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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双喷雾和药土撒施对水稻
二化螟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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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在安徽省庐江县试验研究常用杀螟药剂 *(+杀虫双 ,- 喷雾和药土撒施对

二化螟的防治和保苗效果。结果表明，每公顷有效成分为 *.&#(、/$.#( 和 .*&#( 0 喷雾的虫口减

退率分别为 %1#(+、1(#$+和 1(#1+，药土撒施分别为 %.#/+、1&#’+和 1’#"+。保苗效果变化趋势

与虫口减退率基本一致。可见，每公顷施用 /$.#( 0 是比较适宜的。药土撒施虽防效下降 & 2 ’ 个

百分点，但施用简便，对天敌影响小，故认为比较经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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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全国稻螟普遍上升，"11/ 年大发生，此后连年暴发，"11/ 2 "11. 年全国二化螟、

三化螟危害面积均在 " ($$ 万 45& 以上，其中二化螟约占 & 6 ’，三化螟占 " 6 ’，全国主要稻区

包括吉林省的二化螟防治任务非常艰巨7" 2*8。*(+杀虫双 ,-!可溶性粉剂)是防治二化螟的常

用药剂，施药方式一般为喷雾，但喷雾费工，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施用方式。为试验药土撒施方

法7(8，作者于 &$$$ 年进行了田间小区药效试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地点及条件

试验在安徽省庐江县戴桥乡移栽单晚大田进行，供试水稻品种为秀水 //*。供试田块地

势平坦，壤土肥力中等，常规水肥管理。二化螟发生量较大，符合药效试验条件要求。

!*( 处理及重复

试验设 1 个处理。处理 " 2 ’ 分别为喷雾 *(+杀虫双 ,- *.&#( 0!换算为每公顷有效成分

用量，下同)、/$.#( 0 和 .*&#( 0，处理 * 为 1$+杀虫单 ,- (*$ 0!以上 & 种药剂均为安徽华星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处理 ( 为 (+锐劲特 ,9!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生产)’$ 0，处理 / 2 %
分别为药土撒施 *(+杀虫双 ,- *.&#( 0、/$.#( 0 和 .*&#( 0，处理 1 为清水喷雾对照。每处理

* 次重复，共 ’/ 个小区。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领域前沿项目及东北农业创新工程重大项目!;<9=>:?:$.)资助

作者简介：盛承发!"1($:)，男，安徽省庐江人，博士，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昆虫生态学和农业生态学研究，发表论

文 "($ 余篇。

吉林农业科学 &$$’@&%（’）：’&:’* ABCDEFG BH AIGIE 30DIJCGKCDFG ,JILEJLM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03.03.010



小区面积为 !! "#，小区卵块数经人工调整一律为 $ 块，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小区之间筑

小埂分隔阻水串流。

!"# 施药时间及方式

#%%% 年在 # 代二化螟卵孵高峰期&’ 月 ## 日(施药 ) 次，喷雾液量为 ’$% *+ , -"#，采用工

农.)/ 型手动喷雾器常规细水喷雾，药土撒施处理将既定药量均匀拌于 !%% *+ 细土并均匀

撒施。空白对照区喷施等量清水。施药时力求均匀周到，田间保持 ! 0 $ 1" 水层，施药后 #%
0 #$ 2 田水只续灌，不排出，以利药效发挥。施药时水稻处于分蘖期。

!"$ 数据调查及分析

于当代二化螟危害稳定后&施药后 #% 2(，每小区平行线跳跃取样 #%% 丛调查健株数、枯

心株数、枯孕穗及白穗株数，同时拔出其中螟害株，剥查死虫和残留活虫数，计算虫口减退率

和保苗效果。虫口减退率&3(4&).处理活虫数 , 对照活虫数(5)%%，保苗效果&3(4&).处理被害

株率 , 对照被害株率(5)%%。统计分析时百分率资料经反正弦平方根变换，差异显著性检验用

6789 法&:4%;%$(。因施药前各小区卵块数相同&手工调整(，故略去校正防效的计算。

! 结果与分析

表 ) 结果表明，<$3杀虫双 =: /%’;$ + 喷雾处理的虫口减退率为 >$;%3，药土撒施为

>#;!3。药土撒施虽防效下降 # 0 ! 个百分点，但施用简便，对天敌影响小，故比较经济适用。

不过使用药土法时，稻田中必须建立 ! 0 $ 1" 浅水层，施药后田水只能续灌，不能排出?/@。

本试验中，$3锐劲特 =A !% + 的防效最高，但其药费约为 )$% 元，是 <$3杀虫双 =: /%’;$
+ 的数倍，性能价格比是杀虫双的主要优势。

此外，细水粗喷雾是防治稻螟的适宜方法之一，不过其防效受喷水量影响很大，每公顷

不能少于 ’$% *+，否则药液不易到达植株中下部而影响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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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杀虫双 ’( 防治 ) 代二化螟效果

处理编号 药 剂
剂量&+ , -"#( 残留活虫数 枯心株率 虫口减退率 保苗效果

及施药方式 &头 , $% 丛( &3( &3( &3(
) <$3杀虫双 =: <’#;$ 喷雾 !;C #;<< C>;$ 2 CC;% D
# <$3杀虫双 =: /%’;$ 喷雾 );C );#< >$;% E >!;> 2
! <$3杀虫双 =: ’<#;$ 喷雾 );$ %;C% >$;> E >/;) E
< >%3杀虫单 =: $<%;% 喷雾 #;% );<% ><;$ E >!;) 1
$ $3锐 劲 特 =A !%;% 喷雾 % % )%%;% F )%%;% F
/ <$3杀虫双 =: <’#;$ 药土 <;$ #;$< C’;/ D C’;$ 2
’ <$3杀虫双 =: /%’;$ 药土 #;C );/< >#;! 1 >#;% 1
C <$3杀虫双 =: ’<#;$ 药土 #;$ );</ >!;) 1 >#;C 1
> AG 清水喷雾 !/;! #%;!C % H % H

注：表中数据为 < 次重复平均值，百分数资料经反正弦平方根变换，同一列字母相同的数字之间差异不显著

&6789 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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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育 >? 号：由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育成，5<<. 年经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A定。

品种特征特性：该品种属中晚熟品种，亚有限结荚习性，需!.<\有效积温 5 W<< ] 5 =<<\，生育期 .?5
] .?K C。株高 .<< I3，主茎发达，分枝 . ] 5 个，尖叶，白花，灰毛，株型收敛，主茎结荚较密，四粒荚多，荚熟时

呈浅褐色。子粒椭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种脐黄色，百粒重 .=:? * 左 右 。 蛋 白 质 含 量 K5:X=L，脂 肪 含 量

.=:==L。人工接种鉴定为中抗大豆病毒病 . 号株系，抗 ? 号株系；田间自然发病鉴定为抗大豆病毒病、霜霉

病和细菌性斑点病；K 年网室接虫鉴定为中抗大豆食心虫，田间自然鉴定为抗大豆食心虫。

产量水平：在 .VVW 年区试中平均产量比对照品种长农 K 号增产 W:VL，在 .VV= ] .VVV 年平均比对照品

种吉林 ?< 增产 XL，? 年平均增产 X:XL；.VVV ] 5<<< 年生产试验中平均产量比对照品种吉林 ?< 增产 K:5L。

栽培要点及适应区域：播种期一般在 K 月下旬至 @ 月上旬，适于中上等肥力地块种植，保苗 .= 万]5<
万株 Y ’35。公顷施 5 万]? 万 O* 有机肥作底肥，施 .<< ] .@< O* 磷酸二铵作种肥。适宜吉林省的四平、辽源、

松原南部的中晚熟区种植。

吉育 >@ 号：由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育成，5<<. 年经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A定。

品种特征特性：该品种属中熟品种，亚有限结荚习性，需!.<\有效积温 5 X<<\，生育期 .5W C 左右。株

高 =< ] V< I3，分枝 . ] 5 个，圆叶，紫花，灰毛，荚熟时呈浅褐色。子粒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种脐黄色，百粒

重 5@ * 左右。蛋白质含量 K<:.VL，脂肪含量 5<:=WL。人工接种鉴定为中抗大豆病毒病 .、? 号株系，田间自

然发病鉴定为抗大豆病毒病、灰斑病、霜霉病和细菌性斑点病，较抗倒伏。

产量水平：在 ? 年区试中平均产量 5 KWV:W O* Y ’35，比对照品种长农 @ 号减产 <:=L；在 5 年生产试验中

平均产量 5 =@X:= O* Y ’35，比对照品种长农 @ 号增产 .<:=L。

栽培要点及适应区域：播种期一般在 K 月下旬，播种量为 X< O* Y ’35 左右，保苗 .= 万株 Y ’35。在一般土

壤肥力条件下，公顷施 ? 万 O* 有机肥作底肥，.@< O* 磷酸二铵作种肥。在 = 月上、中旬及时防治大豆食心

虫。适宜吉林省的长春、吉林、通化、延边和辽源等中熟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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