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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杀虫剂对水稻二化螟及稻纵

卷叶螟的田间防治效果评价

唐　涛，　符　伟，　王　培，　马明勇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长沙　４１０１２５）

摘要　基于同时防治水稻二化螟及稻纵卷叶螟的杀虫药剂较少的现状，２０１４年采用田间小区试验探索了有机磷类、沙蚕

毒素类、酰肼类、多杀菌素类、取代苯基吡唑类、缩氨基脲类、二嗪类、大环内酯抗生素类及双酰胺类等９类１６种杀虫剂

对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ＳＣ和１０％阿维·氟酰胺ＳＣ能有效控制二化螟和

稻纵卷叶螟危害，且速效作用好、持效期长达２８ｄ，药后７～２８ｄ对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分别为８４．８５％～

９３．３７％和８０．４０％～８６．１６％。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２０％氟苯虫酰胺ＷＧ、４０％氯虫·噻虫嗪ＷＧ、

６％阿维·氯苯酰ＳＣ和１０％四氯虫酰胺ＳＣ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好而对稻纵卷叶螟有一定的兼治作用，药后７～２８ｄ防

治效果分别为８１．１３％～９７．１７％和６２．１７％～８５．２６％。２４０ｇ／Ｌ氰氟虫腙ＳＣ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好而对二化螟有

较好的兼治效果，药后７～２８ｄ防治效果分别为７６．９８％～９２．１６％和７６．３７％～８０．９８％。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ＭＥ对二化螟及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较好，速效性好且持效期较长，药后７～２８ｄ防治效果分别为６９．２９％～８３．６１％和

６８．８４％～８２．９５％。此外，５％丁虫腈ＥＣ和３０％茚虫威ＷＧ分别对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高效，而２０％三唑磷ＥＣ、４０％水

胺硫磷ＥＣ、２９％杀虫双ＡＳ和２４０ｇ／Ｌ甲氧虫酰肼ＳＣ难以有效控制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危害。在水稻生产实践中，建议

轮换使用双酰胺类和大环内酯抗生素类杀虫剂、乙基多杀菌素和氰氟虫腙防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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螟（犆狀犪狆犺犪犾狅犮狉狅犮犻狊犿犲犱犻狀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为水稻上的两种

重要害虫。近年来，其发生为害加重，严重影响我国

水稻生产。长期以来，化学防治是防控水稻二化螟和

稻纵卷叶螟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然而，由于药剂的

长期、单一、连续及不合理使用，二化螟对杀虫单（ｍｏ

ｎｏｓｕｌｔａｐ）
［１３，５６，８１２］、灭多威（ｍｅｔｈｏｍｙｌ）

［４］、三唑磷

（ｔｒｉａｚｏｐｈｏｓ）
［３１２］、毒死蜱（ｃｈｌｏｒｐｙｒｉｆｏｓ）

［８，１０，１２］、甲胺磷

（ｍｅｔｈａｍｉｄｏｐｈｏｓ）
［２，４］、杀螟硫磷（ｆｅｎｉｔｒｏｔｈｉｏｎ）

［１］、水胺

硫磷（ｉｓｏｃａｒｂｏｐｈｏｓ）
［４］、稻丰散（ｐｈｅｎｔｈｏａｔｅ）

［１２］、阿维

菌素（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
［３１０，１２］、氟虫腈（ｆｉｐｒｏｎｉｌ）

［３６，８１０］、丁虫

腈（丁烯氟虫腈，ｆｌｕｆｉｐｒｏｌｅ）
［１２］和氯虫苯甲酰胺（ｃｈｌｏ

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
［１２］等，稻纵卷叶螟对杀虫单、杀螟硫磷

和溴氰菊酯（ｄｅｌｔａｍｅｔｈｒｉｎ）
［１３］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

药性，而抗药性的产生和增加致使其为害愈发严重。

水稻抗性品种选育在一定程度上为以上两种害虫的

治理提供了借鉴，但抗性资源匮乏、抗性筛选周期长

且风险大。为此，筛选高效及环境友好型（安全、低

毒、低残留）的新型杀虫剂，对于确保二化螟和稻纵卷

叶螟的防治效果、延缓其抗药性产生和延长其使用寿

命及保障水稻高产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有关单一防治二化螟或稻纵卷叶螟的

药剂试验已有大量报道。杨廉伟等［１４］的研究表明，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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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菌素苯甲酸盐对其防效差、持效期较短。王有贤

等［１５］报道乙基多杀菌素（ｓｐｉｎｅｔｏｒａｍ）与甲氧虫酰肼

（ｍｅｔｈｏｘｙｆｅｎｏｚｉｄｅ）混配可有效控制水稻二化螟为害，

其田间推荐使用剂量（１６＋８０）ｇ／ｈｍ２下对二化螟的

防效与氯虫苯甲酰胺３０ｇ／ｈｍ２处理相当。刘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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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氯虫苯甲酰胺对稻纵卷叶螟防效高，且对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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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ｆｌｕｍｉｚｏｎｅ）
［１７］和氟苯虫酰胺（氟虫双酰胺，ｆｌｕ

ｂｅｎｄｉａｍｉｄｅ）
［１８］对稻纵卷叶螟具有很好的防控作用，而

氯虫·噻虫嗪可兼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１９２１］。

目前，对于同时防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药

剂筛选试验较少。李保同等［２２］通过室内生测及田

间药效试验研究发现，阿维菌素对二化螟和稻纵卷叶

螟毒力高且田间防治效果优异。为此，本文对比研究

了有机磷类、沙蚕毒素类、酰肼类、多杀菌素类、取代

苯基吡唑类、缩氨基脲类、二嗪类、大环内酯抗生素

类及双酰胺类等９类杀虫剂以及２类复配制剂对二

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田间防治效果，旨在为筛选有效

控制该两种害虫的杀虫药剂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１）有机磷类杀虫剂：２０％三唑磷乳油

（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农药厂）、４０％水胺硫磷乳油（河

北省邯郸市太行农药厂）；２）沙蚕毒素类杀虫剂：

２９％杀虫双（ｂｉｓｕｌｔａｐ）水剂（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３）酰肼类昆虫生长调节剂：２４０ｇ／Ｌ甲氧虫

酰肼悬浮剂（美国陶氏益农公司）；４）多杀菌素类杀

虫剂：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美国陶氏益农

公司）；５）取代苯基吡唑类杀虫剂：５％丁虫腈乳油

（大连瑞泽农药股份有限公司）；６）缩氨基脲类杀虫

剂：２４０ｇ／Ｌ氰氟虫腙悬浮剂（巴斯夫欧洲公司）；７）

二嗪类杀虫剂：３０％茚虫威（ｉｎｄｏｘａｃａｒｂ）水分散粒

剂（江苏省南通施壮化工有限公司）；８）大环内酯抗

生素类杀虫剂：１．８％阿维菌素乳油（上海沪联生物

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微乳剂（山东省青岛瀚

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９）双酰胺类杀虫剂：

１０％四氯虫酰胺（ＳＹＰ９０８０）悬浮剂（沈阳科创化学

品有限公司）、２０％氟苯虫酰胺水分散粒剂（江苏龙

灯化学有限公司）、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美国杜邦公司）；１０）大环内酯抗生素类及双酰胺类

复配杀虫剂：６％阿维·氯苯酰（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ｃｈｌｏ

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悬浮剂（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

司）、１０％阿维·氟酰胺（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ｆｌｕｂｅｎｄｉａ

ｍｉｄｅ）悬浮剂（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１１）

双酰胺类及新烟碱类复配杀虫剂：４０％氯虫·噻虫

嗪水分散粒剂（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药械：背负式手动压缩喷雾器（腾飞牌３ＷＢＳ—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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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型，工作压为０．２～０．４ＭＰａ，单弯喷头）由浙江

台州市路桥奇勇塑料厂生产，市购。

１．２　试验方法

试验于２０１４年在湖南省长沙县春华镇龙王庙

村试验基地（北纬２８°１８′，东经１１３°１７′）稻田进行。

供试品种为‘Ｙ两优３７２’，５月２８日直播，大田播种

量为４５．０ｋｇ／ｈｍ２。

试验设１７个小区处理，处理１～１６分别用２０％三

唑磷乳油６００ｇ／ｈｍ２、４０％水胺硫磷乳油１２００ｇ／ｈｍ２、

２９％杀虫双水剂１５００ｇ／ｈｍ２、２４０ｇ／Ｌ甲氧虫酰肼悬浮

剂１００ｇ／ｈｍ２、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７５ｇ／ｈｍ２、

５％丁虫腈乳油４５ｇ／ｈｍ２、２４０ｇ／Ｌ氰氟虫腙悬浮剂

３６０ｇ／ｈｍ２、３０％茚虫威水分散粒剂２７ｇ／ｈｍ２、

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６０ｇ／ｈｍ２、１％甲氨基阿维菌素

苯甲酸盐微乳剂３０ｇ／ｈｍ２、１０％四氯虫酰胺悬浮剂

６０ｇ／ｈｍ２、２０％氟苯虫酰胺水分散粒剂４５ｇ／ｈｍ２、

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３０ｇ／ｈｍ２、６％阿维·氯

苯酰悬浮剂３６ｇ／ｈｍ２、１０％阿维·氟酰胺悬浮剂

４５ｇ／ｈｍ２和４０％氯虫·噻虫嗪水分散粒剂６０ｇ／ｈｍ２，

对水４５０Ｌ／ｈｍ２ 茎叶均匀喷雾；处理１７为空白对

照，不施用杀虫剂。每处理重复４次，随机区组排

列；小区面积２０．０ｍ２，区间筑田埂相隔，四周设

２．０ｍ宽保护行。７月８日（分蘖末期）施药１次，时

逢二化螟２龄幼虫盛发期及稻纵卷叶螟２～３龄幼

虫盛发期。

１．３　田间调查及药效计算

调查日期：７月１５日（药后７ｄ，拔节期）、２２日

（药后１４ｄ，孕穗初期）、２９日（药后２１ｄ，孕穗中期）

以及８月５日（药后２８ｄ，始穗期）。

调查方法：二化螟———全区普查枯心株；稻纵卷

叶螟———每个小区对角线五点取样，每点调查５丛

稻的被害叶数（卷叶数）。

药效计算按以下公式进行：

枯心率（％）＝（枯心株数／总株数）×１００；卷叶

率（％）＝（卷叶数／总叶数）×１００；防治效果（％）＝

［（犆犓－犘犜）／犆犓］×１００，犆犓为空白对照区药后枯

心率或卷叶率，犘犜为施药区药后枯心率或卷叶率。

１．４　数据分析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与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０版数据处理系统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并

以单因素ＡＮＯＶＡ的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未对

数据进行转换，Ｌｅｖｅｎｅｔｅｓｔ结果表明数据满足方差

齐次性的要求）对水稻二化螟枯心率、稻纵卷叶螟卷

叶率及防治效果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

试验剂量下，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１０％四氯虫酰胺悬浮剂、２０％

氟苯虫酰胺水分散粒剂、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悬

浮剂、６％阿维·氯苯酰悬浮剂、１０％阿维·氟酰胺

悬浮剂和４０％氯虫·噻虫嗪水分散粒剂能有效控

制二化螟为害，且速效作用好、持效期长达２８ｄ；其

中以６％阿维·氯苯酰悬浮剂３６ｇ／ｈｍ２处理、４０％氯

虫·噻虫嗪水分散粒剂６０ｇ／ｈｍ２处理和２０％氟苯虫

酰胺水分散粒剂４５ｇ／ｈｍ２处理对该害虫的控制作用最

佳，药后７～２８ｄ防治效果分别为９５．８４％～９７．１７％、

９４．６５％～９６．１９％和９０．５１％～９３．３６％（表１）。

２９％杀虫双水剂１５００ｇ／ｈｍ２处理、２０％三唑磷乳

油６００ｇ／ｈｍ２处理、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

乳剂３０ｇ／ｈｍ２处理、５％丁虫腈乳油４５ｇ／ｈｍ２处理和

２４０ｇ／Ｌ氰氟虫腙悬浮剂３６０ｇ／ｈｍ２处理对二化螟的控

制效果较好，但持效期一般；药后７～２８ｄ防治效果为

５３．４８％～８９．４５％、（表１）。４０％水胺硫磷乳油

１２００ｇ／ｈｍ２处理、２４０ｇ／Ｌ甲氧虫酰肼悬浮剂１００ｇ／

ｈｍ２处理和３０％茚虫威水分散粒剂２７ｇ／ｈｍ２处理

对二化螟的控制效果差（防治效果≤７４．８１％），且持

效期小于１４ｄ（表１）。

２．２　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

试验剂量下，２４０ｇ／Ｌ氰氟虫腙悬浮剂、２００ｇ／Ｌ

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和１０％阿维·氟酰胺悬浮剂能

有效控制稻纵卷叶螟为害，且速效作用较好、持效期

长达２８ｄ；其中２４０ｇ／Ｌ氰氟虫腙悬浮剂３６０ｇ／ｈｍ２

处理对该害虫的控制作用最好，药后７～２８ｄ防治效

果为７６．９８％～９２．１６％（表２）。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

素悬浮剂７５ｇ／ｈｍ２ 处理、３０％茚虫威水分散粒剂

２７ｇ／ｈｍ２处理、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６０ｇ／ｈｍ２处理、

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３０ｇ／ｈｍ２处理、

２０％氟苯虫酰胺水分散粒剂４５ｇ／ｈｍ２处理和４０％氯

虫·噻虫嗪水分散粒剂６０ｇ／ｈｍ２处理对稻纵卷叶螟

的控制效果较好，持效期为１４～２１ｄ；药后７～２８ｄ防

治效果为６２．１７％～８７．８８％（表２）。１０％四氯虫酰胺

悬浮剂６０ｇ／ｈｍ２ 处理和６％阿维·氯苯酰悬浮剂

３６ｇ／ｈｍ２处理对稻纵卷叶螟的控制效果一般，但持效

期长达２８ｄ，药后７～２８ｄ防治效果为７１．６５％～

７８．８１％；其余５种药剂难以控制稻纵卷叶螟为害，药后

７～２８ｄ防治效果仅为１７．２５％～７８．０３％（表２）。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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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目前，二化螟化学防治中最常用的杀虫剂单剂

为有机磷类、沙蚕毒素类、大环内酯抗生素类、苯基

吡唑类、双酰胺类及钠／氯离子通道抑制剂等。稻纵

卷叶螟化学防治中最常用的杀虫剂单剂为有机磷

类、双酰胺类、缩氨基脲类、苯基吡唑类、大环内酯抗

生素类和钠／氯离子通道抑制剂等。

氯虫苯甲酰胺、氟苯虫酰胺、溴氰虫酰胺和四氯虫

酰胺为作用于鱼尼丁受体（ｒｙａｎｏｄ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ＲｙＲ）
［２３］

的双酰胺类杀虫剂，对鳞翅目害虫高效［２４２５］。张帅

等［２６］的研究发现，上述４种药剂中氟苯虫酰胺和四氯

虫酰胺对稻纵卷叶螟防治效果优异，药后７～１４ｄ防治

效果高达８１．７％～１００．０％；其次为氯虫苯甲酰胺，药

后７～１４ｄ防治效果为６４．７％～１００．０％；溴氰虫酰

胺的效果一般，药后７～１４ｄ防治效果仅为６１．９％～

８２．７％。本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ＳＣ、

２０％氟苯虫酰胺ＷＧ和１０％四氯虫酰胺ＳＣ均能有效

控制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为害，而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

胺ＳＣ和２０％氟苯虫酰胺ＷＧ对其控制效果好于１０％

四氯虫酰胺ＳＣ（表１～２）。

氰氟虫腙［２７］和茚虫威［２８］分别属于缩氨基脲类

及二嗪类杀虫剂，其作用靶标为昆虫神经系统的

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不可逆地阻断昆虫体内的神

经冲动传递，使昆虫不能进食，最终导致麻痹直至死

亡。由田间试验结果可知，２４０ｇ／Ｌ氰氟虫腙ＳＣ对

稻纵卷叶螟高效而对二化螟有较好的兼治作用，防

治效果分别为７６．９８％～９２．１６％和７６．３７％～

８０．９８％。３０％茚虫威 ＷＧ对稻纵卷叶螟防效好而

对二化螟有一定的兼治作用，防治效果分别为

７６．０２％～８７．８８％和４８．６５％～７３．９３％（表１～２）。

三唑磷和水胺硫磷属于有机磷类杀虫剂，其作

用靶标主要为乙酰胆碱酯酶（ＡＣｈＥ）
［２９］，通过阻断

神经系统突触处的传导而使昆虫中毒、死亡。长期

以来，防治水稻螟虫（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

的药剂主要为有机磷类和沙蚕毒素类杀虫剂。大量

研究表明，二化螟对杀螟硫磷［１］、甲胺磷［２，４］、毒死

蜱［８，１０，１２］、稻丰散［１２］、三唑磷［３１２］和水胺硫磷［４］以及

稻纵卷叶螟对杀螟硫磷［１２］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

药性。从田间防治结果看，２０％三唑磷ＥＣ对二化

螟的防治效果较好而对稻纵卷叶螟差，防治效果分

别为６３．２２％～８９．４５％和３３．８３％～７８．０３％；４０％

水胺硫磷ＥＣ很难控制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为害，

防治效果均在７５％以下（表１～２）。说明湖南省长

沙县地区螟虫可能对三唑磷和水胺硫磷存在一定程

度的抗药性。

杀虫双属于沙蚕毒素类杀虫剂，其作用靶标为

乙酰胆碱受体（ＡＣｈＲ），通过阻断正常的神经节胆

碱能的突触间神经传递而使昆虫中毒、麻痹直至死

亡［３０］。本研究结果表明，２９％杀虫双ＡＳ难以有效

控制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为害，防治效果分别为

５３．４８％～８０．３０％和４１．３１％～７０．３９％（表１～２）。

阿维菌素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为大环内

酯抗生素类杀虫剂，其作用靶标为昆虫神经系统的

γ－氨基丁酸（ＧＡＢＡ）受体及配体门控氯离子通道，

阻碍昆虫神经中枢的传导而使昆虫中毒、瘫痪直至

死亡［３１］。廖世纯等［３２］开展了２３种杀虫剂单剂对稻

纵卷叶螟的田间防治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只要施药

及时，目前大多数杀虫剂仍能有效控制稻纵卷叶螟

为害，其中阿维菌素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对

该害虫的防治效果均在９５％以上。本研究结果表

明，阿维菌素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对二化螟

和稻纵卷叶螟防效较好，防治效果分别为６９．２９％

～９５．５５％和６２．１７％～８５．２６％（表１～２）。此外，

６％阿维·氯苯酰ＳＣ、１０％阿维·氟酰胺ＳＣ（大环

内酯抗生素类和双酰胺类复配剂）和４０％氯虫·噻

虫嗪ＷＧ（大环内酯抗生素类和烟碱类复配剂）均能

有效控制以上两种害虫为害，防治效果分别为

８８．７９％～９７．１７％和７１．６５％～８３．４１％（表１～２）。

综上所述，由于长期使用有机磷类及沙蚕毒素

类杀虫剂防治水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导致目前

以上两类药剂均难以有效控制其为害。此外，作用

机理不同的杀虫药剂合理混配有利于拓宽杀虫谱及

提高防效。为此，建议在水稻生产实践中，轮换使用

双酰胺类和大环内酯抗生素类杀虫剂、乙基多杀菌素

和氰氟虫腙防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而阿维·氯苯

酰、阿维·氟酰胺和氯虫·噻虫嗪亦可作为有效防

控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为害的理想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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