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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自主创制新抗病毒药剂——30%毒氟磷WP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防控效果以及探讨

防治该病的理想药剂组合，采用喷雾施药法对 30%毒氟磷 WP、25%吡蚜·噻虫嗪 SC、10%醚菊脂 MG、

8%宁南霉素 AS 的单用或混用处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大田分蘖初期，以 25%吡蚜·噻虫嗪 SC

375 mL/hm2和30%毒氟磷WP 990 g/hm2的药剂组合的防治效果最好，防效为66.67%，25%吡蚜·噻虫嗪

SC、10%醚菊脂MG、30%毒氟磷WP和8%宁南霉素AS的防效分别为50.51%、33.33%、33.33%、17.12%；

在收割期，以25%吡蚜·噻虫嗪SC 375 mL/hm2和30%毒氟磷WP 990 g/hm2的药剂组合的防治效果最好，

防效为 73.24%，25%吡蚜·噻虫嗪 SC 375 mL/hm2、10%醚菊脂 MG 450 g/hm2、30%毒氟磷 WP 990 g/hm2

和8%宁南霉素AS 750 mL/hm2处理组的防效依次是46.48%、45.07%、43.66%、42.25%。同时，测产试验

结果表明：与 CK 相比，增产效果最明显的是 25%吡蚜·噻虫嗪 SC 375 mL/hm2 和 30%毒氟磷 WP

990 g/hm2组合，增产值为 292.35%，而 25%吡蚜·噻虫嗪 SC、10%醚菊脂 MG、30%毒氟磷 WP 和 8%宁南

霉素AS的增产值为249.75%、230.7%、208.65%、104.7%。因此，为有效防治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可采

用本研究中的杀虫剂和抗病毒剂的联合处理，特别是在秧田期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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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control effects of creating new pesticide of Dufulin against SRBSDV and the ideal
control methods, the field trials were completed in rice through field spray about the pesticides of 30% Dufulin
WP, 25% pymetrozine·thiamethoxam SC, 10% Ethofenprox MG, 8% Ninnan mycin AS and its combin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original field tillering stage, at a dosage of 375 mL/hm2 and 900 g/hm2,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combination about 25% pymetrozine·thiamethoxam SC WP and 30% Dufulin WP were better, i.e.
66.67%, and the control effects of 25% pymetrozine·thiamethoxam SC, 10% Ethofenprox MG, 30% Dufulin
WP and 8% Ninnan mycin AS were 50.51%, 33.33%, 33.33% and 17.12%, respectively. At harvest stage,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combination about 25% pymetrozine·thiamethoxam SC WP and 30% Dufulin WP also
were better, i.e. 73.24%, and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others treatment goups were 46.48%, 45.07%,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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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南 方 水 稻 黑 条 矮 缩 病 毒 (southern rice

black-streaked dwarf virus, SRBSDV)是近年在华南新

发现的一种水稻病毒，该病毒属于斐济病毒属

(Fijivirus)，其媒介昆虫是白背飞虱(Sogatella furcifera

Horvath)，它是由华南农业大学周国辉教授首先发现

并命名[1-2]。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首次发现是在 2001

年，之后一直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呈小范围发

生，2010年，该病害在中国广西、广东、江西、湖南、福

建、贵州等多个省份呈突发加重趋势，据不完全统计，

2010年，中国该病发生面积在133万hm2，给农业生产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关于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及其防控的研究得到国内科研同行的广泛关注[3-6]。针

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为害，中国对南方水稻黑条

矮缩病进行前期基础性工作，例如：进行病毒分子生物

学研究，报道了该病毒的基因组结构和序列信息[7-9]，同

时，还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的分子检测技术[10-12]、

所致的病害的病理特征、传毒机制以及该病害的流行

病学进行调查研究[13-15]。然而，关于该病害的药剂防控

工作，目前却少有报道[16]。由于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近年呈现前期潜隐性强、流行扩散快、成灾重和防控难

度大等特点，同时，针对该病缺乏有效防控药剂及措

施，贵州大学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培育基地采用自主创制的高效低毒抗植物病毒药剂

——毒氟磷（专利证书号：ZL200510003041.7）以及筛

选的高效配方杀虫剂——25%吡蚜·噻虫嗪悬浮剂（专

利公开号：CN 101569312A），从“治虫防病”、“虫病共

防共治”的角度，进行防治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药

剂药效研究和防控措施探讨，以期获得防治南方水

稻黑条矮缩病最佳的药剂防控技术方法，为防控该病

害提供技术支持[17]。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30%毒氟磷WP（贵州大学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8%宁南霉素AS（黑龙

江强尔生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25%吡蚜·噻虫嗪SC

（吡蚜酮 22.5%+噻虫嗪 2.5%，贵州大学绿色农药与农

业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0%醚菊酯

MG（山西绿海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验地点概况

试验地点设在广东省雷州市北和镇格内村（北纬

20°41′，东经109°52′）。秧田土壤类型为水稻土，属

砖红壤，粘质土，肥力中等，pH 6.5，稻田地势平坦，排

灌方便，所有试验小区栽培及水肥管理等条件均一

致。秧田前作为花生，本田前作为水稻。单季稻产量

6750 kg/hm2。试验水稻品种为‘博 II优 15’。种植方

式是移栽，栽植密度约25万丛/hm2。防治对象是南方

水稻黑条矮缩病。

1.3 试验设计

试验参照 2010年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全国协防组”的试验方案执行。

试验以清水为空白对照（CK），共6个处理，分别是8%

宁南霉素 AS 50 mL（处理 1），25%吡蚜·噻虫嗪 SC

25 mL+30%毒氟磷WP 66 g（处理 2），10%醚菊酯MG

30 g（处理3），30%毒氟磷WP 66 g（处理4），25%吡蚜·
噻虫嗪SC 25 mL（处理5），清水对照（处理6）。每个处

理 3 次重复，共 18 个小区。每个小区秧田面积为

41.4 m2（18 m×2.3 m），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间有

宽0.5 m（宽）的保护行，采用塑料薄膜覆盖。处理秧田

与本田定田移栽、调查，多余秧苗供农户移栽，并按常

规管理。

2010 年 7 月 18 日浸种，2010 年 7 月 20 日播种育

秧，2010年8月14日移植，2010年11月10日收割。按

照试验方案和水稻生育期，第 1 次施药是在 2010 年

7月 24日，秧田 1叶 1心期；第 2次施药是在 2010年 8

月 12日，秧田—送嫁药；第 3次施药是在 2010年 8月

25日，移植后11天，大田分蘖初期（第6代稻飞虱防治

适期为2010年9月1日）；第4次施药是在2010年9月

29日，孕穗期（第 7代稻飞虱防治适期为 2010年 9月

29日）。施药时采用背负式 3W-16型手摇喷雾器（工

作压力 0.2~0.3 MPa，喷孔口径 1.0 mm），用水量

900 kg/hm2，常量均匀喷雾。施药时天气晴朗，平均气

温 29.2℃。药后 24 h 未遇雨。用药时建立水层 3~

5 cm，并保水3天以上。

and 42.25%,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crop yield showed that, being comparable with CK-treatment group,
the increasing yield about combination about 25% pymetrozine·thiamethoxam SC WP and 30% Dufulin WP
were better, i.e. 66.67% , and its of others treatment group were 249.75% , 230.7% , 208.65% and 104.7% ,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25% pymetrozine·thiamethoxam SC and 30% Dufulin WP can
control SRBSDV.
Key words: pesticide; southern rice black streak dwarf virus (SRBSDV); control effect

·· 251



中国农学通报 http://www.casb.org.cn

各处理施肥时间及施用量均一致，全生育期共施

尿素 412.5 kg/hm2，过磷酸钙 375 kg/hm2，氯化钾

300 kg/hm2，本田孕穗期追施复合肥。

1.4 药效调查

南方黑条矮缩病发生及发病程度参照文献[16]方

法进行。0级：全株无病；1级：植株无明显矮化，高度

比健株矮 20%以内；3 级：植株矮化，高度比健株矮

20%~35%；5级：植株严重矮化，高度比健株矮 35%~

50%；7级：植株严重矮缩，高度比健株矮 50%以上，或

者死亡。收割前，还将染病植株分为“重度病株”和“中

度病株”两类，“重度病株”为不抽穗植株，“中度病株”

为包颈穗或成熟期稻叶仍特青绿不转黄，并分别计算

其防效。在大田分蘖初期（2010年 8月 29日）和收割

前（2010年11月7日）先后4次对各处理的南方黑条矮

缩病（感）病株进行全区所有病株调查，计算各处理的

病株数和病丛率。

病丛率 =
发病总丛数

调查总丛数
× 100%

防病效果 =
对照区发病率 -药剂处理区发病率

对照区发病率
× 100%

1.5 产量测定

2010 年 11 月 7 日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了“圆

规”测产，每个小区随机选取 3 个点，每个点割一个

1 m2，现场脱粒、除杂后称湿谷重，取样谷烘湿谷至恒

重计算晒干率，再用1 m2湿谷重和样本晒干率计算单

产。

1.6 统计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

药效调查数据采用LSD法进行方差分析，产量测定数

据采用Duncan法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水稻的安全性

药后 1周以后观察整个生长期水稻，各处理水稻

生长正常，叶色、株高等无明显影响，未见叶片褪绿、畸

形等，说明各药剂处理对水稻安全。

2.2 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防治效果

对每个小区所有稻株进行病害调查，如表1所示，

在水稻不同生育期（2010年8月29日和2010年11月7

日）调查每处理病丛率，并进行防效计算，数据表明，在

大田分蘖初期（2010年8月29日），防治南方水稻黑条

矮缩病的防效最好的是25%吡蚜·噻虫嗪SC＋30%毒

氟磷WP的处理，其防效为66.67%，其次，25%吡蚜·噻

虫嗪SC、10%醚菊脂MG、30%毒氟磷WP和8%宁南霉

素 AS 的 防 效 分 别 为 50.51% 、33.33% 、33.33% 、

17.12%。在收割前（2010年 11月 7日）对南方水稻黑

条矮缩病的防效调查表明：防效最好的是25%吡蚜·噻

虫嗪 SC＋30%毒氟磷WP的处理，其防效为 73.24%；

其次，25%吡蚜·噻虫嗪SC、10%醚菊脂MG、30%毒氟

磷 WP 和 8%宁南霉素 AS 的防效分别为 46.48%、

46.48%、43.66%、42.25%。结果表明，在田间未出现或

刚出现南方黑条矮缩病显症时，按 25%吡蚜·噻虫嗪

SC＋30%毒氟磷WP的处理方法，防控水稻南方黑条

矮缩病可收到比其他处理组理想的防效。与此同时，

在收割前，还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病株进行初步分

级和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在“重度病株”和“中度病

株”2个处理组中，其防效趋势与表 2显示出一致的趋

势，这一结果同样证实了各种药剂对不同发生程度的

病株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2.2 产量测定效果

如表 3 所示，25%吡蚜·噻虫嗪 SC＋30%毒氟磷

WP处理的产量最高，干谷产量为4802.7 kg/hm2，比CK

处理

25%吡蚜·噻虫嗪SC

+30%毒氟磷WP

25%吡蚜·噻虫嗪SC

10%醚菊脂MG

30%毒氟磷WP

8%宁南霉素AS

CK

剂量

375 mL/hm2+

990 g/hm2

375 mL/hm2

450 g/hm2

990 g/hm2

750 mL/hm2

—

8月29日

每区病株均数/丛

4.6

6.9

9.2

9.2

11.5

13.8

病丛率/%

0.33

0.49

0.66

0.66

0.82

0.99

防效/%

66.67dD

50.51cC

33.33aA

33.33aA

17.12bB

—

11月7日

每区病株均数/丛

43.70

87.40

89.70

92.00

94.30

163.3

病丛率/%

3.12

6.24

6.41

6.57

6.74

11.66

防效/%

73.24bA

46.48aA

45.07aA

43.66aA

42.25aA

—

表1 各药剂处理对南方黑条矮缩病的田间防治效果（2010年，广东雷州）

注：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性（P<0.0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性（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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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6.7 kg/hm2）增产62.41 kg，增产292.35%，并且该处

理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处理的产量要高。同时，比较

30%毒氟磷WP和 8%宁南霉素AS发现：30%毒氟磷

WP处理组的产量、比CK增产分别是4491.45 kg/hm2、

624.9 kg和208.65%，而8%宁南霉素AS处理组的产量、

比 CK 增产和增产的百分数分别是 4156.95 kg/hm2、

290.25 kg和 104.7%，表明采用 30%毒氟磷WP的增产

效果好于8%宁南霉素的增产效果。此外，比较25%吡

蚜·噻虫嗪 SC和 10%醚菊脂MG的产量发现：25%吡

蚜·噻虫嗪SC处理组的产量为 4639.35 kg/hm2，与CK

处理组相比，增产值和增产百分数分别是772.65 kg和

249.75% ，而 10% 醚 菊 脂 MG 处 理 组 的 产 量 为

4569.6 kg/hm2，与CK处理组相比，增产值和增产百分

数分别是702.9 kg和230.7%，表明采用25%吡蚜·噻虫

嗪 SC 防治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增产效果约好于

10%醚菊脂MG。

3 结论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新型抗植物病毒剂——毒氟磷

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和增产效

果；同时，通过“虫病结合”的方式，将 30%毒氟磷WP

和25%吡蚜·噻虫嗪SC联合使用，能显著提高防效，并

且增产效果也比较明显。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是一种新病害，目前国内对

于其的防控研究工作尚不多见，研究工作的核心是围

绕创新药剂——毒氟磷进行防控效果评价，并研究毒

氟磷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防控技术。研究的不足

之处在于创新药剂——毒氟磷对于水稻各生育期感染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后的防控效果缺乏评价，毒氟磷

防控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是否存在剂量关系以及抗病

毒药剂的持效期、毒氟磷与现有市售抗病毒药剂品种

间（例如：氨基寡糖素、嘧肽霉素、香菇多糖、盐酸吗啉

胍、三氮唑核苷等）在防控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上的优

越性比较、是否存在协同效应等。此外，针对中国各个

水稻种植区域（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江西、湖南、贵

州、湖北等）、早中晚稻和具体的水稻品种（不同的遗传

背景），还缺乏相应的防控技术措施。

4 讨论

通过对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田间防治试验中，

笔者发现各种药剂对该病的防治均有一定的效果，同

时，还发现最理想的防治方法是“虫病结合”的方式，将

25%吡蚜·噻虫嗪SC和 30%毒氟磷WP结合使用。此

外，通过不同时间的田间调查发现，防效会随时间的推

移逐渐降低，这提示一旦发生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后，

需要根据病害为害程度和药剂的持效期的特点，注意

表2 各药剂处理对南方黑条矮缩病的田间防治效果（2010年，广东雷州）

处理

25%吡蚜·噻虫嗪SC+30%毒氟磷WP

25%吡蚜·噻虫嗪SC

10%醚菊脂MG

30%毒氟磷WP

8%宁南霉素AS

CK

剂量

375 mL/hm2+990 g/hm2

375 mL/hm2

450 g/hm2

990 g/hm2

750 mL/hm2

—

重度病株

病株均数/丛

18.4

20.7

32.2

25.3

27.6

66.7

病丛率/%

1.31

1.48

2.30

1.81

1.97

4.76

防效/%

72.48aBC

68.91aBC

51.68aA

61.97aB

58.61aA

—

中度病株

病株均数/丛

25.3

66.7

57.5

66.7

66.7

96.6

病丛率/%

1.81

4.76

4.11

4.76

4.76

6.90

防效/%

73.77cC

31.01aA

40.43bB

31.01aA

31.01aA

—

注：表中“重度病株”为不抽穗植株，“中度病株”为包颈或成熟期稻叶仍特青绿不转黄。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

同表示差异显著性（P<0.0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性（P<0.01）。

表3 试验各处理产量及差异显著性比较表

处理

25%吡蚜·噻虫嗪SC+30%毒氟磷WP

25%吡蚜·噻虫嗪SC

10%醚菊脂MG

30%毒氟磷WP

8%宁南霉素AS

CK

干谷产量/(kg/hm2)

Ⅰ
4666.2

4629.45

4590.75

4723.05

4562.25

3584.4

Ⅱ
4879.65

4603.8

4675.8

4389.75

3915.6

3693.9

Ⅲ
4862.4

4684.65

4442.25

4361.7

3993

4321.65

平均

4802.7

4639.35

4569.6

4491.45

4156.95

3866.7

比CK增产

产量/(kg/hm2)

936.15

772.65

702.9

624.9

290.25

—

百分数/%

292.35

249.75

230.7

208.65

104.7

—

产量差异显著性

5%

a

ab

ab

ab

bc

c

1%

A

A

AB

AB

AB

B

方差分析

处理间F值=

5.337,区组间F

值=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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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剂量、间隔期和施药次数。为了积极有效防治南

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在生产上提出如下的建议：（1）采

用虫病结合的施药方式，进行“虫病共防共治”，并且防

治时期重在秧田，切断毒链。（2）使用抗病毒剂时，注意

抗病毒剂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机制、药剂持效期和施药

方法，例如，宁南霉素是一种钝化病毒的生物农药，因

此，最好在带毒白背飞虱大暴发或病毒侵染或大量增

殖时期使用；同时，使用时最好选在傍晚时候使用，以

减少宁南霉素因光不稳定性所造成的降解 [18]。毒氟

磷、氨基寡糖素、菇类蛋白多糖、超敏蛋白等均属于具

有抗病免疫诱导病毒剂，具有抗病能力[19]，使用时最好

在秧苗早期或发病前期使用，以提高水稻对病毒的抗

病性，以减少水稻感染病毒的机率和抑制病毒在水稻

体内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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