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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剂配方种子包衣对玉米出苗安全性及

玉米丝黑穗病和蚜虫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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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６００ｇ／Ｌ吡虫啉ＦＳＣ、４４％吡虫·氟虫腈ＦＳＣ、３００ｇ／Ｌ氯氰菊酯ＦＳＣ、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４．２３％甲霜·

种菌唑ＭＥ５种药剂不同配方包衣‘先玉３３５’和‘金庆’２个玉米品种种子，验证各药剂对当地玉米出苗的安全性、

对玉米苗期生长的影响及对玉米丝黑穗病和玉米蚜虫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玉米种子包衣后对出苗安全，且有很

好的保苗、壮苗、增产作用，增产率最高可达１９．６％。吡虫啉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

唑１００ｍＬ组合以及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对丝黑穗病防效均可

达８４％以上。吡虫啉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以及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ｍＬ＋戊唑

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对‘先玉３３５’玉米上的蚜虫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防效可达８１．６％以上。

吡虫啉５００、６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以及吡虫·氟虫腈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

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对‘金庆’玉米上的蚜虫防治效果较为突出，防效可达８１．１％以上。

关键词　玉米蚜虫；　丝黑穗病；　防治效果；　吡虫·氟虫腈；　吡虫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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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

国［１］。长期以来玉米生产受到各种病虫侵害，产量

和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玉米丝黑穗病是由玉米丝轴黑粉菌犛狆狅狉犻狊狅狉犻狌犿

狉犲犻犾犻犪狀犪（Ｋüｈｎ）Ｃｌｉｎｔ．ｖａｒ．狕犲犪犲Ｐａｓｓ．引起的一种系

统性侵染的土传和种传病害［２］，侵染时间多在苗期。

丝黑穗病直接影响玉米雄穗、雌穗的生长发育，发病

程度因地区和品种不同而异，平均发病率为１５％～

２０％，严重地块达６０％以上甚至绝产
［３］。

在我国，为害玉米的蚜虫主要有玉米蚜犚犺狅狆犪

犾狅狊犻狆犺狌犿犿犪犻犱犻狊（Ｆｉｔｃｈ）、禾谷缢管蚜犚犺狅狆犪犾狅狊犻

狆犺狌犿狆犪犱犻（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麦长管蚜犛犻狋狅犫犻狅狀犪狏犲狀犪犲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和麦二叉蚜 犛犮犺犻狕犪狆犺犻狊犵狉犪犿犻狀狌犿

（Ｒｏｎｄａｎｉ）等，其中以玉米蚜为害最为严重。玉米蚜

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华中等地，是我国

北方近几年来玉米田的主要害虫之一［４６］，在吉林省

不同地区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７］。玉米蚜除为

害玉米外，还可为害大麦、高粱等多种禾本科作

物［８９］，此外还能传播多种禾本科谷类病毒［１０１１］。苗

期以成蚜、若蚜为害心叶，抽穗后为害穗部，吸收汁

液，妨碍玉米生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作物布局、气候条件的变化、

玉米品种的更替、玉米秸秆还田的逐渐推广以及种

植密度的提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田间土壤病原菌

数量不断累积增加，导致玉米丝黑穗病、玉米蚜虫等

病虫害的发生出现逐渐加重的趋势［１２１６］，严重影响

了我国玉米安全生产。

本试验选用几种种衣剂进行复配，研究其对玉

米出苗的安全性及对玉米丝黑穗病和玉米蚜虫的防

治效果，明确各种衣剂配方对玉米的保苗、壮苗、防

治病虫害及增产作用，确定种衣剂的最佳配比及用

量，为筛选出安全、高效的种衣剂在生产上大面积推

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６００ｇ／Ｌ吡虫啉悬浮种衣剂、６０％戊

唑醇悬浮种衣剂、４．２３％甲霜·种菌唑微乳剂

（１．８８％甲霜灵和２．３５％种菌唑）、３００ｇ／Ｌ氯氰菊

酯悬浮种衣剂、４４％吡虫·氟虫腈悬浮种衣剂（２９％

吡虫啉和１５％氟虫腈），均由德国拜耳作物有限公

司提供。

供试玉米品种：‘先玉３３５’、‘金庆’。由德国拜

耳作物有限公司提供。

防治对象：玉米蚜虫、玉米丝黑穗病。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１０个处理（表１），３次重复，随机排

列。小区面积为１００ｍ２。

１．３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位于吉林市农业科学院试验田，砂壤

土，土壤肥沃，前茬作物为玉米，单粒穴播，播种深

度５ｃｍ左右，５月９日播种，播种密度为５７０００

株／ｈｍ２，试验区内栽培管理条件一致，按照当地常

规种植管理。

１．４　施药方法

播种前，先将各药剂按表１中剂量调成浆状液，

通常每１００ｋｇ种子需加１．５～２．０Ｌ水调制成药

液。将调好的药液与种子充分搅拌混合，使药液均

匀分布在种子上，待药液晾干后即可播种。

１．５　调查方法

１．５．１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播种后１０～１８ｄ在定量播种区调查出苗数，计

算出苗率。在玉米４～５叶期，每小区随机取２０株

有代表性玉米苗，测量株高（土面以上至每株最高叶

尖的平均高度为株高）、根数，以及地上和地下部分

的鲜重，与对照比较，统计不同处理对玉米苗期生长

发育的影响。

１．５．２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丝黑穗病的防效

每小区除边行外，５点取样调查，共调查２００株

玉米。在果穗出齐后症状明显时调查１次。

病株率（％）＝
病株数

调查总株数×１００
；

防治效果（％）＝

空白对照区病株率－处理区病株率
空白对照区病株率 ×１００。

１．５．３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蚜虫的防效

每小区５点取样，每点固定１０株玉米，调查全

株活蚜虫数。出苗后在对照区虫口密度达到每株

５０头左右时进行第１次调查，隔７天再调查１次，共

调查２次。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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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供试药剂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犻狀狋犺犻狊狊狋狌犱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制剂用量／ｍＬ·（１００ｋｇ）－１

Ｄｏｓａｇｅ

有效成分含量／ｇ·（１００ｋｇ）－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６００ｇ／Ｌ吡虫啉ＦＳＣ２００＋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６００ｇ／Ｌ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ＳＣ２００＋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１２０＋７．５０＋４．２３

２
６００ｇ／Ｌ吡虫啉ＦＳＣ３００＋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６００ｇ／Ｌ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３００＋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１８０＋７．５０＋４．２３

３
６００ｇ／Ｌ吡虫啉ＦＳＣ４００＋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６００ｇ／Ｌ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ＳＣ４００＋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２４０＋７．５０＋４．２３

４
６００ｇ／Ｌ吡虫啉ＦＳＣ５００＋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６００ｇ／Ｌ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ＳＣ５００＋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３００＋７．５０＋４．２３

５
６００ｇ／Ｌ吡虫啉ＦＳＣ６００＋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６００ｇ／Ｌ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ＳＣ６００＋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３６０＋７．５０＋４．２３

６
６００ｇ／Ｌ吡虫啉ＦＳＣ８００＋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６００ｇ／Ｌ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ＳＣ８００＋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６４０＋７．５０＋４．２３

７
３００ｇ／Ｌ氯氰菊酯ＦＳＣ１６７＋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３００ｇ／Ｌ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ＦＳＣ１６７＋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５０＋７．５０＋４．２３

８
４４％吡虫·氟虫腈ＦＳＣ２４０＋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４４％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ｉｐｒｏｎｉｌＦＳＣ２４０＋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１６４＋７．５０＋４．２３

９
４４％吡虫·氟虫腈ＦＳＣ４８０＋６０％戊唑醇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甲霜·种菌唑ＭＥ１００

４４％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ｉｐｒｏｎｉｌＦＳＣ４８０＋６０％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ＦＳＣ１５０＋４．２３％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ＭＥ１００
２１６＋７．５０＋４．２３

１０ 白籽ＣＫ －

　　防治效果（％）＝

对照区活蚜数－处理区活蚜数
对照区活蚜数 ×１００。

１．５．４　不同药剂组合对产量的影响

在收获期，５点取样调查１０ｍ２的植株，每点取

１０株考种，分别测定玉米穗数、穗长、穗粒数、千粒

重、收获时种子的含水量。记录每小区产量，计算每

公顷平均产量以及和空白对照相比的增（减）产率。

增产率（％）＝
处理区产量－空白对照区产量

空白对照区产量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出苗安全性、生长发育及

产量的影响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９日调查出苗率，６月７日进行各

项生长发育指标调查。结果显示：药剂处理后两个

玉米品种的出苗率均高于对照，最高可达９５．７％

（表２～３）。说明各处理对供试玉米是安全的。药

剂处理后‘先玉３３５’苗期生长发育指标均高于对照，

收获时各处理都表现出显著的增产作用，增产率在

１．８％～１２．３％之间，较好的是吡虫啉８００ｍＬ＋戊

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

氟虫腈２４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

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

＋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增产率分别为８．７％、

１２．３％、９．１％。由表３可见，药剂处理后‘金庆’苗期

各项生长发育指标均高于对照，收获时各处理都表现

出显著的增产作用，增产率在６．９％～１９．６％之间，增

产幅度较好的是吡虫啉６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

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ｍＬ＋戊

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

腈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

合，增产率分别为１５．０％、１９．６％、１７．２％。

２．２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丝黑穗病的防治效果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进行调查。由图１可见，不同

药剂处理‘先玉３３５’玉米种子对玉米丝黑穗病的防

治效果在５７．７％～８６．３％，吡虫啉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ｍＬ

＋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

虫·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

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的防效都表现较好，达８５．８９％

以上，氯氰菊酯１６７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

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的防效不理想，只有５７．７％；由

图２可见，不同药剂处理‘金庆’玉米种子对玉米丝

黑穗病防效在２５．０６％～１００％之间，吡虫啉４００、５００、

６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

组合、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

＋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的防效较好，达８７％

以上，氯氰菊酯１６７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

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的防治效果较低，只有２５．０６％。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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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品种‘先玉３３５’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狑狋犺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犿犪犻狕犲狏犪狉犻犲狋狔‘犡犻犪狀狔狌３３５’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出苗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根数／条

Ｒｏ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地上部鲜重／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地下部鲜重／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产量／

ｋｇ·（ｈ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增产率／％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１ ９１．０ａｂ ２５．３ａｂ １３．８ａ ４８．０ａ ５２．４ａ １３５２８．０ ５．０ｄ

２ ８３．３ｂ ２５．０ａｂ １２．９ａ ２９．０ｃｄ ２９．３ｄｅ １３７４６．０ ６．７ｃ

３ ８３．０ｂ ２４．１ａｂ １２．７ａ ２５．７ｄｅ ２８．３ｄｅ １３１１２．０ １．８ｆ

４ ９１．３ａｂ ２５．６ａｂ １３．０ａ ３４．８ｂ ４４．８ｂ １３２０６．０ ２．５ｆ

５ ９５．０ａ ２４．８ａｂ １２．７ａ ２０．５ｆｇ ２９．０ｄｅ １４４６９．０ ６．８ｃ

６ ８５．７ａｂ ２４．８ａｂ １２．８ａ ２５．２ｅ ２７．７ｅ １５２９９．０ ８．７ｂ

７ ８９．３ａｂ ２４．３ａｂ １３．４ａ ２２．８ｅｆ ２９．０ｄｅ １３３７４．０ ３．８ｅ

８ ９５．７ａ ２５．９ａ １３．６ａ ３２．６ｂ ３３．８ｃ １３７５９．０ １２．３ａ

９ ９０．３ａｂ ２５．４ａｂ １３．７ａ ３２．２ｂｃ ３１．５ｃｄ １４０５９．０ ９．１ｂ

ＣＫ ８２．７ｂ ２２．８ｂ １１．３ｂ １８．０ｇ ２１．７ｆ １２８８６．０ －

　１）处理１：吡虫啉２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处理２：吡虫啉３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处

理３：吡虫啉４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处理４：吡虫啉５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处理５：

吡虫啉６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处理６：吡虫啉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处理７：氯氰

菊酯１６７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处理８：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处理９：

吡虫·氟虫腈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ＣＫ：白籽；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在

犘＜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１：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２００ｍ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２：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３００ｍＬ＋ｔｅｂｕｃｏｎ

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３：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４００ｍ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４：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５００ｍ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５：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６００ｍＬ＋ｔｅｂｕｃｏｎ

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６：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８００ｍ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７：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１６７ｍ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８：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ｉｐｒｏｎｉｌ２４０ｍＬ

＋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９；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ｆｉｐｒｏｎｉｌ４８０ｍＬ＋ｔｅｂ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５０ｍ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
·ｉｐ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１００ｍＬ；ＣＫ：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ｅｅ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犘＜

０．０５ｂｙＤＭＲ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表３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金庆’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狑狋犺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犿犪犻狕犲狏犪狉犻犲狋狔‘犑犻狀狇犻狀犵’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出苗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根数／条

Ｒｏ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地上部鲜重／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ｒｔ

地下部鲜重／ｇ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ｒｔ

产量／ｋｇ·

（ｈ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增产率／％

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１ ８７．０ｂ ２５．８ｂｃ １２．３ａ ４１．０ａ ３４．０ｃｄ １３７４０．０ ９．８ｅ

２ ８７．７ａｂ ２６．８ａｂｃ １２．２ａ ３７．４ａｂ ３５．３ｃｄ １４２３４．０ １３．８ｃ

３ ９１．０ａｂ ２７．８ａｂ １２．０ａ ３１．９ｃｄ ４３．０ａｂ １４０５９．０ １２．４ｄ

４ ８７．０ｂ ２６．２ｂｃ １２．３ａ ３３．１ｂｃ ３２．２ｄ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１．９ｄ

５ ８８．７ａｂ ２７．４ａｂｃ １２．０ａ ２８．１ｄ ３９．０ｂｃ １４３８９．０ １５．０ｃ

６ ９４．３ａ ２８．９ａ １２．４ａ ４０．１ａ ２５．９ｅ １４２２０．０ １３．７ｃ

７ ８７．０ｂ ２６．１ｂｃ １１．８ａ ３７．６ａｂ ３１．１ｄ １３３７１．０ ６．９ｆ

８ ９２．７ａｂ ２８．２ａｂ １２．５ａ ３９．７ａ ４６．４ａ １４９６５．０ １９．６ａ

９ ９２．０ａｂ ２９．０ａ １２．１ａ ４０．２ａ ４４．３ａｂ １４６６５．０ １７．２ｂ

ＣＫ ８６．７ｂ ２５．１ｃ １１．６ａ ２７．２ｄ ２５．５ｅ １２５０９．０ －

２．３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蚜虫的防治效果

不同药剂处理‘先玉３３５’种子后，于２０１３年７

月１８日蚜虫发生期（玉米孕穗期）进行第１次调

查，结果表明，对照区百株蚜虫数为４７９８头。各

处理对玉米蚜虫防治效果在５７．０％～９０．２％，其

中，吡虫啉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

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

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

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对玉米蚜虫的防治效果均在７２．５％

以上。氯氰菊酯１６７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

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的防治效果较低，为５７．０％

（图３）。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６日进行第２次调查，吡虫啉

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

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ｍＬ＋戊

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对玉米蚜

虫防治效果均在７６．０％以上。吡虫啉２００ｍＬ＋戊唑

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氯氰菊酯

·７２２·



２０１７

１６７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

合的防治效果稍低，分别为６８．５％和５２．８％（图３）。

图１　不同药剂组合处理‘先玉３３５’玉米种子

对丝黑穗病的防治效果

犉犻犵．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犪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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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狀狋犺犲狏犪狉犻犲狋狔‘犡犻犪狀狔狌３３５’

图２　不同药剂组合处理‘金庆’玉米种子

对丝黑穗病的防治效果

犉犻犵．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犪狊

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犪犵犲狀狋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犿犪犻狕犲犺犲犪犱狊犿狌狋

狅狀狋犺犲狏犪狉犻犲狋狔‘犑犻狀狇犻狀犵’

不同药剂处理‘金庆’种子后，于２０１３年７月

１８日蚜虫发生期（玉米孕穗期）进行第１次调查，结

果（图４）表明，对照区蚜虫百株虫量为５２６８头；各

处理对玉米蚜虫防治效果在６５．３％～８９．８％之间，

其中，吡虫啉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

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

虫腈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

组合对玉米蚜虫的防治效果较好，均在７４％以上。

氯氰菊酯１６７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

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

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的防治效果偏低，分别

为６５．３％和６９．２％。

图３　不同药剂组合处理‘先玉３３５’种子

对玉米蚜虫防治效果

犉犻犵．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犪狊

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犪犵犲狀狋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犮狅狉狀犪狆犺犻犱狊

狅狀狋犺犲狏犪狉犻犲狋狔‘犡犻犪狀狔狌３３５’

图４　不同药剂组合处理‘金庆’玉米种子

对玉米蚜虫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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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６日进行第２次调查，吡虫啉

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

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４８０ｍＬ

＋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对玉

米蚜虫仍表现出较好的防治效果，均在７２％以上。

氯氰菊酯１６７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

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

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的防治效果偏低，

分别为５４．３％和６５．３％（图４）。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田间观察及数据显示：种子包衣对玉米出苗安

全，无药害。药剂处理后的出苗率、苗期株高、根数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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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上、地下部分鲜重明显高于对照，可见各处理对

玉米生长有显著的保苗、壮苗效果。各处理对两个

玉米品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作用，对‘金庆’的增

产幅度整体大于‘先玉３３５’，可见各处理药剂对不

同玉米品种的生长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３．２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丝黑穗病及蚜虫的防治

效果

　　综合两个玉米品种的试验结果，吡虫啉４００、

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

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ｍＬ＋戊唑醇

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对玉米丝黑穗

病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均能达到８４％以上，氯氰菊

酯１６７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

组合的防效偏低，可能与选择的剂量有关，有待于日

后进一步细化试验。

不同药剂组合对玉米品种‘先玉３３５’上蚜虫的

防效显示：吡虫啉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

·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ｍＬ

＋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具有

很好的防治效果，两次调查防治效果均在８１．６％以

上。不同组合对玉米品种‘金庆’上蚜虫防效显示，

吡虫啉５００、６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

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腈４８０ｍＬ＋戊唑醇

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对玉米蚜虫的

防治效果较为突出，两次调查防治效果均在８１．１％

以上。对玉米蚜虫进行第２次调查时，距离玉米种

子包衣已有７９ｄ，此时吡虫啉６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醇

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合、吡虫·氟虫

腈４８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

ｍＬ组合对玉米蚜虫的防效仍能达到８０．０％以上，

说明这些药剂控制蚜虫的持效期较长。同一配方处

理不同玉米品种的种子对玉米丝黑穗病和玉米蚜虫

的防治效果略有不同，说明玉米品种间对病虫害的

抗性差异对防治效果有影响。

供试药剂配方中，每１００ｋｇ种子采用吡虫啉

（２００～８００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和甲霜·种菌唑

（１００ｍＬ）组合，或采用吡虫·氟虫腈（２４０、４８０

ｍＬ）、戊唑醇（１５０ｍＬ）和甲霜·种菌唑（１００ｍＬ）组

合对玉米丝黑穗病及蚜虫均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且有很好的保苗、壮苗、增产作用，适合在吉林省玉

米生产种植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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