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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农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源和市场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不断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要求也逐步提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具体体现。
为此，2006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自2006年11
月1日起施行。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全面提升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护人们身体健康
，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内外贸易。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06年9月22日，借山东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山东省植保总站、山东省农
科院植保所、山东省农药检定所、山东植物病理学会、山东农业昆虫学会、山东植物保护学会在泰安
联合召开了“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讨会”。
会议期间。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食品安全局林伟博士、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叶纪明副所长、山东省农业
厅刘同理副巡视员等分别就日本“肯定列表”等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国内外农药发展趋势与农产品质
量安全生产、现代化农业建设构架与政策作了专题报告；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院王金信副院长、莱阳
农学院植保学院李保华教授、山东省农科院植保所杨崇良研究员、济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永兰副局
长、山东省植保总站任宝珍副站长等分别就农田杂草化学防除研究进展、梨黑星病流行规律与预测预
报、小麦病虫害研究进展、关于输日蔬菜农残问题思考和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新理念等方面进行
了学术交流：参加会议的有关学会会员、植保工作人员、出口农产品生产企业人员、农药生产和经营
行业人员都分别提交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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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类、　　同型巴蜗牛发生原因及防治对策　　徐洪明邵霞李维江周红霞王洪军　　（山东省
东阿县植保站，东阿252200）　　摘要：2003～2005年8月，东阿县部分乡镇玉米田和大豆田同型巴蜗
牛严重发生，发生面积0.3万hm2，一般玉米田平均有蜗牛6.7头，株，最高27头，大豆田平均31.5头/m2
，最高75头。
由于该有害生物历年很少发生，群众不了解其发生规律和特点，导致防治不及时，不同程度地造成了
损失。
本文以近3年对不同地块系统观察和普查资料，分析了其生活规律和发生原因，提出了综合防治对策
。
　　关键词：同型巴蜗牛；生活习性；发生原因；防治对策　　同型巴蜗牛属软体动物，自2003年起
，连续3年在部分乡镇暴发成灾，已成为该县农业生产的主要有害生物，特别是2005年发生面积达
到0.3万hm2，以幼螺和成螺舐食玉米和大豆叶片，同时，影响开花授粉，降低结实率，不同程度地影
响作物产量；另外，由于群众不能科学防治，导致防治效果差，增加了防治成本。
笔者从2003年开始。
在发生最重的铜城办事处兴屯村、耿庄村对该有害生物进行了系统观察，并定期对不同地块进行普查
和跟踪观察，基本摸清了同型巴蜗牛在东阿县的发生规律和为害特点，为科学防治提供了依据。
　　1　生活习性　　1.1　生活规律　　同型巴蜗牛每年在东阿县发生1代，5～6月为交配产卵期，每
个成螺可产卵30粒以上，6-7月为孵化幼螺期，8-9月为成螺发生盛期，也是为害最重的时期，螺层周
缘或合缝处有一条暗褐色带是区别于其他蜗牛的典型特征。
该有害生物多生于草丛、秸秆、土缝、作物根系土块等阴暗、潮湿、多腐殖质的地方，在疏松的土层
中可随温度变化上下活动，喜温暖潮湿天气。
常在多雨季节形成为害高峰，干旱情况下，白天潜伏，夜间活动，一般下午6点后活动为害。
夜间达到取食高峰，早晨5点后陆续入土或隐蔽。
　　1.2　为害症状　　同型巴蜗牛大田寄主为玉米和大豆，很少为害棉花，主要取食作物的幼苗、叶
片或其他的幼嫩器官，形成较大的缺刻、孔洞，或舐食叶片成透明薄片状，初孵幼螺只取食叶肉，残
留表皮：个体稍大后用齿舌舐食玉米下部叶片成条状，舐食大豆叶片成缺刻或孔洞形成网状，同时分
泌黏液污染叶片，影响光合作用，下部叶片受害程度重于上部叶片；进入8月份后大龄成螺舐食玉米
雌穗花丝和大豆花序，影响授粉，不同程度地影响产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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