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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粮食生产上的第一大害虫，属鳞翅目(Lepi-

doptera)螟蛾科(Pyramidae), 其在吉林省的发生分

布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吉林省中部每年发生完整

2 代，东部则是 1～1.5 代，西部 2 代或 2 代以上。
其中一代玉米螟卵的孵化率、一代幼虫的化蛹率

非常高，能达到 90%左右，直接影响二代玉米螟

的种群基数，而二代玉米螟是危害吉林省玉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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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论证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混剂对吉林省玉米田玉米螟的药效及对玉米的安全性。[方法]
按国家田间药效试验标准进行。[结果]不同施药方式对玉米螟的防效幅度相当，但不同剂量防治效果差异明显，随剂

量升高防效增大，施用量在 36.0～56.25 ga.i./hm2，防效幅度为 38.8%～95.2%。[结论]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WG
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兑水稀释后玉米茎叶喷雾，施用量 36.0～48.0 ga.i./hm2；兑水量 375.0 L/hm2；40%氯虫苯甲酰胺·噻

虫嗪 GR 可按 1：50 拌沙子，混匀后直接撒施，施用量 45.0 ga.i./hm2～56.25 ga.i./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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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ve the effect of 40% Chlorantraniliprole and Thiamethox－
am on controlling of Asian Corn Borer in Jilin Province and its safety on maize.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national standar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ffect was the same among different application
method, but effect was enhanced when more dosage applied. When the dosage was 36.0～48.0 ga.i./hm2, the effect
was 38.8%～95.2%.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proper application method was either spraying 36.0～48.0 ga.i./hm2

diluted in 375.0 L water or mixed it with sand at ratio of 1：50 and applied at 45.0 ga.i./hm2～56.25 ga.i./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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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对玉米螟的防治效果及产量统计表

药剂处理 玉米被害率(%) 防效(%) 虫口数 防效(%) 穗生物量(g) 增幅(%)

1(ck) 64.7a - 14.7a - 13 800 -

2 17.6b 72.8 9.0b 38.8 15 100 9.4

3 13.9bc 78.5 6.3b 57.2 15 800 14.5

4 12.8c 80.2 1.3c 91.2 17 300 25.4

5 15.1bc 76.7 3.0c 79.6 14 900 8.0

6 14.9bc 77.0 1.3c 91.2 16 400 18.9

7 14.1bc 78.2 0.7c 95.2 17 300 25.4

注：1、被害株率系全小区内被害玉米株数占整个小区玉米株数的百分比；2、虫口数系小区中间两行玉米茎秆及穗轴虫口数之和。

主要群体[1-2]。玉米螟对玉米的危害机制，除了对

玉米植株造成的机械损伤，还分泌对玉米植株生

长有抑制作用的化学物质，再者，玉米螟还能导致

和增加玉米病害的发生几率，如玉米螟对穗部危

害是造成玉米穗腐病发生的最主要途径。不仅造

成玉米减产，还降低玉米品质[3-4]。另外，吉林省的

玉米螟防治研究亦较为深入，生物防治、物理防治、
农业防治已从研究成果进入玉米生产、推广多年[5]。
长残效化学防治玉米螟已逐渐淡出农业生产。但

各种防治方法均有其弱点，本文针对低残留新农

药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福戈)对吉林省玉米

螟进行药效试验研究，亦是对我省玉米螟的综合防

治研究的一个补充。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是

复配制剂，其中氯虫苯甲酰胺化学名 3-溴-N-[4-
氯-2-甲基-6-[(甲氨基甲酰基) 苯]-1-(3-氯吡啶-
2-基 ) -1H-吡 唑 -5 -甲 酰 胺 ， 英 文 名 称 Chlo－
rantranili- prole，对鱼、蜂、水生生物、天敌及哺乳

动物毒性较低。氯虫苯甲酰胺具有新的作用方式，

氯虫苯甲酰胺与昆虫的鱼尼丁受体的结合，导致细

胞内源钙离子释放的失控和流失，使昆虫肌肉细胞

的收缩功能难以为继。经氯虫苯甲酰胺处理后的害

虫表现为进食迅速停止、乏力、反胃和肌肉瘫痪，直

至死亡[6-8]。噻虫嗪化学名称 3-(2-氯-1,3-噻唑-5-
基甲基)-5-甲基-1,3,5-恶二嗪-4-基叉(硝基)胺 ，

英文名称 Thiamethoxam，是一种全新结构的第二

代烟碱类高效低毒杀虫剂，对害虫具有胃毒、触杀

及内吸活性，用于叶面喷雾及土壤灌根处理。其施

药后迅速被内吸，并传导到植株各部位[9]。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玉米品种及施药器材

试验地选在吉林省通榆县开通镇黎明村西哈

屯，试验地大栗钙土，有机质含量 1.6%左右，pH 值

7.2～7.5 之间，此地区玉米螟连续多年发生较重。
玉米品种：先玉 335。

喷雾器材：“利农 HD400”背负式喷雾器，药

液箱容量为 16 L，聚丙烯材料活塞式泵，配锥型

喷头，喷杆与胶管总长度为 2.95 m，喷射速率每

分钟 810 mL，工作压力 5 kg/cm2。
1.2 供试药剂及防治对象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颗粒剂(GR)、40%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水分散粒剂(WG)，均为先

正达作物科学保护有限公司提供。
防治对象：亚洲玉米螟(自然发生)。

1.3 试验方法及设计

本试验设 7 个处理，处理 1：清水空白对照；

处理 2：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WG 24.0 ga.

i./hm2； 处 理 3：40% 氯 虫 苯 甲 酰 胺·噻 虫 嗪 WG

36.0 g a.i./hm2；处理 4：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

嗪 WG 48.0 ga.i./hm2; 处理 5：40% 氯 虫 苯 甲 酰

胺·噻虫嗪 GR 33.75 ga.i./hm2; 处理 6：40%氯虫

苯 甲 酰 胺·噻 虫 嗪 GR 45.0 ga.i./hm2， 处 理 7：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GR 56.25 ga.i./hm2，

施药时期是玉米大喇叭口期，其中处理 2、3、4 喷

雾处理，兑水量为 375 L/hm2；处理 5、6、7 药剂按

1：50 拌沙子，混匀后，直接撒施于玉米芯中。
1.4 调查时间和次数、调查方法

各区调查中间两行玉米，统计被害株率及虫

口数，与对照区比较计算相对防效。测产，中间两

行全收实测产量。
药效计算方法：

对玉米螟的防效(%)=[空白对照玉米被害率(或

虫口数)- 药剂处理区的玉米被害率 (或虫口数)]/

空白对照玉米被害率(虫口数)×100%

增产率(%)=(处理小区产量 - 空白对照小区

产量)/ 空白对照小区产量×100%

2 结果与分析
具体数据见表 1。根据试验结果，40%氯虫苯

甲酰胺·噻虫嗪未见对玉米生长有不良影响。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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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法施药处理后，玉米螟对玉米危害率明显降

低，在玉米抽雄时，以玉米植株被害株率计算，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WG 对玉米螟的防效

幅度为 72.8%～80.2%，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

嗪 GR 对 玉 米 螟 的 防 效 幅 度 为 76.7%～78.2% ，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WG 兑水喷雾的防效

与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GR 直接撒施的效

果相当；玉米收获时，以植株虫口数计算，40%氯

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WG 对玉米螟的防效幅度为

38.8%～91.2% ，40% 氯 虫 苯 甲 酰 胺·噻 虫 嗪 GR

对 玉 米 螟 的 防 效 幅 度 为 79.6%～95.2%。说 明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的不同施药方式，防效

相当。

3 讨 论
根据试验结果，建议 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

嗪 WG 兑水稀释后玉米茎叶喷雾，施用量 36 g a.

i./hm2，如果预报玉米螟大发生的年份，施用量

48g a.i./hm2；兑水量 375 L/hm2；40%氯虫苯甲酰

胺·噻虫嗪 GR 可按 1：50 拌沙子，混匀后直接撒

施，施用量 45.0 ga.i./hm2，如果预报玉米螟大发

生的年份，施用量 56.25 ga.i./hm2。另外，在试验

中，40%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对吉林省二代黏

虫、蚜虫亦有明显的防治效果，但其对玉米的后期

害虫综合防治还有待于进一步试验研究，其对玉

米田的有益昆虫的危害亦需进一步实验观察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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