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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在安徽省庐江县 次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防治 代和 代稻飞虱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

√ 和 Νιλαπαρϖατα λυγενσ ≥… 用 毒死蜱乳油 1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的处理 后防治效果分别为 1 和 1 毒死蜱 1 噻嗪酮可湿性粉剂 分别为

1 和 1 ∀防治 代和 代二化螟 Χηιλο συππρεσσαλισ • 用毒死蜱 1 吡虫啉

的处理 后防治效果分别为 1 和 1 毒死蜱 1 噻嗪酮 分别为 1 和

1 ∀建议交替轮换使用以上混剂及剂量 并掌握在稻飞虱低龄若虫高峰期和二化螟卵孵高峰期施

药 可有效防治稻飞虱和二化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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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通讯作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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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南部的 / 四稻0混栽区 稻螟危害严 重≈ ∀ 代二化螟 Χηιλο συππρεσσαλισ • 与

代稻飞虱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 √ 和

Νιλαπαρϖαταλυγενσ ≥… 稻飞虱按本地发生世

代 若按全国迁飞种群则为 代 ! 代二化螟

与 代稻飞虱常混合发生 为提高防治效果 有

效地开展总体防治 作者于 年在安徽省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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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县应用 毒死蜱乳油与 噻嗪酮可湿

性粉剂 ! 蚜虱净可湿性粉剂混用 进行了防

治稻飞虱 !二化螟试验 结果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地点及条件

试验在庐江县汤地镇柏老村进行 防治

代稻飞虱 ! 代二化螟试验安排在一块单季晚

稻田中进行 防治 代稻飞虱 ! 代二化螟试验

安排在一块双季晚稻田中进行 ∀单晚为直播稻

田 品种为秀水 双晚为抛秧稻田 品种为

武香粳 2 ∀二稻田均为白土田 质地中壤

肥力中等 ∀试验田各小区播种量 !播种和抛秧

时间 !抛栽密度 !肥力水平等均保持一致 ∀试验

期间 各小区之间均筑小埂 并分别开设单独的

进 !出水口实行单灌单排 防止串灌 ∀

112  处理设计及重复

试验设 个处理 ∀ 用毒死蜱

乳油 商品名 乐斯本 美国陶

氏益农公司生产 1 噻嗪酮 可湿

性粉剂 商品名 扑虱灵 ∏ 江苏丹阳市

农药化工厂生产 毒死蜱 1

噻嗪酮 毒死蜱 1 噻嗪酮

毒死蜱 1 吡虫啉 可湿性粉

剂 商品名 蚜虱净 江苏克胜集团

生产 毒死蜱 1 噻嗪酮

及 空白对照 喷施等量清水 ∀ 次重复 共

个小区 随机区组排列 单晚稻田小区面积

∀经手工调节 各小区有二化螟卵块

块 双晚稻田小区面积 各小区有二化螟

卵块 块 ∀

113  施药时间及方法

防治 代稻飞虱 ! 代二化螟试验于 月

日施药 此时稻飞虱处于低龄若虫高峰期

龄若虫占 1 龄若虫占 1 为褐飞虱

Νιλαπαρϖατα λυγενσ ≥… !白背飞虱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 √ 混 合 种 群 白 背 飞 虱 占

1 ∀施 药 时 二 化 螟 Χηιλο συππρεσσαλισ

• 为 ∗ 龄幼虫高峰期 ∀防治 代稻飞

虱 ! 代二化螟试验于 月 日施药 此时 代

稻飞虱处于低龄若虫高峰期 龄若虫占

1 龄若虫占 1 也为褐飞虱 !白背飞

虱混合种群 白背飞虱占 1 ∀施药时二化

螟处于卵孵高峰期 ∀施药均采用新加坡产

⁄ 型手动喷雾器常规容量均匀喷雾

单晚田药液量为 Π 双晚田药液量为

Π 药剂在用药当天现场混配使用

用药当天均为晴天 ∀

114  数据调查及分析

于药前当天调查稻飞虱虫口基数 药后

调查稻飞虱列虫数 每小区 点取

样 每点调查 丛 共 丛 分别计算虫口减退

率 !校正防效 于药后 二化螟为害定型

后 每小区采取平行跳跃法取样调查 丛

调查二化螟螟害株数 枯孕穗 !白穗 计算螟害

率和保苗效果 同时拔取 丛内全部螟害株

剥检活 !死虫数 计算防治效果 ∀百分率资料经

反正弦变换 分别进行 ⁄∏ 氏差异显著性测

定 ∀药后 内目测各小区水稻生长情况 观

察有无药害产生 ∀

2  结果与分析

211  对稻飞虱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 表 表明 毒死蜱 乳油 !噻

嗪酮 可湿性粉剂 混用 可提高防治稻飞虱

的速效性 ∀药后 调查 用毒死蜱 1

噻嗪酮 !毒死蜱 1 噻嗪酮

防治效果分别达 1 和 1 均显著高于

毒死蜱 !噻嗪酮单用处理及毒死蜱 1 噻

嗪酮 ∀药后 大多数处理出现药效高峰

毒死蜱 1 吡虫啉 处理的防效为

1 居各处理之首 其次为毒死蜱 1

噻嗪酮 的 1 ∀药后 用毒死蜱

1 噻嗪酮 !毒死蜱 1 噻嗪

酮 防效仍分别达 1 和 1 均显著

高于毒死蜱 !噻嗪酮单用处理及混用的低剂量处

理 ∀试验结果还表明 药后 ∗ 毒死蜱

1 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 防效均

显著高于或不低于毒死蜱 1 噻嗪酮

防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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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毒死蜱与噻嗪酮 !吡虫啉混用防治 3 代稻飞虱效果  年 庐江县

处理

药剂名称
剂量

Π

药前基数

头Π 丛

药后 药后

残留虫量

头Π 丛

虫口减退

率

校正防效 药前残留虫

量 头Π 丛

虫口减退

率

校正防效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 1 1 1 ≤

毒死蜱 吡虫啉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1 1 1 1 1 ≤ 1 1 1 ≤

噻嗪酮 1 1 1 1 ⁄ 1 1 1 ⁄

≤ 清水 1 1 1 1 1

续表

处理 药后 药后

药剂名称
剂量

Π

残留虫量

头 丛

虫口减退率 校正防效 药前残留虫量

头Π 丛

虫口减退率 校正防效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

毒死蜱 吡虫啉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1 1 1 1 1 1 1 ⁄

噻嗪酮 1 1 1 ≤ 1 1 1 ⁄

≤ 清水 1 1 1 1

  注 表中数据均为 次重复平均值 防效后字母相同者为 ⁄∏ 氏测验差异不显著 Π 1 下表同 ∀

  从试验结果 表 可以看出 对 代稻飞

虱防治效果的趋势与 代基本一致 毒死蜱 !噻

嗪酮高 !中剂量混用处理防效均高于低剂量混

用处理 显著高于毒死蜱 !噻嗪酮单用处理 ∀药

后 出现药效高峰 药后 防效仍达

1 ∗ 1 ∀毒死蜱 !吡虫啉混用处理

除药后 略低于毒死蜱 !噻嗪酮高 !中剂量混

用处理外 药后 防效均高于或显著高

于毒死蜱 !噻嗪酮高 !中剂量混用处理 ∀

表 2  毒死蜱与噻嗪酮 !吡虫啉混用防治 4 代稻飞虱效果  庐江县

处理

药剂名称
剂量

Π

药前基数

头 丛

药后 药后

残留虫量

头Π 丛

虫口减退

率

校正防效 药前残留虫

量 头Π 丛

虫口减退

率

校正防效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吡虫啉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1 1 1 1 1 ≤ 1 1 1 ≤

噻嗪酮 1 1 1 1 ⁄ 1 1 1 ≤

≤ 清水 1 1 1 1 1

续表

处理 药后 药后

药剂名称
剂量

Π

残留虫量

头 丛

虫口减退率 校正防效 药前残留虫量

头Π 丛

虫口减退率 校正防效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

毒死蜱 噻嗪酮 1 ⁄

毒死蜱 吡虫啉 1 1 1 1
毒死蜱 1 ≤ ⁄

噻嗪酮 ⁄ ⁄

≤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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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对二化螟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 表 表明 施药后

用毒死蜱 1 噻嗪酮 对 代二化螟

防治效果为 1 显著高于毒死蜱 1

噻嗪酮 与毒死蜱 1 噻噻酮

!毒死蜱 1 吡虫啉 以及毒死

蜱 1 防效相当 ∀各处理对 代二化螟

的保苗效果略低于防治效果 趋势与防治效果

相同 ∀

各处理对 代二化螟的防治效果 !保苗效

果均高于 代二化螟 说明在二化螟卵孵高峰

期施药效果较好 ∀ 用毒死蜱 1

噻嗪酮 防效为 1 高于参试的其他

处理 ∀其保苗效果达 1 显著高于毒死

蜱 1 噻嗪酮 与毒死蜱 1

噻嗪桐 !毒死蜱 1 吡虫啉

以及毒死蜱 1 保苗效果的差异均不显

著 表 ∀

表 3  毒死蜱与噻嗪酮 !吡虫啉混用防治二化螟效果  庐江县

处理 代 代

药剂名称
剂量

Π

螟害率 残留活虫数

头Π 丛

保苗效果 防治效果 螟害率 残留活虫

数 头 丛

保苗效果 防治效果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吡虫啉 1 1 1 1 1 1 1 1 1

毒死蜱 1 1 1 1 1 1 1 1 1

噻嗪酮 1 1 1 1 1 1 1 1

≤ 清水 1 1 1 1

  注 调查时间为施药后 ∀表中数据均为 次重复平均值 保苗效果 !防治效果后字母相同者为 ⁄∏ 氏测验差异不显著

Π 1 ∀

213  对水稻的安全性

药后 内目测结果表明 各处理区水稻

生长正常 均无药害现象 对水稻安全 ∀

3  小结与讨论

本项田间试验工作表明 毒死蜱 乳

油 与噻嗪酮 可湿性粉剂 混用 在稻飞虱

低龄若虫高峰期施药 较噻嗪酮单用的速效性

明显提高 且持效性较好 ∀同时 对二化螟具有

较好的兼治作用 但需在二化螟卵孵高峰期施

药 ∀

毒死蜱与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 混用

后 药后 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均高于

毒死蜱与噻嗪酮混用 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和

保苗效果与其相当 且吡虫啉防治稻飞虱施药

适期较宽 可更好地发挥对二化螟的兼治作用 ∀

由上可知 毒死蜱与噻嗪酮 !毒死蜱与吡虫

啉混用对水稻安全无明显药害 故在稻飞虱和

二化螟的总体防治中 可用毒死蜱 1

吡虫啉 与毒死蜱 1 ∗ 1

噻嗪酮 ∗ 交替轮换使用 掌握在稻飞虱

低龄若虫高峰期和二化螟卵孵高峰期施药 能

够提高防治效果 !降低防治成本 !延缓抗药性产

生 ∀若将毒死蜱用药量提高到 ∗ 将

会提高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 不过药费也有所

上升 故应依据虫口密度灵活掌握 必要时 考

虑使用氟虫腈 混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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