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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奖】十大科研进展——高希武：麦蚜精准化控关键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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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为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展示学院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展，进一步提升

学院科研团队产出重大科研成果的积极性，推动学院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学院

自2021年起开展年度十大科研进展 “致远奖”评选活动，经各课题组自主申报和学院学术委员

会集中评审，评出2021年度十大科研进展“致远奖”十项，为展示宣传获奖成果，发挥“致远

奖”的示范作用，营造创新文化氛围，现将十大科研进展逐一介绍。

首页> 新闻> 新闻动态

首　页 学院介绍 机构设置 师资力量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合作交流 党建工作 学生事务

http://cpp.cau.edu.cn/
http://cpp.cau.edu.cn/col/col23668/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1988/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1985/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2049/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1979/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4067/index.html
javascript:doZoom(16)
javascript:doZoom(14)
javascript:doZoom(12)
http://cpp.cau.edu.cn/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1979/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1979/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
http://cpp.cau.edu.cn/col/col21978/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4059/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1988/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2047/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1986/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4529/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col/col23668/index.html


http://cpp.cau.edu.cn/picture/0/74b02aa3d7554cdeb069bdcf7cf9ca30.png


   昆虫生理毒理团队针对国家一类害虫-小麦蚜虫，依据靶标生物-剂量反应的特性，从农药品

种、施药剂量、抗药性机制及治理、用药时期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的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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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生态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了麦蚜精准化控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麦蚜防控的技术水平。

化学防治是农作物有害生物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农药的大量连续使用，有害生物抗药

性的增加、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农作物药害、农药残留超标以及不合理使用导致的食品安全等引

起公众的强烈关注。我国小麦蚜虫一直以化学防治为主，常年造成小麦产量损失5%-12%，严重时

可达到15%-20%。麦蚜分布范围广，在我国麦区均有几个麦蚜种发生。各麦区发生的优势种不

同，其中麦长管蚜和禾谷缢管蚜在小麦生长后期混合发生，危害逐年加重，是国内大多数麦区的

优势种。麦蚜防治中杀虫药剂品种的盲目选用、剂量掌握不准确、施药时期不合适、抗药性机理

不清楚等是其化学防治中的瓶颈问题。

项目组针对小麦蚜虫化学防治中存在上述瓶颈问题，依据靶标生物-剂量反应的特性，优选

适合的农药品种、确定最佳施药剂量、阐明抗药性机理、探明合适的用药时期等方面展开了系统

的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通过诊断试剂盒选药和剂量调控、抗药性风险评价、标准制定等关键技

术模块组建了麦蚜的精准化控关键技术体系。抗性监测结果表明，预防性抗药性治理在全国主要

小麦产区实施后，麦蚜对吡虫啉、抗蚜威等药剂的抗性均得到了明显缓解。取得了显著生态经济

效益，显著提升了麦蚜精准化控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麦蚜防控的技术水平。

高希武教授团队经过对麦蚜防控技术的近20年的研究，在麦蚜化学防治剂量调控和抗药性机

制与治理策略在理论和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次揭示了杀虫药剂导致麦长管蚜和禾谷缢

管蚜作为优势种生态竞争的机制；解析了两种麦蚜体内的RpAce1和SaAce1基因分别编码的两种麦

蚜的AChE1是其主要的乙酰胆碱酯酶，是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主要分子靶标，在生物

学和毒理学功能中发挥关键作用；发明了玻璃管药膜法监测麦蚜抗药性技术，首次制定了两种麦

蚜的敏感度基线，对其进行了12年的抗性监测，系统阐明了麦蚜抗药性的形成过程；依据麦蚜发

生的生物学特点、对药剂敏感度的时空变异以及抗药性机制等特性，构建了小麦种子处理到旗叶

穗部喷雾的全生育期麦蚜的精准化控关键技术体系。

   高希武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害虫化学防治技术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在蚜虫类、草地贪

夜蛾、小菜蛾、棉铃虫、家蝇等害虫化学防治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多次获教

育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与国家主管部门合作，在害虫抗药性监测、风险评

价等方面制定了系列标准和体系建设。该团队要感谢多年来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支持以及学校、院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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