就有蝗灾的记载，

在这些年代中，每二、三年约有一次地区性的大发

生，间隔５～７年就有一次更大范围的暴发成灾。所

以，自古以来，水灾、旱灾、蝗灾就成为我国历史上威

胁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最严重的“三大自然灾

害”。如五行志记载，“唐贞元年（公元７８５年）夏蝗，

东至海，西至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

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几

乎连年发生蝗灾，直至建国前后，蝗虫的猖獗为害仍

然频繁发生［２］。因此，李光博先生在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３

年先后协助曹骥和邱式邦研究员从事治蝗研究，

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６年又主持土蝗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

研究，并积极投身于灭蝗救灾的前线，在中国蝗虫研

究和防治实践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　深入蝗区掌握虫情及发生规律

李光博院士在１９５０年与曹骥和贾佩华先生一起

深入津海（现为天津市东郊）、运河东岸（山东德县与

河北恩县、夏津、吴桥的交界地区）、卫河（当时为“平

原省”汤阴县，该省现已经撤销归属河南）３个蝗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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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蝗虫（主要是飞蝗）的发生和防治工作情况，总结了

不同蝗区发生的蝗虫种类、群众灭蝗方法、防治工作

的障碍等，同时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和相应建

议［３］。１９５１年李光博又与贾佩华一道赴静海县（位于

天津西南部，现为天津市静海区）的蝗区，调查当地蝗

虫发生为害情况及毒饵防治示范工作；通过深入蝗区

的调查研究，明确了静海县等地蝗虫发生的适宜环境

条件（地势低洼、气候干燥、人烟稀少、盐碱土壤、不宜

种植农作物、遍生芦苇等的草洼地，特别是淹水后又

脱水干燥的低洼地，飞蝗嗜好来此区域大量产卵，故

成为蝗虫的滋生地）及发生为害规律［４］。为研究有效

防治蝗虫的技术和遏制蝗虫猖獗发生奠定了基础。

２　提出了蝗虫种类的识别特征

为了便于农民更好地认识蝗虫和准确测报与防

治蝗虫，李光博先生协助邱式邦院士研究了蝗区常见

蝗虫卵的形态特征和主要种类的识别特征，提出了

“怎样认识飞蝗和它的龄期”“几种主要蝗虫的识别方

法”；并将蝗区常见的各类蝗虫详细绘制成画，化繁为

简、化难为易，教会不识字的农民通过图画快速准确

地辨别当地不同种类蝗虫的卵、蝗蝻和成虫［５６］。在

此基础上，教会华北蝗区治蝗技术人员和广大农民掌

握查卵、查蝻和查成虫的“三查”测报技术，协助山东

惠民专区建立了千人蝗情侦查队伍，强调有计划、有

组织地防治蝗灾；并在河北、天津和河南等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组建调查蝗虫的基层组织，成立了各级

治蝗机构，推行责任制，同时建立和完善不同蝗区进行

“三查”的蝗情侦查和预测预报制度，逐步构成了较为完

整的虫情预报网，在全国蝗区推广应用。１９５３年推广

蝗虫“三查”技术后，治蝗工作迅速由被动变主动，治蝗

效率大大提高；全国投入治蝗的劳动量比１９５１年减少

了８０％，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力，成效显著
［１，７］。

３　示范和完善防治飞蝗的措施

对于泛滥成灾的蝗虫，邱式邦经过调查研究和多

次室内外试验，于１９４７年最早采用六六六“毒饵治

蝗”，并在皖北滁县获得成功；之后又与郭守桂开展了

六六六等治蝗新药粉剂喷施技术的科学试验，发现蝗

虫死亡率达９０％以上
［８９］。为了提高药剂治蝗效果，

李光博于１９５１年６月赴静海县对“毒饵治蝗”措施进

行田间试验和示范防治，通过比较不同饵料配方和不

同撒饵时间对效果的影响，证明了“用六六六毒饵治蝗

确有速效”，明确了防治效果最佳的撒饵时间（清晨到上

午１０时２０分）。进而将毒饵配制过程和田间撒施毒饵

的设备操作演示给当地农民，教会农民制作毒饵和撒

施毒饵的技术要点，并指导大面积防治应用；毒饵示范

不仅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可，而且提高了群众治蝗的

信心和效率，毒饵治蝗初见成效［４］；对此，李光博及时总

结和探讨了毒饵治蝗经验和存在的问题［１０］。

１９５２年在河北、山东、平原等蝗区开展了“毒饵

治蝗”大面积的示范推广，其规模之大，效果之显著，

在我国治蝗历史上尚属首创；在遏制当时蝗虫猖獗

为害的同时，使广大蝗区的很多群众掌握了“毒饵治

蝗”技术，而且节省六六六８５万ｋｇ
［１１］。针对各地防

治实施情况不同，以及沿海蝗区地下水含盐分高的

实际情况，李光博提出了在毒饵施用技术上存在“六

六六麦麸毒饵残余毒力问题”和“盐水配制毒饵对蝗

虫嗜好性的影响问题”需要研究和改进提高的意

见［１２］。基于前期的毒饵治蝗的成效和经验，１９５３年

毒饵示范面积由１９５２年三省扩大到河北、山东、江

苏、安徽和河南五省，在毒饵治蝗技术上和推行方法

上也进行了不断充实改进和完善提高；在极短时期

内毒饵治蝗已成为主要的治蝗方法［１３］。在大量减

少六六六药剂进口的同时，也极大改变了我国历史

上依靠“人工扑打治蝗”的落后局面。

４　创新“青鲜毒饵防治土蝗”技术

土蝗在华北沿海和平原地区夏季为害玉米、高

粱、谷子和大豆等农作物的幼苗，秋季为害冬小麦麦

苗非常严重。李光博率领课题组人员深入山东等地

开展调查研究，摸清了华北地区土蝗的种类以及优

势为害种类的生物学习性和发生为害规律，并提出

了６月中、下旬至７月上旬为防治多种土蝗的有利

时期。通过掌握防治适期，不仅有效控制土蝗为害

夏季作物幼苗，而且还充分压低了为害秋季麦苗的

土蝗密度［１４］。在探索防治土蝗措施的试验中发现

毒饵对多种土蝗具有较好效果，但因缺少麦麸，扩大

保苗面积受到限制；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光博

团队 开 展 了 苣 荬 菜 （俗 称 曲 曲 菜）犛狅狀犮犺狌狊

狑犻犵犺狋犻犪狀狌狊等杂草野菜和刚收割的玉米等作物秸

秆作为替代麦麸饵料的研究，通过罩笼和田间反复

试验，青鲜饵料防治土蝗的方法获得成功，由此提出

了“利用青鲜毒饵防治土蝗”保护麦苗的配套技术和

使用方法；该项技术经大面积推广实施取得了保护

麦苗和节约麦麸的理想双重效果［１５］。

５　提出“根治蝗害”新的治蝗方针

李光博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长期深入

我国不同蝗区考察调研，明确了飞蝗和一些土蝗的
（下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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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地主要是滨湖和沿海大面积的荒地；还有内涝

蝗区的局部荒地，即临时受到洪涝灾害影响的涝灾

荒地，以及不能精耕细作的沿河洼地或靠近路边、地

界、坟地、堤坡和土埝等特殊环境的农田。因此，他

指出：“达到根治飞蝗的目的，必须兴修水利，改进耕

作制度，消灭一切适宜蝗虫发生的基础”。并强调，

要改造蝗区的这些特殊环境，使其不利于蝗虫发生

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

事”。虽然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通过认真贯彻“防

重于治”和“打早、打小、打了”的治蝗精神，并大力推

广药械治蝗、飞机治蝗等措施，特别是努力改造蝗虫

滋生环境，将蝗区改造成农田，取得显著成效［１６］。

但只要蝗虫发生环境依然存在，蝗虫仍有发生的可

能。１９７３年他在总结“改治并举，根除蝗害”治蝗方

针指导下的治蝗经验基础上，建议农林部召开了“文

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治蝗座谈会，并建议将

我国治蝗方针修订为“依靠群众，勤俭治蝗，改治并

举，根治蝗害”，经治蝗座谈会全体与会代表讨论通

过。１９７４年被我国正式确立为治蝗方针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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