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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杀虫剂对不同世代亚洲玉米螟的防治效果，设置只防治一代玉米螟，只防治二代玉米螟，和一、二代皆

防治３个处理，以一、二代都不防治为对照，比较不同防治处理下秋季剖秆百株虫孔数、虫口数、被害株率、防治效果

和玉米产量。结果表明：不同防治处理的防效间存在显著差异，３个防治处理的虫孔数、虫口数和被害株数均显著

低于对照，其中一、二代皆防治处理的防效最高，只防治一代和只防治二代处理的防治效果在年度间存在差异。

关键词　亚洲玉米螟；　不同世代；　玉米；　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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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玉米螟［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以下

简称玉米螟）是为害玉米的主要害虫，严重影响玉米

的产量和质量。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玉米主

推品种生育期延长，吉林省玉米螟的发生规律发生了

变化，中部主要玉米产区玉米螟由过去每年发生１．５

代变为每年发生２代
［１］，世代数的增加使吉林省主要

玉米产区受两代玉米螟重叠为害，玉米受害程度加

重。近年来针对一代玉米螟的生物防治，政府部门每

年投入近千万元的费用，而二代玉米螟的防治没有受

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两代玉米螟发生为害情况进

行调查，发现有些年份只防治一代玉米螟不能有效控

制二代玉米螟数量。一代防治效果很好，二代玉米螟

仍有可能大发生［２］。本试验拟通过对不同世代玉米

螟进行防治，明确杀虫剂对不同世代亚洲玉米螟防治

效果差异，为吉林省玉米螟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玉米品种为‘先玉３３５’；试验地设在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试验田（公主岭）。

１．２　田间试验方法

试验设置只防治一代玉米螟、只防治二代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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螟，一、二代玉米螟皆防治３个处理，采用随机区组

设计，每１０行为１个小区，每小区１０ｍ×６ｍ，行距

０．６ｍ，株距２６ｃｍ，出苗后每小区定苗３５０株，每

个处理重复３次，以一、二代都不防治为对照，每个

小区之间设２垄隔离行，每个区组间设２ｍ观察

道。只防治一代玉米螟和只防治二代玉米螟表示

分别只在一代玉米螟发生期和二代玉米螟发生期

进行化学防治；一、二代玉米螟皆防治表示在两代

玉米螟发生期均进行化学防治。化学防治方法为：

以１０％高效氯氰菊酯乳油１０００～１２５０倍液进行

喷雾处理。

秋季收获时进行５点取样，每点２０株，剖秆调

查虫孔数和虫口数，计算虫孔减退率、虫口减退率、

被害株减退率及防治效果。待雌穗完全干燥后进行

考种，记录百穗粒重，每株玉米的主雌穗长度（文中

简称雌穗长度）和单穗重。

虫孔减退率（％）＝（对照虫孔数－处理虫孔

数）／对照虫孔数×１００；

虫口减退率（％）＝（对照虫口数－处理虫口

数）／对照虫口数×１００；

被害株减退率（％）＝（对照被害株数－处理被

害株数）／对照被害株数×１００；

防治效果（％）＝（虫孔减退率＋虫口减退率＋

被害株减退率）／３。

１．３　数据分析

用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进行方差分析，用ＬＳＤ

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以上数据分析均采用统计软

件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防治不同世代亚洲玉米螟的效果

不同防治处理对亚洲玉米螟的防治效果存在显

著差异，只防治一代，只防治二代和一、二代皆防治处

理的虫孔数、虫口数和被害株数均显著低于对照（表１

～３）。在３年试验中一、二代皆防治处理的防治效果

均表现最好，其虫孔减退率、虫口减退率和被害株减

退率高于只防治一代和只防治二代的处理，３年防效分

别为６５．７３％、８９．８４％和６７．９９％，平均为７３．９７％；只

防治一代和只防治二代处理的防治效果在年度间存

在差异，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只防治一代处理的防治

效果（防效分别为５９．２１％和４４．１２％）好于只防治

二代的处理（防效分别为３０．１５％和２９．７１％）；２０１２

年只防治二代处理的防治效果（防效为８２．２６％）好

于只防治一代的处理（防效为３５．８９％）。

表１　２０１１年防治不同世代亚洲玉米螟的效果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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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虫孔数／个·

百株－１

Ｓｔａｌｋ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虫口数／头·

百株－１

Ｌａｒｖａｎｕｍｂｅｒｓ

ｐｅｒ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被害株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虫孔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ｓｔａｌｋ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虫口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ｌａｒｖａｎｕｍｂｅｒ

被害株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ＣＫ （９９．０±７．５）ａ （９３．０±１３．２）ａ （８２．０±２．６）ａ — — — —

只一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８．０±８．６）ｃ （４１．０±８．９）ｂ （４１．０±４．９）ｃ ７１．７２ ５５．９１ ５０．００ ５９．２１

只二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６１．０±１２．４）ｂ （６５．０±１８．４）ｂ （６４．０±６．８）ｂ ３８．３８ ３０．１１ ２１．９５ ３０．１５

一、二代皆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ｔｂｏ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０±４．０）ｃ （３６．０±７．９）ｂ （３５．０±６．５）ｃ ７８．７９ ６１．２９ ５７．３２ ６５．７３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犘＜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ｓ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防治亚洲玉米螟不同世代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不同防治处理的穗长、单穗重与对照相比均不

存在显著差异（表４～５），只防治一代的处理２０１２

年产量增加３．７９％，２０１４年产量增加４．１７％，两年

平均增产３．９８％；只防治二代的处理２０１２年产量增

加８．４９％，２０１４年产量增加３．７２％，两年平均增产

６．１１％；一、二代同时防治的处理２０１２年产量增加

７．５６％，２０１４年产量增加５．１６％，两年平均增产６．３６％。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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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年防治不同世代亚洲玉米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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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虫孔数／个·

百株－１

Ｓｔａｌｋ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虫口数／头·

百株－１

Ｌａｒｖａｎｕｍｂｅｒｓ

ｐｅｒ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被害株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虫孔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ｓｔａｌｋ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虫口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ｌａｒｖａｎｕｍｂｅｒ

被害株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ＣＫ （３９．０±５．８）ａ （２１．００±２．９２）ａ （６８．０±６．８）ａ — — — —

只一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０±４．７）ｂ （１４．００±５．３４）ａ （４３．０±６．６）ｂ ３５．８７ ３５．００ ３６．７６ ３５．８９

只二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５．０±１．０）ｃ （２．００±１．２２）ｂ （２１．０±５．６）ｃ ８７．１８ ９０．４８ ６９．１２ ８２．２６

一、二代皆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ｔｂｏ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０±２．７）ｃ （１．００±１．００）ｂ （１４．０±２．９）ｃ ９４．８７ ９５．２４ ７９．４１ ８９．８４

表３　２０１４年防治不同世代亚洲玉米螟的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狊犻犪狀犮狅狉狀犫狅狉犲狉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狀２０１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虫孔数／个·

百株－１

Ｓｔａｌｋ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虫口数／头·

百株－１

Ｌａｒｖａｎｕｍｂｅｒｓ

ｐｅｒ１００ｐｌａｎｔｓ

被害株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虫孔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ｓｔａｌｋｃａｖｉｔｉｅｓ

虫口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ｌａｒｖａｎｕｍｂｅｒ

被害株减退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ＣＫ （３８．０±６．４３）ａ （２３．３±７．５）ａ （６０．７±３．５）ａ — — — —

只一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６．７±４．０５）ｂ （１４．０±５．８）ａ （３８．６±１．８）ｂ ５６．０５ ３９．９ ３６．４１ ４４．１２

只二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３±１．７６）ｂ （１８．０±２．０）ａ （４０．７±８．４）ｂ ３３．４２ ２２．７５ ３２．９５ ２９．７１

一、二代皆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ｔｂｏ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０．３±１．７６）ｂ （８．０±２．０）ａ （２１．０±１．２）ｃ ７２．８９ ６５．６７ ６５．４０ ６７．９９

表４　２０１２年亚洲玉米螟不同防治策略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犳狅狉犃狊犻犪狀犮狅狉狀犫狅狉犲狉狅狀犿犪犻狕犲狔犻犲犾犱犻狀２０１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穗长／ｃｍ

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

单穗重／ｇ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ｅａｒ

百穗粒重／ｇ

Ｄｒｙ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１００ｅａｒｓ

产量增加／％

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Ｋ （１９．８０±０．４３）ａ （２７６．４３±１１．２２）ａ ２４４２５．３５ —

只一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０．４２）ａ （２８１．６８±１３．５０）ａ ２５３５１．２ ３．７９

只二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６８±０．２９）ａ （２９９．８２±７．５３）ａ ２６５００．４０ ８．４９

一、二代皆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ｔｂｏ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５±０．４４）ａ （２８９．５９±１０．９２）ａ ２６３２０．５５ ７．５６

表５　２０１４年亚洲玉米螟不同防治策略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犳狅狉犃狊犻犪狀犮狅狉狀犫狅狉犲狉狅狀犿犪犻狕犲狔犻犲犾犱犻狀２０１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穗长／ｃｍ

Ｅａｒｌｅｎｇｔｈ

单穗重／ｇ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ｅａｒ

百穗粒重／ｇ

Ｄｒｙ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１００ｅａｒｓ

产量增加／％

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Ｋ （１９．２８±０．３８）ａ （２０３．１４５±５．６９）ａ １９８２６．６７ —

只一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５±０．１９）ａ （２１５．７２±４．５８）ａ ２０６５３．７５ ４．１７

只二代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ｌｙａ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８．９７±０．３２）ａ （２１４．１５±６．１０）ａ ２０５６３．３３ ３．７２

一、二代皆防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ｔｂｏ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６±０．１９）ａ （２１８．１０±５．９０）ａ ２０８５０．００ ５．１６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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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在我国东北春玉米区的吉林和辽宁省的大部分

地区，亚洲玉米螟每年发生两代，长期以来人们认为

玉米螟的主要为害世代是第一代，因此在防治上主要

针对一代玉米螟采用卵期释放赤眼蜂，玉米心叶末期

投放颗粒剂以及Ｂｔ乳剂等防治措施，虽然达到了一

定的防治效果，但不能完全控制亚洲玉米螟的危害。

研究发现第一、二代玉米螟的发生程度没有必然的联

系，表现为间断性和相对独立性［３４］。二代玉米螟的

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气象因素、耕作制度、防治水平

与灌水条件以及虫源基数等等［５］，但发生轻重主要受７

月下旬降雨和田间赤眼蜂数量制约［４，６７］。单纯防治一

代玉米螟不能有效控制二代玉米螟。一代防治效果很

好，残虫量很少，二代玉米螟仍有可能大发生［２］。

本研究通过对不同世代发生的玉米螟进行防

治，表明对玉米螟不同世代进行防治均能起到一定

的防治效果，但不同处理的防治效果存在差异，一、

二代同时防治处理的效果最好，三年防效平均为

７３．９７％，只防一代和只防二代的处理防治效果在年

度间存在差异，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只防治一代的防治

效果好于只防治二代的处理，２０１２年只防治二代的防

治效果好于只防治一代的处理，分析原因主要与不同

年度玉米螟不同世代的发生程度有关［８］。

本研究所用药剂高效氯氰菊酯为低毒化学农

药，对亚洲玉米螟的防效在７０％左右，虽然能起到

一定的防效，但防治效果并不理想，与沙洪林等［９］的

报道结果一致，说明高效氯氰菊酯不是防治玉米螟

最佳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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