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发生年份不同药剂防治褐飞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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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大面积生产上常用药剂以及新农药吡蚜酮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 , 结果表明 : 不同药剂在褐飞虱大发生或特大发生年份控
虫效果不同。低龄盛期施药 , 毒死蜱速效性良好 , 药后1 ～3 d 防效接近75 % ; 吡蚜酮持效性极佳 , 药后28 d 控虫效果约90 % ; 氟虫腈持效
性不及吡蚜酮 , 但优于吡虫啉和�唪酮 ;�虫脒、丙溴磷不宜作为褐飞虱防治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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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飞虱是水稻生长后期重要的迁飞性害虫之一。由于

缺乏统一的试验条件, 控虫效果不一致, 导致生产上出现一

定面积的“冒穿”倒伏, 给粮食的稳产丰收带来了严重威胁。

2006 年该站进行了田间小区药效试验和大区示范, 旨在为今

后褐飞虱大发生时科学选用药剂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药剂 25 % 吡蚜酮 WP ,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生

产, 江苏省植保站提供 ;5 % 锐劲特SC、80 % 锐劲特 WG, 拜耳

作物科学杭州公司生产;40 % 盖仑本EC,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40 % 高贵 WG, 山东新势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 江苏省植保站提供;25 % 克虱宝 WP, 江苏南通润鸿生

物化学有限公司生产;10 % 吡虫啉 WP ,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

司生产 ;40 % 丙溴磷EC, 江苏张家港市第二农药厂生产。

1 .2  试验处理 小区试验设9 个处理: ①吡蚜酮300 g/ hm2 ;

②吡蚜酮450 g/ hm2 ; ③锐劲特750 g/ hm2 ; ④盖仑本1 500

g/ hm2 ; ⑤高贵150 g/ hm2 ; ⑥克虱宝750 g/ hm2 ; ⑦吡虫啉600

g/ hm2 ; ⑧丙溴磷1 500 ml/ hm2 ; ⑨清水对照( CK) 。小区面积

30 m2 , 重复3 次, 随机区组排列。

示范试验设3 个处理: ①锐劲特 WG45 g/ hm2 ; ②吡蚜酮

300 g/ hm2( 锐劲特药后20 d) ; ③清水对照( CK) 。示范小区面

积为933 m2 , 未设重复。

1 .3  试验概况 小区试验地选择在新集镇毛桥村洪庄组一

农户责任田, 土质为长江淤泥土,pH 值7 .5 , 有机质23 g/ kg 。

水稻品种为武育粳3 号,5 月11 日落谷,6 月14 日移栽 , 人工

穴栽, 栽前分别施有机肥22 500 kg/ hm2 、碳铵600 kg/ hm2 , 栽

后1 周追施分蘖肥( 尿素) 375 kg/ hm2 , 乙·苄除草剂防除田间

杂草,6 月下旬用锐劲特防治灰飞虱以控制条纹叶枯病。9

月6 日( 初孵若虫盛期) 施药 , 气温17 ～25 ℃, 药后5 d 遇小

雨。药械为西班牙产 MATABI 喷雾器 , 用水量为750 kg/ hm2 。

示范试验地选择在朴席镇三益村黄泥组一农田, 面积

2 799 m2 。水稻品种为武粳15 号, 栽培方式为旱直播,6 月10

日落谷。土质为沙底马肝土, 微碱性。9 月7 日( 2 龄初期)

施锐劲特、吡蚜酮 , 药后4 d 遇小雨;9 月27 日用吡蚜酮补治

处理② , 药后2 d 遇小雨。示范区用水量450 kg/ hm2 , 弥雾。

1 .4  调查方法 药前调查基数, 药后1、3、7 、14、28 d 调查残

留活虫。采用盆拍法, 每小区平行跳跃式调查10 点, 每点2

穴, 计20 穴, 折算百穴虫量, 计算减退率和校正防效。

药后每3 d 调查一次残留活虫, 调查方法同上。9 月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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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将残留虫量与空白对照( CK) 相比较, 计算锐劲特相对

防效;9 月28 日～10 月22 日, 以锐劲特一次用药为对照, 计

算吡蚜酮相对防效。

2  结果及分析

2 .1  试验效果  表1 表明, 药后1 d , 盖仑本、吡蚜酮高量防

效分别为74 .59 % 、66 .77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这2 种药剂

防效在0 .01 水平显著高于吡虫啉、丙溴磷 , 速效性良好; 盖

仑本防效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高贵、锐劲特、克虱宝, 速效

性表现最佳; 吡蚜酮低量防效为50 .78 % , 防效在0 .05 水平显

著高于吡虫啉、丙溴磷。

药后3 d , 盖仑本防效仍保持最高 , 为73 .81 % , 在0 .01 水

平显著高于吡虫啉、高贵、锐劲特、丙溴磷, 在0 .05 水平显著

高于克虱宝、吡蚜酮低量; 吡蚜酮高量防效为60 .13 % , 在

0 .05 水平显著高于高贵、锐劲特和丙溴磷。

  表1 不同药剂防治褐飞虱的效果 %

药剂 
药后1 d

防效

药后3 d

防效

药后7 d

防效

药后14 d

防效

药后28 d

防效

吡蚜酮 50 .78 abAB 52 .48 bcAB 58 .55 abA 58 .24 abAB  89 .13 aA

吡蚜酮 66 .77 abA 60 .13 abAB 63 .78 aA 67 .20 aA 92 .66 aA

锐劲特 38 .08 bcAB 31 .08 cB 38 .99 abAB 37 .10 abAB 62 .56 bAB

盖仑本 74 .59 aA 73 .81 aA 62 .19 aA 55 .95 abAB 37 .04 bcB

高贵 37 .95 bcAB 27 .81 cB 14 .60 bc B 20 .06 bB 18 .66 cB

克虱宝 45 .34 bAB 51 .22 bcAB 36 .63 bAB 29 .52 bAB 58 .77 bcAB

吡虫啉 14 .76 cB 37 .26 bcB 18 .32 bc B 25 .83 bAB 60 .79 bcAB

丙溴磷 10 .23 cB 20 .04 cB 9 .22 cB 15 .45 bB 26 .14 cB

 注 : 小写、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在0 .05 、0 .01 水平显著。

  药后7 d , 吡蚜酮高量防效上升至63 .78 % , 名列第一; 盖

仑本防效下降至62 .19 % , 排名第二; 吡蚜酮低量防效逐渐上

升, 在0 .01 水平显著高于吡虫啉、高贵、丙溴磷 , 其中吡蚜酮

高量与盖仑本防效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克虱宝, 锐劲特、克

虱宝防效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丙溴磷。

药后14 d , 吡蚜酮高量防效仍为最高, 达67 .20 % , 在0 .01

水平显著高于高贵和丙溴磷 , 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吡虫啉、

克虱宝。吡蚜酮低量防效为58 .24 % , 与锐劲特、盖仑本不存

在差异 , 与其他药剂相比, 其差异显著性同高量处理。

药后28 d , 吡蚜酮低量和高量防效增幅较大, 分别达到

89 .13 %、92 .66 % , 与药后14 d 相比, 上升了30 .89、25 .46 个百分

点,在0 .01 水平显著高于高贵、盖仑本、丙溴磷, 表现出极好的

持效性; 锐劲特持效性不及吡蚜酮, 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克

虱宝、吡虫啉, 在0 .01 水平显著高于高贵、丙溴磷。

2 .2 示范效果  表2 表明,9 月7 日施药后, 与空白对照区

相比, 锐劲特处理区虫量明显下降。药后21 d , 田间虫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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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为初孵若虫, 前期孵化的若虫在锐劲特药效作用下逐渐死

亡。由于2006 年迁入虫源峰期长、迁入量大 , 大量初孵若虫

补充, 锐劲特防效达33 .45 % ～58 .79 % 。清水对照区, 虫态增

大,9 月25 日田间开始“冒穿”,9 月28 日“冒穿”面积进一步

扩大, 连片倒伏 , 虫量急剧降至5 头/ 穴以下。

  表2 锐劲特和吡蚜酮的大区示范效果 %

药后天数∥d 锐劲特效果 吡蚜酮效果

   3 33 .45 41 .18

7 47 .18 77 .19

14 51 .01 87 .44

21 58 .79 77 .57

  药后21 d , 锐劲特控虫效果逐渐降低, 处理区虫态增大。

10 月 4 日 4 龄以 上高龄若 虫 20 .3 % ,10 月 7 日上升 至

59 .5 % ,10 月16 日高达97 .9 % , 局部冒穿。吡蚜酮处理小区

药后3 d 防效达41 .18 % , 药后7～21 d 防效稳定在77 .19 % ～

87 .44 % 。而空白对照区水稻已全部倒伏绝收。锐劲特防治

1 次的小区, 冒穿时间晚, 面积小, 保产效果比较明显; 前期锐

劲特、后期吡蚜酮补治的小区, 田间虫量低, 控虫效果好, 水

稻产量高。

3  小结与讨论

研究表明 , 盖仑本、吡蚜酮在褐飞虱大发生年份使用速

效性较好。其中, 盖仑本药后1 ～3 d 防效接近75 % , 是目前

防治褐飞虱速效性较好的药剂之一。吡蚜酮药后28 d 控制

褐飞虱效果仍然达到90 % 以上, 是参试药剂中持效性最好的

一个。锐劲特持效性虽不及新药剂吡蚜酮, 但总体控虫效果

优于吡虫啉和克虱宝 ; 吡虫啉和克虱宝作为生产上褐飞虱防

治的常用药剂, 该试验中防效虽高于高贵、丙溴磷, 但由于使

用年限较长, 害虫抗性增强, 防效一般。高贵、丙溴磷速效

性、持效性均表现不佳, 不宜作为褐飞虱防治的药剂。锐劲

特水分散粒剂防治褐飞虱的效果和悬浮剂一样。系统调查

表明, 在2006 年迁入峰期内, 锐劲特控虫时间可达20 d , 持效

期较长;20 d 后锐劲特控虫效果逐渐降低, 虫龄增大, 危害加

重, 有一定的产量损失。吡蚜酮补治后, 控虫时间将进一步

延长, 完全达到水稻生长后期全程药控, 保产效果十分明显。

通过试验示范, 在褐飞虱大发生或特大发生年份, 要达

到控制暴发危害的既定目标, 必须要在准确测报的基础上 ,

抓住低龄若虫盛期, 科学选用药剂配方 , 坚持速效与持效并

重的原则, 努力提高防治效果; 病虫防治水平较低的地区, 要

优先选用持效期长的药剂品种, 以减少防治次数, 降低农业

成本。2006 年该市水稻后期大面积选用“盖仑本+ 锐劲特”

配方, 尽管一次用药成本偏高, 但同周边地区多次用药相比 ,

成本相对偏低, 防效明显提高 , 保证了秋熟水稻的稳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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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 以上。在土壤中的残留动态符合一级反应动力学模

式: 山东为 C = 0 .875 3 e - 0 .075 4t , r = - 0 .991 1 ; 吉林为 C =

2 .191 5e - 0 .051 3t , r = - 0 .980 4 。

图1 普乐宝在玉米植株中的残留消解动态

2 .2  植株消解动态  由于普乐宝属芽后苗前除草剂 , 施药

后5 ～7 d 才开始出苗, 试验自施药14 d 后开始第1 次取样,

以后间隔不同时间取样。结果表明, 普乐宝在植株中的残

留消解呈现从低量到高量然后逐渐降解的规律。山东试验

点:21 d 达到吸收高峰 , 最大残留量为0 .024 mg/ kg , 施药60

d 后残留量为0 .007 mg/ kg , 消解率达70 % 以上, 消解方程 C

= 0 .049 57e - 0 .036 0t , r = - 0 .987 6 , 半衰期为18 .4 d ; 吉林试

验点 :17 d 达到吸收高峰 , 残留量为0 .032 mg/ kg , 消解方程

C = 0 .493 2 e - 0 .031 0t ,r = - 0 .992 1 , 半衰期为19 .3 d。施药

60 d 后残留量为0 .008 mg/ kg , 消解率达75 % 以上。

2 .3  最终残留试验  2 年两地试验表明( 图2) , 用72 % 普

乐宝乳油3 、2 L/ hm2 , 收获期玉米中未检出普乐宝 , 植株中

普乐宝残留量< 0 .001 ～0 .005 mg/ kg , 土壤中普乐宝残留量

0 .001 ～0 .016 mg/ kg 。我国及FAO/ WHO 尚未规定普乐宝在

玉米籽粒中的最高残留限量 , 据匈牙利氮化公司提供的资

料介绍, 普乐宝在玉米上的最高残留限量为0 .1 mg/ kg , 暂

以此作为普乐宝在玉米中的 MRL 值。依据试验结果, 用

72 % 普乐宝乳油2～3 L/ hm2 , 播后苗前施药1 次 , 收获时秸

秆、玉米籽粒、土壤中最终残留量均远远低于0 .1 mg/ kg , 说

明在玉米上使用72 % 普乐宝乳油是安全的。

图2  普乐宝在土壤中的残留消解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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