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蝗虫走了！棉花期货接下来如何表现？ 

上周一 2 月 17 日，一则“4000 亿只蝗虫逼近中国边境”的消息出现在热搜，同日，棉花主

力合约应声涨停。时隔一周，我国的战斗“鸭”都准备好了，4000 亿蝗虫到哪了？且听小

编娓娓道来。 

 

1、蝗虫种类超 1 万种，此次是哪种？ 

（1）此次非洲蝗虫的成因 

铺天盖地的沙漠蝗虫，它们原本生活在非洲及中东地区的干旱栖息地，但如果降水突然增多，

它们便会随之爆发式增长。而过去 18 个月里，非洲东部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湿润天气格外

格外的长，外加几次罕见气旋风暴，成为这次蝗灾泛滥的元凶。 

 

 

 

（2）非洲蝗灾与我国的蝗虫区别 

此次非洲蝗灾的主角“沙漠蝗”与以往在我国闹蝗灾的“飞蝗”是不同属的昆虫，先来看看

他们长相。 

  

沙漠蝗 亚洲飞蝗 

两者虽都属于蝗虫，具有“可以从散居型变向群居型”和“飞行迁徙能力强”的共性，善于



集体作战，扩散速度快，所到之处对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但是，两者亦有不同，一是

分布区域不同，“沙漠蝗”主要分布在中东、非洲、南亚等地区，这些区域共同特点是降水

量低，年降水量一般低于 200ml，而“飞蝗”主要分布在水量充沛的地方，沿江、沿河、沿

海等地；二是取食范围不同，“沙漠蝗”取食范围更广，除了水稻、小麦、玉米，还吃棉花、

葡萄、一些树，包括椰子等果树。“飞蝗”主要吃禾本科和莎草科的植物，包括水稻、玉米、

小麦、高粱等。 

2、沙漠蝗飞行路线？ 

本次沙漠蝗虫的爆发始于 2018 年的中东地区， 2019 年中扩散至印巴边境和非洲之角地

区。2020 年 1 月开始在非洲、红海沿岸和印巴边境大规模爆发，非洲北部，红海沿岸和印

巴地区成为大规模爆发区，灾害程度进一步升温。 

 

2020 年 1 月：阿拉伯半岛的苏丹和厄立特里亚飞越红海； 

2020 年 2 月 11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向全球预警，希望全球高度戒备当前正在肆虐的蝗

灾，防止被入侵国家出现粮食危机。 

2020 年 2 月：到达也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新繁育的蝗虫将于 2 月孵化，4 月初将形成新

的蝗群； 

2020 年 3 月：到达巴基斯坦西南部和印度印度边界； 

2020 年 3 月 15 日：印巴地区的沙漠蝗将向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迁徙，印巴作物损失压力减轻。

而东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地区蝗灾将加剧; 

2020 年 4 月：月初会有一波产卵； 

2020 年 6 月：虫卵成熟，入侵巴基斯坦信德省和印度东北部旁遮普省，当地的农作物基本

绝收。 



 

此次蝗灾迁徙路线（红）及预测（黄）  图源：科学辟谣 

 

3、沙漠蝗对我国影响几何？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 月 11 日已向全球发出了预警，称希望全球高度戒备现在正

在肆虐的蝗灾，防止被入侵国家出现粮食危机。FAO 估算，此次东非蝗灾的蝗虫数量应在

3600 亿只以上，如果不加以控制，到 6 月份，此次蝗灾的数量将达到现有的 500 倍之巨，

并可能会蔓延到非洲和亚洲的 30 多个国家，将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FAO 向全球

进行了预警，蝗灾会带来严重的食物短缺，以百万计的人将需要食物救济，控制事态或需要

好几年。面对如此境况，专家如是说。 

（1）山脉阻隔、从云南进入生存条件不适宜 

印度和巴基斯坦蝗灾主要发生在南部，而和我国接壤的是北部和东北部。东北部接壤处是山

脉，包括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海拔在五千米以上，常年积雪。而昆虫是变温动物，温度低

的时候它的体温也会低，要越过天然屏障几乎不可能。 

 



那会不会从东面经过缅甸再进入云南？可能性也很小。沙漠蝗目前已经进入产卵期，远距离

迁飞能力大大下降，产卵后就会死亡。并且云南降雨量很高，生物多样性强，自然控制力很

高。 

 

（2）中国的抗蝗水平很高 

中国控制蝗虫的组织体系和技术体系水平都很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蝗虫控制指挥部，有生

态控制、生物防治、飞机防治、应急化学农药等技术手段。即使进来，我们也能有效地控制

住。 

关于网友脑洞盛传的通过蝗灾靠“吃”和“鸡鸭”大军来解决，小编此处来辟谣。 

 

蝗虫虽然可以吃，但是一方面通过人工方式捕捉来消灭大规模的蝗灾不太可能，因为它的迁

飞性很高而且生存环境很复杂，捕捉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此次沙漠蝗一路迁徙劳顿，从神

秘的非洲大陆带了什么，鬼都不知道。这种外来物种相较于我们餐桌上可食的饲养飞蝗可不

太一样，极容易产生异体蛋白过敏，出现过敏症状，严重导致休克甚至危及生命。牧鸡牧鸭



的治蝗措施，有效前提是小规模的蝗灾，以及蝗虫处于幼虫期。而大规模蝗灾，需要很多人

去牧鸡牧鸭，不好实施；成虫期的蝗虫迁飞能力强，鸡鸭很难捕捉到；而在植被很高很密的

环境里，鸡鸭行走困难，效果也不好。 

 

4、蝗灾“来了”又“走了”，棉花期货关联几何？ 

 

全球棉花的主要生产国? 中国、印度、美国、巴基斯坦… 

棉花产量（分国） 

 
 

我国对棉花进口存在一定依赖，特别是对印巴两国棉花进口量超过了总进口额的四分之一

（2019 年我国进口巴基斯坦的棉花金额占比 9.6%，进口印度的棉花金额占比为 16.2%。）

如果蝗灾蔓延导致印巴棉花减产，可能会对全球棉花价格产生冲击，这是郑棉在 2 月 17 日

涨停的主要原因。 

国内市场（郑棉 2005 合约） 

 
 

棉花期货之所以能在 2 月 17 日涨停，除了对印巴地区蝗灾预期炒作之外，还包括现在棉价

整体仍处在偏低水平，资金相对关注；疫情缓和，下游纺织企业陆续开工，需求将逐步恢复。

2 月 18 日之后蝗灾缓解，棉花期货高位回落。 

 

 

 



国际市场（美棉 2005 合约） 

 
此次蝗灾事件并未对国际市场美棉造成很大的影响，美棉前一波上涨，主要原因在于中美贸

易关系缓解，中国将进口美棉，使得美棉价格一路上涨。现阶段，美棉价格主要受到全球疫

情造成棉花需求下滑，导致美棉持续下跌。 

 

当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棉花大部已经收获，沙漠蝗虫可能对本年度的棉花产量影响不大，

如果持续，可能会对印巴两国新季棉花作物产生潜在威胁。不过，据新华社消息，当前印度

蝗灾已基本结束。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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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沙漠蝗虫灾害难以影响到我国新疆地区。小编认为接下来棉花期货价格走势如

何，将回归疫情缓和之后，下游开工情况以及纺织企业补库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