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东非到南亚，蝗虫正“吞噬”大地
3600 亿只入侵肯、埃、索三国 4000 亿只肆虐印度拉贾斯坦邦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

织）2 月 11 日发出全球预警： 非洲之

角的沙漠蝗虫数量一年半内暴增

6400 万倍 ，如果不加以控制 ，蝗灾将

导致 1900 万人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

去年 12 月以来， 非洲肯尼亚发

生 70 年来最严重蝗灾， 埃塞俄比亚

和索马里也发生 25 年来最严重蝗灾。

据估计， 这三国的沙漠蝗虫数量已达

3600 亿只 ， 三国随即宣布进入国家

紧急状态。

今年 1 月以来， 沙漠蝗虫还由非

洲之角向东 ， 沿红海两岸 ， 侵入沙

特、 苏丹、 也门、 阿曼、 伊朗等国。

之后， 沙漠蝗虫又跃过巴基斯坦国境

线， 使巴基斯坦遭受 1993 年以来最

严重蝗灾， 并于 1 月 31 日进入国家

紧急状态。 2 月， 4000 亿只蝗虫侵袭

印度 ， 37 万公顷农田遭殃 ， 造成上

百亿卢比经济损失。

进入 2 月以来， 一些非洲蝗虫群

已开始产卵孵化 ， 将在 4 月形成新

的蝗群 。 粮农组织警告说 ， 如果到

今年 6 月旱季前蝗灾仍得不到控制，

蝗虫数量可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

加500 倍。

两次热带风暴诱发
蝗虫数量激增 8000 倍

铺天盖地的蝗灾到底有多恐怖？

一片黑压压的沙漠蝗虫云多则由 1 亿

只蝗虫组成，绵延数百千米。这些蝗虫

可以日行 200 千米， 每天吃掉相当于

自己体重的绿色植物， 它们无情地迁

徙、进食和繁殖，危害着地球上十分之

一人口的生计， 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

迁徙类害虫。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沙漠蝗虫

通常生活在西非与印度之间的 30 多

个国家的干旱地区。 根据蝗虫的集聚

数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蝗灾过程分

为 4 个阶段：“衰退期”，是指蝗虫低密

度的存在；“数量激增”，代表蝗虫通过

繁殖而出现暴发； 如果蝗虫在超过 1

年的时间里大范围且大量滋生， 则可

以称为“灾难”； “灾难”结束之后则属

于“数量下降”阶段。

近日的蝗灾仍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定在“数量激增”阶段，如果情况在一

年或更长时间都无法控制， 就会升级

为更严重的“灾难”。

据《国家地理》杂志报道，此次蝗

灾可以追溯至 2018 年 5 月。 当时，热

带风暴“梅库纳”席卷阿拉伯半岛南部

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带， 雨水将沙丘间

的低洼处填充成一个个暂时的 “湖

泊”。由于降雨能增加沙漠蝗虫的孵化

率， 第一波蝗虫繁殖的热潮在这里进

行。 第一代沙漠蝗虫在此生活 3 个月

后，成虫产卵，这些幼卵在适当条件下

可以繁殖出新一代的蝗虫， 数量是上

一代的 20 倍。

2018 年 10 月 ， 热带风暴 “鲁

班” 再次给该地区带来降雨。 也就是

说 ， 2018 年两个热带风暴共使得 3

代蝗虫在 9 个月内成功繁殖， 这使得

阿拉伯沙漠上的蝗虫数量增加了

8000 倍。

这些蝗虫随后开始迁徙 。 2019

年夏天， 蝗虫飞越红海和亚丁湾， 进

入到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 。 去年秋

季， 东非正好迎来了一场罕见的集中

降雨， 加之又有风暴 12 月在索马里

登陆， 这些因素共同触发了蝗虫另一

次大规模的繁殖 ， 并向新的地区进

发。

自第一波蝗虫在去年 12 月抵达

肯尼亚后， 该国经历了 70 年来最严

重的蝗虫灾害。 目前， 受影响的非洲

国家还包括吉布提、 厄立特里亚、 乌干

达、 坦桑尼亚等。 沙漠蝗虫还沿红海侵

入沙特 、 苏丹 、 也门 、 阿曼 、 伊朗等

国， 最后抵达巴基斯坦和印度。

专家称印度粮食可能
减产 30%至 50%

印度与巴基斯坦是这场蝗灾的重灾

区， 当地的蝗灾已经被粮农组织定性为

“危险级别”，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非洲。

为了控制蝗灾， 巴基斯坦和印度采取多

种措施，不仅调动军事力量，甚至还呼吁

民众捕食蝗虫，但收效有限。

据《印度时报》2 月 16 日报道，印度

农业部表示，预计从今年 6 月起，随着季

风的到来，来自伊朗东南部、巴基斯坦西

南部以及非洲之角等地区的大批沙漠蝗

虫将入侵印度，到时将有约 20 万平方公

里的地区面临严峻蝗灾灾情。

另有报道称， 巴基斯坦则遭遇了沙

漠蝗虫与伊朗蝗虫的双重入侵， 规模属

该国 27 年来之最， 全国约 40%的农作

物被破坏和吞噬 。 巴基斯坦于 1 月 31

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并且动用了

数百架飞机喷洒农药和驱赶蝗虫。

分析称， 今年印巴两国将遭遇相较

去年同期更加严重的蝗灾。 为了消灭共

同 “敌人”， 印巴两国就灾情一直保持

着密切沟通， 从去年 6 月至去年 12 月，

两国已举行 5 次会议。 据悉， 目前在印

度拉贾斯坦邦与古吉拉特邦等部分地区

的作物已被蝗虫吞噬。 拉贾斯坦邦财政

部长此前表示， 约有 4000 亿只蝗虫侵

袭了该邦， 导致大量农作物被毁， 并有

向其他邦蔓延之势。 有报道称， 在当地

驻扎的印度军队因粮食被吃光而被迫撤

离。 印度有学者预测， 今年蝗灾可能将

造成印度 30%-50%的粮食减产。

印度国务农业部长乔德哈里在接受

《印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将

采购 60 台配备先进技术的专门喷雾器，

并调动直升机与无人机喷洒杀虫剂，“我

们已经做好充足准备控制灾情。 我们也

一直与内政部、民航与国防部密切联系，

以增强我们在空中应对蝗虫的能力”。他

还表示 ，“如果印度不能有效地控制灾

情，孟加拉国也可能受到影响。 ”

乔德哈里称 ，“印巴官方已经举行

了 5 场相关会议。 我们把灾情控制在了

5 个地区的范围内， 就此联合国粮农组

织对我们表示了赞赏。 ”他还认为，印度

的举措可以对非洲国家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粮农组织赈灾筹款尚
不足计划一半

据报道，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本次蝗

灾级别定为“威胁”，是次高等级的预警

信号。 该组织称，此次蝗灾属 29 年来之

最，希望全球各国高度戒备，防止被入侵

国家出现粮食危机。 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玛利亚·希曼多警告称：“各国必须立即

联合采取行动，蝗虫不会等待，它将铺天

盖地而来并制造毁灭性灾难。 ”

2 月 10 日，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

事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举行的通报会上表示， 本次蝗灾

始于非洲， 然后飞过红海进入欧洲和

亚洲， 目前已经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

度。如在过程中不能受到有效控制，很

可能还会进一步肆虐亚洲。

针对蝗灾灾情 ， 联合国 2 月 10

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 筹措

资金， 帮助非洲之角国家抵御蝗虫入

侵， 避免发生严重蝗灾和人道主义危

机。 洛科克表示， 蝗虫入侵将使大约

1900 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 他

呼吁有关国家、 国际社会和捐助者立

即开始行动，“否则我们很可能面临一

场灾难”。

为应对蝗灾， 粮农组织近期发起

一项总额 7600 万美元的筹款计划，希

望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 帮助非洲之

角国家抵御蝗虫。但到目前为止，只落

实 2000 万美元的筹款，且其中一半资

金来自联合国应急基金。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记者 吴 姝

莫迪经济 2.0

印度总理莫迪在其第二个任期开始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经济方面， 莫迪政
府已经眼睁睁地看着印度 GDP 增长率
降至 11 年来的新低 。 2020 年度预算
被视为莫迪政府让经济回到正轨并恢复
政府信誉的最好机会。 但是， 当财政部
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 （本期封面人物）

在 2 月 1 日发表了今年的预算报告后，

印度舆论却大失所望。

“莫迪经济 2.0? 的目标是让印
度的经济规模在 5 年内达到 5 万亿美
元， 但他采取的是中间路线的渐进式改
革。 《今日印度》 认为， 如果莫迪政府
想要达成目标， 就要制定出更为大胆的
路线图。 渐进主义政策行不通， 因为改
革需要立即进行。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2 月 17 日 星期一8 首席编辑/陆益峰 环球

CEO 们的能力

现在是老板们的黄金时代， 首席执
行官（CEO）拥有巨大权力。 全美 500 强
企业的 500 位 CEO 管理着 2600 万员
工 ， 他们还拿着可观的薪水———全美
500 强 CEO 年薪的中位数是 1300 万
美元。

不过， 他们的工作将变得越来越艰
巨。 要成为 21 世纪 20 年代的 CEO 需
要哪些能力？首先，掌握如何分配无形资
产的能力是必要的；其次，还必须能整理
公司和竞争对手的数据流 ； 最后 ，CEO

们还需明白，公司必须着眼于长期利益。

例如， 任何明智的企业都应直面气候变
化的挑战。

一周封面

人类防治蝗灾手段愈发先进与智能
飞机精确洒药、“以虫治虫”、大数据预警……

沙漠蝗虫属于突发性、 迁飞性和

毁灭性害虫，起源于非洲，是近千年来

引发非洲乃至全球蝗灾的头号害虫。

20 世纪以来 ， 沙漠蝗虫有 5 次大暴

发，波及 30 至 40 个国家和地区。本世

纪初， 沙漠蝗虫再次暴发成灾， 对西

非、北非等地造成严重影响。

由于受到长久的袭扰， 人类社会

不断摸索防治蝗灾的有效措施， 目前

已经从体制、 方法和技术上探索出一

系列应对机制。

近几十年蝗灾频率持
续下降

上一次全球蝗灾发生在 2003 年

至 2005 年。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各国抗击此次蝗虫入侵的费用超过了

4 亿美元， 灾害直接造成的农作物损

失高达 25 亿美元。

2003 年秋季， 在毛里塔尼亚、马

里、尼日尔和苏丹这 4 个国家，沙漠蝗

虫数量开始增加。此后不久，大面积罕

见降雨发生在塞内加尔、摩洛哥等地。

这样的天气为沙漠蝗虫的繁殖提供了

非常有利的条件。 2004 年上半年，蝗

虫数量激增， 蝗虫大军开始向北进入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境内。到了 2004 年

夏天， 巨大数量的蝗虫从西北非进入西

非的萨赫勒地区。 2004 年 11 月，埃及北

部、约旦和以色列出现了 50 年来从未一

见的蝗虫云。其中，位于摩洛哥上空的一

片巨大蝗虫云，它长达 230 千米，宽 140

米，至少由 6900 万只沙漠蝗虫组成。

2004 年冬天， 西北非的干燥低温，

减缓了蝗虫的繁殖 ， 这场灾难最终在

2005 年初得以缓解。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近几十年来，

蝗灾发生的频率持续下降。 在 20 世纪，

全球共发生过 5 次重大的蝗虫危机 ，3

次分别发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 、40 年代

和 50 年代，最后一次达到“灾难”规模的

蝗灾发生在 1987 年至 1989 年。

粮农组织设协调机制指
导“治蝗”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联合国粮农

组织就专门成立了 “蝗虫及迁飞害虫紧

急行动小组”，通过国际协调机制指导非

洲蝗灾的防治工作。目前，从塞内加尔到

印度， 已有数十个国家设立了蝗虫检测

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每年还制定“蝗虫

应急防治预案”， 并组织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应对举措。一旦发生蝗灾，该组织要

求所有受灾国家必须在 48 小时内完成

调查，并开启防治工作。

粮农组织还特别设立 “灭蝗紧急行

动中心”施加紧急援助，这项紧急援助的

一项重大职责是筹措防治资金， 这在一

定程度上为本就经济不富裕的非洲和部

分中东国家“治蝗”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国际协调的体制保障， 在治蝗

方法上，各国近年来也都探索不断，主要

方法有：

化学防治。 化学农药防治是在蝗灾

大暴发时必须采取的措施， 主要农药包

括杀螟松、马拉硫磷、锐劲特和仿生农药

（昆虫生长调节剂）， 目前非洲很多国家

都在寻找仿生农药来代替广谱化学农

药。有研究认为，未来仿生农药将是一个

主流方向。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近几年来发

展最快的防治技术。针对非洲蝗虫，主要

运用采集蝗虫信息素如促成熟信息素、

群居信息素等来破坏蝗虫的群集行为，

以阻止其群集起飞和迁飞。此外，针对北

美和中美洲的一些草原蝗虫， 生物学家

还采用蝗虫的病原微生物加以防治，如

蝗虫微孢子虫等寄生物就被看作治蝗生

物产品来长期使用。

生态防治。 生态防治是治理蝗灾的

根本性措施。 其主要方法是通过整改土

地、提高植被覆盖来切断蝗虫食物链，创

造不利于蝗虫栖息、繁殖，而有利于蝗虫

天敌繁殖的良性生态环境， 从而达到控

害目标。 不过这一防治方法实施成本过

高，难度也相对较大。

在更加微观的层面， 施药技术和信

息技术的发展也在促进蝗灾防治工作。

在施药方式上， 各国探索出了不同的

路径。 如在蝗灾较为严重的澳大利亚

和哈萨克斯坦， 均采用阻隔带式喷药

方式， 而非地毯式全覆盖施药； 在英

国， 科学家研究出了微生物制剂喷施

技术， 极大地提高了作业效率和杀虫

的针对程度。此外，毒饵防治也是一项

主要的施药措施， 可以减少化学农药

的飘移，保护生态环境，也更为经济。

在信息技术方面，GPS 等现代技

术加持飞机施药的方法更有效地促进

了精准施药，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都采

用了卫星遥感照片结合 GPS 定位、地

理信息系统（GIS）和气象数据等对蝗

灾的发生地点、面积等进行预测，也有

效地提高治理蝗灾的水平。 “大数据”

也在很久之前就被运用到治蝗实践当

中。据悉，中国农业大学曾研制出蝗灾

防治的智慧决策辅助系统，通过对“蝗

区” 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进行计算

和分析，形成了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

■本报记者 刘畅 吴姝

《今日印度》 2 月 17 日

《经济学人》 2 月 8 日

通用人工智能

去年 7 月， 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
拉宣布给 OpenAI 公司投资 10 亿美
元。这意味着微软、谷歌等一些大型企业
正在加入人工智能竞赛中。 竞赛的结果
意味着未来 20 年最有价值的公司到底
花落谁家。

OpenAI 成立于 2015 年， 其目标
是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 之
所以加上“通用?一词，是为了与目前狭
义的人工智能相区别。

诸如我们平时使用的 Siri、 人脸
识别技术等都属于狭义的 AI。麦肯锡估
计， 到 2030 年狭义 AI 的运用将给全
球经济带来 13 万亿美元。 但通用人工
智能的价值比这个还高很多倍，AGI 是
好莱坞大片或科幻书中那种 AI 技术 ，

该系统可以超越人类完成很多任务。

例如， 新工厂选址问题就可以问问
AGI， 该系统立即开始统筹各种决策因
素，如距离远近、运输问题、土地成本等。

AGI 能在几分钟内提出建议并写出报
告， 这是人工团队需要花费数周时间才
能完成的工作。

编译整理：吴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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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蝗对我国危害几率很小
农业农村部称考虑到边境地形、气候特点与迁飞习性等因素

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 （记者于
文静）当前，一些国家正遭遇历史罕见

的蝗虫灾害。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

司消息， 考虑到我国边境地区地形地

貌、 气候特点及沙漠蝗的迁飞习性，沙

漠蝗危害我国的几率很小。

据了解，沙漠蝗是非洲 、亚洲热带

荒漠地区的河谷 、绿洲上的重大农业

害虫 ，飞行能力强 、食量大 ，可聚集形

成巨大蝗群 。 受雨量充沛和季风时间

长等因素影响 ，当前东非 、西亚及南

亚一些国家正遭遇历史罕见的蝗灾 。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我国历史上发生的飞蝗与沙

漠蝗有相似的迁飞习性，但属于不同的

生物种。 专家分析认为，我国史料中尚

未发生沙漠蝗危害记载，但专家推测在

云南、西藏自治区的聂拉木有沙漠蝗的

分布。 40 摄氏度左右是沙漠蝗蝗蝻和

成虫迁移活动的条件，相对湿度需要达

到 60%至 70%。 沙漠蝗猖獗发生的最

大扩散区为缅甸、尼泊尔和印度。

这位负责人说，春季发生区的蝗群

迁飞方向为印度—尼泊尔—缅甸—我

国西藏南部和云南西部。考虑到我国边

境地区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阻隔，

蝗虫很难越过高海拔的寒冷地区。由于

西藏南部和云南西部边境与尼泊尔和

缅甸沙漠蝗发生区毗邻，不排除有少量

蝗虫随季风迁入我国的可能，但造成危

害的几率很小。

据悉 ， 近年来， 我国蝗虫监测预

警和防治能力不断提升， 防治技术属

于世界领先水平， 防蝗药械储备比较

充足，国内蝗虫大面积暴发风险很低，

危害可防可控。 下一步， 农业农村部

将密切跟踪境外蝗灾动态， 并安排植

保专业技术人员加强边境地区的蝗虫

监测，严防境外沙漠蝗迁入危害，全面

做好境内外蝗虫防控应对准备 。

2 月 15 日， 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奥卡拉地区蝗虫肆虐的景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