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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了筛选防治稻飞虱的有效药剂。[ 方法] 用清水作为CK, 对5 % 锐劲特悬浮剂、40 % 毒死蜱乳油、3 % �虫咪和10 % 大功
臣可湿性粉剂进行防治稻飞虱的对比试验。[ 结果] 施药3 d 和7 d 后 , 均以毒死蜱1 200 ml/ hm2 、1 050 ml/ hm2 的防效最佳, 防效分别达到
76 .70 % 、72 .94 % 、90 .88 % 和86 .32 %。施药14 d 后 , 锐劲特防效最高,3 种剂量下防效分别为91 .72 %、85 .25 % 、81 .01 % 。[ 结论]4 种药剂
防治稻飞虱 , 毒死蜱防效最好, 具有速效性和持效性; 锐劲特持效性好 ;�虫咪和吡虫啉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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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Effect Experi ment on Controlling Rice Planthopper with Different Pesticides
YAO Junet al  ( Plant Protction Station of Huoqiu County in Anhui Provi nce , Huoqiu , Anhui 237400)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ai med to select the effective pestici des on controlling planthopper . [ Method] With water as CK, the compared experi-
ment on controlling planthopper with 5 % regent suspending agent , 40 % chloipyrifos cream, 3 % acetamiprid and i midacloprid 10 % WP was conducted .
[ Result] The control effects of 1 200 ml/ hm2 and 1 050 ml/ hm2 chloipyrifos were best after usi ng pestici des for 3 and 7 days , being 76 .70 % , 72 .94 % ,
90 .88 % and 86 .32 % respectively . The control effect of regent was highest after usi ng for 14 days . The control effects of 3 dosages were 91 .72 % ,
85 .25 % and 81 .01 % respectively . [ Conclusion] Among 4 pesticides , the control effect of chloipyrifos was best , quick and persistent . The resi dual effect
of regent was best and the effects of acetamiprid and i midacloprid were wor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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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基本情况  试验田设在霍邱县农科所, 土壤质地为粘

壤土, 肥力中等, 有机质为16 .5 g/ kg ,pH 值为6 .8 , 前茬小麦 ,

水稻品种为两优6326 ,5 月12 日播种,6 月22 日栽插,7 月2

日化学除草, 施尿素120 kg/ hm2 ,7 月24 日查分蘖数达570

万/ hm2 , 同日进行烤田。

1 .2 试验药剂 5 % 锐劲特悬浮剂( 拜耳杭州作物科学有限

公司) ;40 % 毒死蜱乳油(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 %

�虫咪( 乐百农, 北京北农天风农药有限公司) ;10 % 大功臣

可湿性粉剂( 红太阳集团南京第一农药厂) ; 清水对照。

1 .3  施药时间  7 月25 日施药, 当天多云天气 , 气温24 ～

30 ℃, 风力2 ～3 级, 施药10 h 后遇半小时微雨, 施药后7 d 均

为晴朗天气。

1 .4 试验设计  每种药剂设3 个浓度, 锐劲特用量分别为

750、600、450 ml/ hm2 ; 毒死蜱用量 分别为 1 200、1 050、900

ml/ hm2 , �虫咪用量分别为750 、600、450 ml/ hm2 , 大功臣用量

为450 g/ hm2 , 对照为清水, 按上述顺序分别设置①～⑩处理 ,

加对照( CK) 共11 个处理, 每处理4 次重复, 共44 个小区, 小

区面积6 m×8 m, 用工农- 16 型手动喷雾器喷雾, 药液量750

kg/ hm2 , 施药时田间保水5 c m 水层。

1 .5 调查与统计方法  施药前调查稻飞虱虫口密度, 施药

后3、7 、14 d( 即7 月2 日、8 月1 、9 日) 分别调查虫口密度, 调

查采用平行跳跃取样法, 每小区取10 点, 每点2 丛, 共20 丛 ,

采用盆拍法, 计算稻飞虱、蜘蛛数量, 计算虫口减退率和校正

防效[ 1] 。虫口减退率= ( 施药前虫口基数 - 施药后活虫数) /

施药前虫口基数×100 % ; 校正防效= ( CK 区药前虫数×处

理区药后虫数) / CK 区药后虫数×处理区药前虫数×100 % 。

调查结果采用DMRT 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测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防治效果 从表1 可知,4 种杀虫剂对稻飞虱均有一定

  表1 不同处理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

处理
药前基数

头/ 100 丛

药后3 d

虫量∥头/ 100 丛 减退率∥% 防效∥%

药后7 d

虫量∥头/ 100 丛 减退率∥% 防效∥%

药后14 d

虫量∥头/ 100 丛 减退率∥% 防效∥%

① 2 705 948   64 .95 68 .21 cC 619   77 .12 83 .19 cC 364  86 .54  91 .72 aA

② 3 035 1 191 60 .76 64 .41 dD 936 69 .16 77 .34 dD 698 77 .00 85 .25 bB

③ 3 448 1 570 54 .47 58 .70 fEF 1 202 65 .14 74 .38 eD 1 021 70 .39 81 .01 dD

④ 3 939 1 012 74 .31 76 .70 aA 489 87 .59 90 .88 aA 1 025 73 .98 83 .31 cC

⑤ 3 342 997 70 .17 72 .94 bB 622 81 .39 86 .32 bB 1 163 65 .20 77 .69 eE

⑥ 3 104 1 098 64 .63 67 .92 cC 735 76 .32 82 .60 cC 1 403 54 .80 71 .02 fF

⑦ 4 525 1 576 65 .17 68 .41 cC 1 115 75 .36 81 .89 cC 1 653 63 .47 76 .58 eE

⑧ 3 475 1 476 57 .53 61 .48 eE 1 148 66 .96 75 .73 deD 1 620 53 .38 70 .11 fgFG

⑨ 4 895 2 343 52 .13 56 .59 fF 2 015 58 .84 69 .75 fF 2 843 41 .92 62 .76 hH

⑩ 3 330 1 563 53 .06 57 .43 fF 1 135 65 .92 74 .96 eD 1 653 50 .36 68 017 gG

对照 3 270 3 605 - 10 .24 4 450 - 36 .09 5 100 - 55 .96

 注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 .05 水平上存在差异 ,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0 .01 水平上存在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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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效果, 药后3 d 的防效说明毒死蜱防治稻飞虱速效性

较好, 锐劲特、�虫咪高剂量下3 d 防效同毒死蜱低剂量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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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喷干或注射, 或用52 % 磷化铝片剂堵虫孔及插磷化锌毒

签等方法防治。④打孔注射。在成虫羽化高峰期前15 d 左

右, 采用树干打孔注射20 % 的康福多防治成虫, 在树干基部

注射施药后, 对在树冠上啃食和产卵的天牛成虫有很强的杀

伤效果 , 有效期在40 d 以上。

3 .1 .2 白杨透翅蛾。白杨透翅蛾主要是以幼虫在树干内部

为害, 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小, 世代短 , 繁殖快, 所以必须重视

其防治[ 2] 。①钻孔防治。对于1 ～3 年生杨树, 用防虫锥在

虫瘿上3 ～5 c m 处钻孔, 然后用磷化铝颗粒剂堵虫孔。②点

涂防治。用40 % 氧化乐果乳油、80 % 敌敌畏乳油加水配成

1∶1∶40的药液 , 点涂白杨透翅蛾初期侵入孔, 后期幼虫钻入木

质部, 改用打毒针。③间伐被害严重的林木。冬春两季对林

地检查2～3 次, 发现虫瘿即剪下烧毁, 消灭虫源, 防止机械

损伤。④加强苗木检疫。成虫迁飞能力不强, 主要是借助苗

木调运人为传播, 因此必须严格实行检疫, 及时销毁带疫苗

木, 阻止带虫苗木传播蔓延。⑤药剂防治。在5 ～6 月幼虫

孵化期间 , 向苗木和幼树喷洒50 % 灭幼脲Ⅰ号2 000 倍液, 或

50 %杀螟松乳油1 000 倍液, 杀死幼虫。也可用注射器向排

粪孔内注入80 % 敌敌畏乳油30 倍液毒杀幼虫, 在幼虫化蛹

时期, 用毒泥堵塞羽化孔, 毒杀成虫。

3 .2 食叶害虫的防治  食叶害虫的防治方法: ①摘卵块、虫

苞。杨扇舟蛾产卵和化蛹在叶片上时, 用竹蒿在顶端绑好镰

刀, 将有卵块的叶片和虫苞割下, 集中销毁[ 3] 。②钻孔药防。

在杨树侧根上的不同方位钻10 个孔 , 用注射器在孔内注射

50 % 甲胺磷、40 % 氧化乐果、40 % 久效磷等有机磷药剂的50

倍药液, 然后用薄膜隔离 , 封土踏实, 对杨扇舟蛾的防效可达

99 % 。③喷药防治。在树冠喷洒可用90 % 敌百虫、80 % 敌敌

畏乳油或50 % 马拉硫磷乳油1 000 倍液喷洒。其他食叶类害

虫如杨小舟蛾、刺蛾等可参照杨扇舟蛾。

3 .3 枝干病害的防治

3 .3 .1 杨树溃疡病。①严格检疫, 严禁带病苗木出圃, 对插条

可用代森锰200～300 倍液浸24 h , 苯来特100 倍液浸2～3 h 消

毒。②苗木定植前用70 % 甲基托布津100 倍液, 或2 .12 % 843

康复剂100 倍液喷洒或涂干。③当苗木发病时, 用50 % 多菌灵

500 倍液,70 % 甲基托布津100 倍液涂抹患部, 涂前用刀在患部

刻纵横交错的伤痕, 涂药1～2 次, 效果较好。

3 .3 .2 杨树烂皮病。杨树烂皮病或称杨树腐烂病, 是严重

危害杨树的一种枝干部病害。①秋末或春初进行树干涂白 ,

常用的配方是生石灰5 kg + 石硫合剂原液0 .5 kg + 盐0 .5 kg

+ 动物油0 .1 kg + 水20 kg 。②发病初期可用50 % 多菌灵或

70 %甲基托布津200 倍液、2 .12 % 843 康复剂或40 % 福美砷

50 倍液喷涂病斑。③发病期用小刀将病组织划破或刮除病

斑后再涂药, 可用2 .12 % 843 康复剂3 倍液或10 % 碱水涂抹

病部,21 % 复生水剂5 倍液涂干。

3 .4 叶部病害的防治

3 .4 .1 杨树黑斑病。①在病菌侵染前, 向苗木上喷施65 %

代森锌250 倍液或0 .5 % 的波尔多液, 喷2 ～3 次。②合理密

植、及时间伐, 保持林内通风透光。及时清扫林内落叶, 以减

少病源。③发病期间 , 苗圃和成林用施1∶1∶125～170 波尔多

液或65 % 代森锌250 倍液, 每隔15 d 喷1 次。雨季喷药时 ,

药液中应加入0 .3 % 明胶或豆粉汁、豆浆、洗衣粉 , 防止被水

冲洗掉 , 并随时清扫处理病叶、落叶, 消灭病原菌。

3 .4 .2 杨树锈病。①秋冬季节清除圃地枯枝落叶, 集中烧

毁, 减少初侵染源。②杨树林及苗圃与落叶松林的距离至少

应在300 m 以外。加强肥水管理, 培育优质壮苗 , 提高苗木抗

性。③在病害发生期用25 % 粉锈宁1 000 倍液喷雾,70 % 甲

基托布津1 000 倍液等能有效地控制锈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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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接近。各处理7 d 防效分别较3 d 防效增加11 ～16 个百

分点 , 药剂效能逐渐发挥出来。药后14 d , 锐劲特防效仍在

提高 , 说明其防治稻飞虱的持效性较好, 毒死蜱防效较7 d

防效下降7 ～11 个百分点, 其持效性低于锐劲特 , 但高于�

虫咪、吡虫啉。

2 .2  对天敌的安全性  调查发现 , 以稻田蜘蛛为优势种群

的捕食性天敌数量与未施药对照区基本一致, 说明4 种药

剂在防治区内对稻田蜘蛛无明显不利影响, 对其他天敌的

影响有待进一步考察。

2 .3  对水稻的安全性 药后3 ～15 d 观察, 水稻生长情况

良好 , 未见明显的药害症状 , 说明4 种药剂防治稻飞虱时,

对水稻生长具有安全性。

3  小结与讨论

( 1) 4 种药剂防治稻飞虱, 毒死蜱防效最好, 具有速效性

和持效性 , 锐劲特持效性好 , �虫咪和吡虫啉效果较差。

( 2) 4 种药剂当前的市场价格依次为锐劲特、毒死蜱、�

虫咪和吡虫啉 , 毒死蜱在防效和经济上更容易使群众接受,

建议毒死蜱防治稻飞虱用量应根据田间不同虫量使用, 在

中等以下程度发生时, 用900 ml/ hm2 即可 , 或使用成本较低

的�虫咪进行防治 ; 大发生时可用到1 200 ml/ hm2 。锐劲特

持效期长 , 全程控害总体经济效益高于常规防治, 且可兼治

稻纵卷叶螟、稻螟虫等害虫[ 2] 。但投资成本较高, 在水稻整

个生育期防治稻飞虱, 建议使用1 次, 在稻飞虱虫量达标以

后即可防治, 以充分发挥其药效长的特点 , 后期如虫量较

大, 可用毒死蜱进行防治。

( 3) 试验在虫量达2 700 ～5 000 头/ 100 丛时药剂防效偏

低, 若虫量在1 000 ～2 000 头/ 100 丛时就开始用药防治, 可

能效果会更好 , 对此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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