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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马铃薯田地下害虫的防治奠定基础。[ 方法] 以郑薯5 号为试验材料 ,选取有代表性的马铃薯田块3～5 块 , 在收获时调
查地下害虫种类及马铃薯的被害情况并研究8 种供试药剂对马铃薯田地下害虫的防治效果。[ 结果] 马铃薯田地下害虫种类主要有华
北蝼蛄、金针虫、地老虎、网目拟地甲、蛴螬等 ,在春季主要以地老虎、金针虫、蝼蛄为主 , 分别占调查虫量的42 .07 %、20 .73 % 、20 .73 % , 蛴
螬占10 .98 % , 网目拟地甲占5 .49 % 。在参试药剂中, 用虫情指数和块茎被害率评价防治效果 ,10 % 吡虫啉 WP 对马铃薯田地下害虫防治
效果较好。用虫情指数计算防治效果更能反映马铃薯实际被害的情况。[ 结论] 吡虫啉是较为理想的马铃薯田地下害虫防治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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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ound Pest Damage and Chemical Control Experi ment in Potato Field
LIU Shun-tong et al  ( Luoy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 n Henan Province , Luoyang , Henan 471002)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 was to lay the foundationfor the control of underground pests i n potato field . [ Method] In selected 3 - 5 representative
potato fields with Zhengshu 5 as tested material , the underground pest species and the injured situation of potato were investigated at harvest and the con-
trol effects of 8 ki nds of tested medicaments on the underground pests in potato field were studied . [ Result] The underground pest species in potato fiel d
was mainly Gryllot alpa unispina , ( Pleonomus canaliculatus and Melanot us caudex) , ( Agrotis ypsilon and Agrotis segetum) , Gonocephalu m reticulatu m,
( Holotrichia Parallela , Anomala carpulenta and Holotrichia obeita) , and in spring with ( A. ypsilon , A. segetu m) , ( P . canaliculatus , M. caudex)
and Gryllotalpa unispina as the main, which was 42 .07 % , 20 .73 % and 20 .73 % of the investigated quantities of pests , resp . , ( H. Parallela , A.
carpulenta and H. obeita) was 10 .98 % and G. reticulatu m was 5 .49 % . The control effect was eval uated with pest index and tuber damaged rate and
the control effect of 10 % Imidacloprid WP onthe underground pests in potato field was better inthe tested chemicals . The control effect calculated by pest
index could reflect the actual inj ured situation of potato . [ Conclusion] The Imidacloprid was anideal chemical for the control of underground pests in pota-
to f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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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害虫是河南省当前最主要的农业害虫之一。由于

地下害虫长期生活在土中, 受环境条件的制约 , 形成了不同

于其他害虫的独特食性[ 1 - 2] 。近几年来其为害逐年加重, 特

别是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的花生、大豆、马铃薯等

作物都受到了地下害虫的严重危害。马铃薯常被咬成孔洞 ,

导致品质变劣, 轻者影响外观, 重者不能食用。据统计, 因地

下害虫的为害一般造成减产20 % ～40 % , 严重的减产70 % ～

80 % , 甚至绝收[ 3] 。为此, 笔者对洛阳地区马铃薯地下害虫

的危害和防治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种类调查 在洛阳市郊区选取有代表性的田块3 ～5

块, 在马铃薯收获时调查地下害虫种类和马铃薯被害情况。

每块田棋盘式10 点取样, 每点调查面积0 .5 m×6 .0 m, 深20

～30 c m, 记录地下害虫的种类和数量。

1 .2 药效试验

1 .2.1 供试药剂。供试药剂及用量: ①40 % 辛硫磷 EC 7 500

ml/ hm2 ; ②0 .26 % 绿丹 AS 15 000 ml/ hm2 ; ③1 .2 % 苦参碱- 烟碱

AS 15 000 ml/ hm2 ; ④48 % 乐斯本 EC 4 500 ml/ hm2 ; ⑤3 % �虫

脒 WP 6 000 g/ hm2 ; ⑥10 % 吡虫啉 WP 6 000 g/ hm2 ; ⑦1 .8 % 阿

维菌素 WP 4 500 g/ hm2 ; ⑧3 % 地星 GR 105 kg/ hm2 。

1 .2 .2 试验方法。试验设在洛阳农科院试验田, 试验田土壤

肥力中等, 壤土 , 前茬为大豆。3 月14 日播种, 马铃薯品种为

郑薯5 号, 株行距为0 .3 m×0 .5 m, 试验田肥水管理同一般大

田。供试药剂8 个 ,4 次重复, 随机排列, 每小区面积5 .0 m×

6 .0 m。施药方法: 在播种马铃薯种时, 将配制好的毒土施于

播种沟内, 然后播种马铃薯, 覆土。毒土配制方法: 按“1 .2 .1”

中药剂的用量,1 hm2 用细沙土300 kg 折算出小区用量。然

后对一定量的水, 混合均匀, 即为配制好的毒土。细沙土的

配比为细土5 份、沙2 份、炉渣3 份。

1 .2 .3 调查取样方法。在马铃薯收获期 , 每小区取1 .0 m×

5 .0 m 调查样点内地下害虫的种类和数量, 收集样点内所有

马铃薯, 室内考种并对马铃薯被害情况进行分级, 称取样点

内马铃薯产量。

1 .2.4 数据处理。分级标准的制定参照李素娟等花生地下

害虫危害分级标准[ 1] , 根据马铃薯实际的被害情况, 制定了

马铃薯地下害虫危害分级标准:0 级, 马铃薯块茎无地下害虫

取食斑;1 级, 马铃薯块茎表皮可见取食斑, 但较浅 ;2 级 , 马

铃薯块茎取食斑面积不超过1 c m2 , 或金针虫危害深度小于

或等于0 .5 c m;3 级, 马铃薯块茎取食斑面积大于1 cm2 , 小于

表面积的1/ 4 , 或金针虫危害深度大于0 .5 c m, 虫道数3 ～5

条;4 级, 马铃薯块茎被取食面积在1/ 4 ～1/ 2 , 或金针虫虫道

5 条以上, 但部分还有食用价值;5 级 , 马铃薯块茎被取食面

积在1/ 2 以上, 或金针虫虫道在5 条以上 , 没有食用价值。

取4 次重复平均值计算虫情指数、被害块茎率( %) 和防

治效果( %) 。

2  结果与分析

2 .1 马铃薯田地下害虫种类  由表1 可知, 马铃薯田地下

害虫种类主要有华北蝼蛄、金针虫、地老虎、网目拟甲、蛴螬

等, 通过田间取样调查, 危害马铃薯的地下害虫在春季主要

以地老虎、金针虫、蝼蛄为主 , 分别占调查虫量的42 .07 % 、

20 .73 % 、20 .73 % , 蛴螬占10 .98 % , 网目拟地甲占5 .49 % 。

2 .2  不同药剂对马铃薯田地下害虫的防治效果  由表2 可

知,10 % 吡虫啉 WP 对马铃薯田地下害虫, 用虫情指数计算防

治效果在60 % 以上, 显著优于40 % 辛硫磷 EC、0 .26 % 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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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3 % 地星GR ;1 .2 % 苦参碱- 烟碱 AS、48 % 乐斯本 EC 对地

下害虫防治效果与10 % 吡虫啉 WP 效果相当。以被害块茎

计算防治效果, 各药剂的防治效果均在60 % 以下 , 其中10 %

吡虫啉 WP、1 .2 % 苦参碱- 烟碱 AS 的防治效果较好, 达50 %

以上。分析效果较差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马铃薯生长后期地

下害虫以地老虎的危害为主, 而前期施药对地老虎起不到有

效的防治效果。

表1 马铃薯田地下害虫种类调查

Table 1 Investigationonthespecies of underground pestsin potatofieldsin Luoyang City of Henan Province

调查地块
Investigated plot

华北蝼蛄
Gryllotalpa
unispina

金针虫Elateridae
沟金针虫
Pleonomus

canaliculatus

褐纹金针虫
Melanotus
caudex

地老虎Cutworm
小地老虎

Agrotis
ypsilon

黄地老虎
Agrotis

segetum

网目拟地甲
Opatrum

subaratum

蛴螬 White grubs
暗黑鳃金龟
Holotrichia
parallela

铜绿丽金龟
Anomala

corpulenta

大黑鳃金龟
Holotrichia

sauteri

1    7    2 2    4    0 1    1

2 15 25 0 8 4 3 2 2

3 3 1 0 5 3 4 1 1 1

4 5 3 0 25 8 0 2 2 1

5 4 1 0 10 2 1 4 1

合计Total 34 32 2 52 17 9 10 5 3

所占比例Proportion∥% 20.73 20 .73 42 .07 5 .49 10 .98

 注: 每块地累计调查30 m2 。

 Note : The investigated area in each plot is 30 m2 .

表2 不同药剂对马铃薯田地下害虫防治效果试验

Table 2 Control effect test of different medicaments onunderground pests inpotatofields in Luoyang City of Henan Province

药剂及用量
Medicaments andtheir dosage

防治效果( 以被害块茎计算)
Control effect ( Calculating

according to damagedtuber) ∥%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

0 .05 0 .01

防治效果( 以虫情指数计算)
Control effect ( Calculating

according to pest index) ∥%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

0 .05 0 .01

40 %辛硫磷EC 40 % phoxi mEC 7 500 ml/ hm2 43 .14 cde BCD 39 .55 efg DE

0 .26 %绿丹 AS 0 .26 % Lvdan AS 15 000 ml/ hm2 38 .13 ef CD 44 .76 ef CD

1 .2 %苦参碱- 烟碱AS 1 .2 % matrine-nicotine 51 .55 abc AB 54 .95 cd ABC

 AS 15 000 ml/ hm2

48 %乐斯本EC 48 % chlorpyrifos EC 4 500 ml/ hm2 48 .39 bcd ABC 56 .89 bcd ABC

3 % �虫脒 WP3 % acetamiprid WP6 000 g/ hm2 41 .65 de BCD 47 .89 de BCD

10 %吡虫啉 WP 10 % i midacloprid WP6 000 g/ hm2 54 .90 ab A 60 .39 abc AB

1 .8 %齐螨素EC 1 .8 % avermectin EC 4 500 g/ hm2 21 .62 g E 31 .28 g E

3 % 地星 GR 3 % earthstar GR 105 kg/ hm2 32 .01 f DE 36 .22 fg DE

3  结论与讨论

( 1) 危害马铃薯的地下害虫主要有蝼蛄、金针虫、地老虎、

网目拟地甲、蛴螬等, 其中危害比较严重的有蝼蛄、金针虫、地

老虎、蛴螬, 特别是地老虎 , 在马铃薯生长后期危害严重, 造成

马铃薯品质下降, 损失较大, 因此要加强地老虎的防治。

( 2) 在参试药剂中 , 用虫情指数和块茎被害率评价防治效

果,10 % 吡虫啉 WP 对马铃薯田地下害虫防治效果较好。因

此, 吡虫啉是较为理想的地下害虫防治药剂。

(3) 地下害虫防治要点。①农业防治。有条件的地区进

行水旱轮作 ; 精耕细作, 冬季深耕可消灭大部分越冬害虫, 减

少来年虫源; 及时清除杂草可消灭地老虎的产卵寄主 ; 适时

冬灌、春灌可杀灭部分害虫。②药剂防治。马铃薯播种时先

开沟撒入由吡虫啉或乐斯本配制的毒土 , 然后放入种薯并覆

土。虫情重的地块于马铃薯生长期补施1 次, 顺垄撒施毒土

后覆土。防治蝼蛄、地老虎可用由炒香的麦麸加甲基异柳磷

或敌百虫制成毒饵, 撒施于垄间诱杀。③诱杀成虫。蛴螬、

地老虎成虫趋光性强 , 可于成虫发生期用黑光灯或频振式杀

虫灯进行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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