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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研究不同药剂处理水稻种子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以期筛选出对稻飞虱防治效果好%持效期长的药剂及

其配套使用技术!为稻飞虱的省力化防控提供科学依据"选择噻虫嗪%呋虫胺%吡虫啉%烯啶虫胺%噻虫胺和氟啶虫

胺腈
(

种药剂分别按照有效药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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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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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

进行拌种!测定不同处理对室内及田间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同时将噻

虫嗪与复合肥混合施用!验证药肥混施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及时长"结果表明!室内条件下!以噻虫嗪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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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

拌种

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最好!有效控制时长为
.-L

左右!防治效果为
'"9(D

&田间条件下!机插秧%直播稻以及旱育秧

%

种种植方式下!仍以噻虫嗪防治效果最好!有效控制时长分别为
(-

%

$"

%

(-L

"噻虫嗪与复合肥混合施用!有效药

量为
!."

Y

(

F0

!以上时!药后
!"L

!防治效果在
$-D

以上!与常规茎叶喷雾防治效果无差异"利用噻虫嗪有效药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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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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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

进行拌种!在稻飞虱发生较轻年份!可有效降低田间稻飞虱种群数量&在稻飞虱发生较重年份!水稻抽穗

前采用噻虫嗪药肥混施!控制稻飞虱的持效期为
!"L

左右!能有效减少稻飞虱的防治次数!实现稻飞虱的省力化%

轻简式防控!可在水稻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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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近一半人口以水稻为主粮%在我国超

过五分之三的人口一日三餐以大米为主%因此%水稻

能否稳定增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

'

(水稻生长期病虫害是水稻安全生产

中的主要威胁%我国每年有多达
.""

万
I

以上的水

稻产量损失是由病虫害造成的%尤其是稻飞虱和水

稻螟虫对水稻危害最为严重&

!%

'

(

为了有效控制稻飞虱为害%

!"

世纪
$"

年代以

来%我国曾大力推广使用对稻飞虱具有特效的扑虱

灵和吡虫啉等农药%起到了较好的控制效果(但是

由于单一农药的长期使用%诱发了稻飞虱高抗性的

产生%最终导致
!""-

年以后稻飞虱在我国暴发成

灾&

.

'

(除此之外%诸如三唑磷%拟除虫菊酯类杀虫

剂)杀菌剂和除草剂等对褐飞虱具有刺激生殖作用%

更加剧了稻飞虱的再增猖獗&

-$

'

(目前%稻飞虱防治

药剂以新烟碱类)吡啶类)昆虫生长调节剂类的单剂

或其复配剂为主%防治方式仍以茎叶喷雾为主&

'#"

'

(

水稻生长季节高温)高湿%田间作业强度大%如今家

庭农场)新型农民合作社不断兴起%农村劳动力奇

缺%每年稻飞虱防治期间%种植户常因劳动力不足而

延误防治时期(近年来%随着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

不断出现%农药新品种的推广)新型植保机械和无人

机的使用%稻飞虱的为害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防治次

数并没有减少%一般仍需要
.

"

-

次%服务面积有限%

实际覆盖率较低%且无人机成本高)操作技术性强)

防治效果不稳%只能局限于专业化组织使用%不能广

泛应用于种植农户(因此迫切需求一项新技术简化

施药方式%减少稻飞虱防治次数(

利用新烟碱类)亚胺类等内吸性较强的杀虫剂

进行拌种已在多种旱作作物如小麦)玉米)花生)大

豆中得到应用%除能增加产量外%拌种包衣后的幼苗

抗逆性)抗虫抗病性均得到显著提高&

###.

'

(但与旱

作物不同%水稻多处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生长%在

其生长过程中%药剂水解)光解等因素均有可能限制

拌种包衣后有效药量的吸收及利用%其防治效果能

否达到要求还不甚明了(因此%本研究评价噻虫嗪)

呋虫胺)吡虫啉)烯啶虫胺)噻虫胺和氟啶虫胺腈
(

种药剂拌种处理后对稻飞虱的室内及田间防治效

果%同时配合农事操作!穗肥"药肥混用%明确药肥对

田间稻飞虱的控制能力%初步形成水稻穗前稻飞虱

省力化防控技术体系%为水稻生产技术应用提供理

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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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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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药剂及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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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 啶 虫 胺 水 分 散 粒 剂 !

82IM8

Kb

N10

%

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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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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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啶虫胺腈

悬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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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益农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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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合肥!氮 磷 钾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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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阿康公

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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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虫源

室内防效测定用褐飞虱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提

供%采集于
!""$

年%在人工气候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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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用/武运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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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稻

苗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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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概况

试验田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

创新中心基地!

##'9%#k/

%

%#9'(k,

"%水稻品种为

/南粳
'#"$

.%

!"#(

年
-

月
#$

日旱育秧播种%

(

月
#"

日移栽#

-

月
!$

日机插秧播种%

(

月
!"

日大田机插#

-

月
!$

日直播稻播种(试验田地势平整%灌溉排水

方便(

$%B

!

试验方法

$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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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种药剂的配制

将
(

种药剂分别配制成含有效药量为
!

)

.

)

(

Y

!低浓度)中浓度)高浓度%下同"的拌种药剂(具体

配制方法为%用梅特勒
=̀ #!%+C

电子天平!精确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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呋虫胺可溶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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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啶虫胺水分散粒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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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虫胺悬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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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吡虫啉可湿

性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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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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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溶解并定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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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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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拌种对水稻种子的安全性

分别将上述拌种药液以及清水!对照"按
."

Y

*

e

Y

进行拌种处理%待种子与药液充分混匀阴干后%选取

#""

粒籽粒饱满的稻种置于带有三层湿润滤纸的培养

皿中%置于人工气候室&温度$!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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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光周期$

B

#

Pg#.F

#

#"F

'中培养%

&L

后调查种子发芽

率%每个处理重复
%

次#同时选取
#""

粒籽粒饱满

的稻种播种于机插秧塑料秧盘中!

(":0V%":0V

%9-:0

"%置于室外培养%

#-L

后调查种子出苗率%每

个处理重复
%

次(

$9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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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剂拌种对褐飞虱的室内防效

分别将拌种药液以及清水!对照"按
."

Y

*

e

Y

进

行拌种处理%待种子与药液充分混匀阴干后%播种于

机插秧塑料秧盘中!

(":0V%":0V%9-:0

"%每个

秧盘播种
!""

Y

种子%适期移栽至塑料桶中培养(

分别在播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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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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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

将各处理水稻

苗连根挖取%洗净%剪成长约
#":0

的带少许根须的

稻茎%于阴凉处晾干至表面无水痕%用湿润的脱脂棉

包住水稻根部%放置于
!"00V!""00

的玻璃试

管中%

!"028

后接入
!

"

%

龄若虫
!"

头%用纱网罩

住%每个处理重复
%

次(于接虫后
.$F

检查试虫存

活情况%计算死亡率%并与对照死亡率进行比较%计

算校正死亡率(

死亡率
g

死亡虫数*供试总虫数
V#""D

#

校正死亡率
g

!处理组死亡率
R

对照组死亡

率"*!

#R

对照组死亡率"

V#""D

(

毒力测定在人工气候室中进行%温度$!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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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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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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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种处理对田间稻飞虱种群动态的影响

水稻种植方式分为直播)旱育秧)机插秧
%

种不

同栽培模式%对应的用种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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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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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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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虫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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呋虫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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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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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虫

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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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田间试验药剂%种子分别按有效药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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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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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e

Y

药剂进行拌种处理(每个浓度处理面积

在
-""0

!以上%各小区之间利用双泥埂隔开%防治

田水串流(

%

种不同种植模式下田间稻飞虱种群动态数量

调查从
&

月
#%

日开始%每隔
&L

调查
#

次%采用平行

跳跃法取样%每点调查
.

穴%每个小区重复
(

次(

$9B9Q

!

药肥混用对田间稻飞虱的防治效果

水稻种植方式为机插秧!用种量为
("e

Y

*

F0

!

"%

!-D

噻虫嗪
cW

有效药量分别为
#!"

)

!."

)

%("

)

.$"

Y

*

F0

!

%以清水为对照(于
$

月
#

日%水稻处于

孕穗期%结合农事操作%施加促花
.$D

复合肥%保持田

间肥水不外流(具体方法为按照施复合肥
&-e

Y

*

F0

!

%

施肥现场将复合肥与上述
.

种浓度噻虫嗪进行混

拌%待肥料充分吸收药液时进行施肥%同时以有效药

量
("

Y

*

F0

!对单施促花肥的田块进行常规茎叶喷雾

防治%药肥撒施及常规喷雾防治均在未进行种子处

理田块进行(施肥!喷雾"前进行虫口基数调查%施

肥!喷雾"后
#"

)

!"L

和
%"L

按照上述方法对各处理

小区进行调查(以对照区稻飞虱自然虫口增减率计

算杀虫效果%同时目测试验药剂对水稻是否有药害%

并记载药害的类型和危害程度(

虫口减退率
g

!药前活虫数
R

药后活虫数"*药

前活虫数
V#""D

#

防治效果
g

!处理组虫口减退率
R

清水对照组虫

口减退率"*!

#R

清水对照组虫口减退率"

V#""D

(

$%Q

!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
/X:M3

以及
C?CC!"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和差异性分析!

>5eM

b

"(

=

!

结果与分析

=%$

!

药剂拌种对水稻种子的安全性

=9$9$

!

药剂拌种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试验结果显示%使用不同药剂低浓度与中浓度

药液拌种后
&L

%水稻种子发芽率与对照均无显著差

异#使用高浓度呋虫胺)吡虫啉)噻虫胺与氟啶虫胺

腈拌种后
&L

%水稻种子发芽率均显著低于对照%使

用高浓度噻虫嗪与烯啶虫胺拌种
&L

后与对照无显

著差异!图
#

"(

=9$9=

!

药剂拌种对水稻出苗的影响

播种后
#-L

出苗率调查结果显示%使用低浓度

噻虫嗪)呋虫胺以及烯啶虫胺拌种水稻出苗率均在

&-D

以上%使用低浓度吡虫啉)噻虫胺以及氟啶虫胺

腈拌种出苗率均在
&"D

以上%清水处理出苗率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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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与对照亦无显著差异(

使用中浓度吡虫啉拌种%

#-L

后出苗率为
&"9%%D

%

显著低于噻虫嗪以及对照#使用中浓度烯啶虫胺拌

种%

#-L

后出苗率显著低于对照%但与其余药剂均

无显著差异#其余
.

种药剂中浓度拌种%

#-L

后出

苗率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使用高浓度不同药剂

拌种%各药剂之间
#-L

后出苗率无显著差异%但高

浓度呋虫胺)噻虫胺与氟啶虫胺腈拌种
#-L

后出

苗率均显著低于对照%其余
%

种药剂与对照无显著

差异!图
!

"(

图
$

!

不同药剂拌种后
N1

水稻种子发芽率

:-

7

%$

!

U*,.-6'4-36,'4*32,-5*/**1N1'

K

/'24*,/**14,*'4.*64V-4F1-22*,*64

9

*/4-5-1*/

图
=

!

不同药剂拌种后
$Q1

水稻出苗率

:-

7

%=

!

E.*,

7

*65*,'4*32,-5*$Q1'

K

/'24*,/**14,*'4.*64V-4F1-22*,*64

9

*/4-5-1*/

=%=

!

室内条件下不同药剂对褐飞虱有效控制时长

试验结果表明%供试药剂处理水稻种子对褐飞

虱均有一定的控制效果%但不同药剂的控制效果及

时长各不相同(低浓度下%以噻虫嗪)呋虫胺以及

吡虫啉
%

种药剂持效期最长%播种后
.-L

接虫%褐

飞虱死亡率均在
-"D

以上%显著高于其他药剂#中

浓度下则以噻虫嗪)呋虫胺和烯啶虫胺
%

种药剂防

治效果较好%持效时间最长%

%

种药剂中又以噻虫

嗪防效最好%播种后
.-L

%其对褐飞虱致死率仍高

达
'"9(D

%显著高于其余
-

种药剂#当使用高浓度

药剂时%情况与低浓度类似%以噻虫嗪)呋虫胺以

及吡虫啉持效期最长%三者中又以呋虫胺和噻虫嗪防

效最好%播种后
.-L

接虫%其死亡率分别为
&"9"D

与

$'9&D

%显著高于其余
.

种药剂(播种
-"L

以后%

各供试药剂不同浓度拌种处理对褐飞虱均失去控制

能力!表
#

"(室内测定结果表明%具有内吸性的新烟

碱类杀虫剂拌种处理水稻种子%对褐飞虱的最长控制

时间为
.-L

左右%超过
.-L

基本失去控害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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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药剂拌种后对褐飞虱的室内致死效果$

$

&'()*$

!

#6133,5364,3)*22*54321-22*,*64

9

*/4-5-1*/36,-5*

9

)'64F3

99

*,/'24*,/**14,*'4.*64

有效药量

/\\M:I2OML;JM

药剂名称

?MJI2:2LM

药后校正死亡率*
D

!

@;NNM:IML0;NI132I

b

1\IMNJMMLINM1I0M8I

!"L %"L ."L .-L -"L --L

!

Y

*

e

Y

种子!低浓度"

!

Y

*

e

Y

JMMLJ

!

B;4:;8:M8IN1I2;8

"

噻虫嗪
IF210MIF;X10 $!9'1 &%9&E &(9!1 (-9%1 #"9'1 %9-1

呋虫胺
L28;IM\5N18 $#9-1 &%9"E (-9.1E &-9(1 -9&1 #9&1

吡虫啉
202L1:3;

K

N2L $"9'1 $.9-1 &!9!1 -(9!1 $9%1 $9!1

烯啶虫胺
82IM8

Kb

N10 .$9%: .!9'L .$9-E %!9"E #&9-1 "9"1

噻虫胺
:3;IF2182L28 $"9"1 ('9&:L (.9(1E !.9'E &9-1 #9&1

氟啶虫胺腈
J53\;X1\3;N ($9%E -(9!L !%9.: !!9.E "9%1 "9"1

.

Y

*

e

Y

种子!中浓度"

.

Y

*

e

Y

JMMLJ

!

HML250:;8:M8IN1I2;8

"

噻虫嗪
IF210MIF;X10 '%9&1 '"9%1 '"9$1 '"9(1 !"9"1 #9&1

呋虫胺
L28;IM\5N18 '"9(1 $$9!1 &%9#E -'9&: #(9-1 "9"1

吡虫啉
202L1:3;

K

N2L $"9"1 &(9&E -(9&: %'9#L $9!1 #9&1

烯啶虫胺
82IM8

Kb

N10 $"9-1 &.9"E &(9&E &%9#E !&9'1 #9(1

噻虫胺
:3;IF2182L28 $(9%1 &$9!E -'9': .$9%:L #"9-1 "9"1

氟啶虫胺腈
J53\;X1\3;N (#9.E .%9#: %#9&L #!9$M R%9(1 "9"1

(

Y

*

e

Y

种子!高浓度"

(

Y

*

e

Y

JMMLJ

!

]2

Y

F:;8:M8IN1I2;8

"

噻虫嗪
IF210MIF;X10 '$9'1 '#9!1 '"9#1 $'9&1 %'9'1 &9-1

呋虫胺
L28;IM\5N18 $(9-1E $$9.1 &!9!E &"9"1 #$9(E #(9.1

吡虫啉
202L1:3;

K

N2L $-9%1E &&9-1E &!9%E -$9$E '9"E !9"1

烯啶虫胺
82IM8

Kb

N10 '$9%1 &"9-E ("9#E .-9$E #.9#E "9"1

噻虫胺
:3;IF2182L28 '.9#1 $$9.1 (!9&E .#9-E .9!E "9"1

氟啶虫胺腈
J53\;X1\3;N &$9%E (!9!: #$9.: &9#: R"9#E "9"1

!

#

"表中数据均为
%

次重复平均数#不同小写字母为
-D

水平显著性差异(

@;8IN;3M\\2:1:

b

;\M1:FINM1I0M8I41JIFM1OMN1

Y

M;\IFNMMNM

K

32:1IMJ9P2\\MNM8I3;4MN:1JM3MIIMNJ28L2:1IMLJ2

Y

82\2:18IL2\\MNM8:M1I-D3MOM39

=%A

!

噻虫嗪%呋虫胺与吡虫啉种子处理对田间稻飞

虱种群动态的影响

=9A9$

!

机插秧田稻飞虱种群动态

田间调查结果显示%对照田稻飞虱虫量高峰有

两个%分别在
$

月
%

日百丛虫量
&""

头与
$

月
%#

日

百丛虫量
&("

头!褐飞虱虫量约占
#-D

"(吡虫啉

种子处理田块%稻飞虱种群数量随时间推移不断增

长%至
$

月
%

日%各浓度百丛虫量均超过
&""

头%至
$

月
%#

日达到最高峰%百丛虫量均远高于对照田块同

期虫量#呋虫胺种子处理田块%各处理间百丛虫量较

为接近%与对照田百丛虫量亦相差不远#噻虫嗪种子

处理田块%其防治效果明显好于吡虫啉及呋虫胺%各

处理稻飞虱种群数量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田块数量(

就防治指标来看&

#-

'

%对照田
&

月
!&

日达到防治指

标!白背飞虱百丛虫量
#-"

"

!-"

头"%不同浓度吡虫

啉与呋虫胺防治田块在
&

月
!"

日达到防治指标%自

秧苗移植大田后基本无防治效果(不同浓度噻虫嗪

处理田块稻飞虱均在
$

月
%

日达到防治指标%有效

控制时长约在
(-L

左右!图
%

"(

图
A

!

三种药剂拌种机插秧田稻飞虱种群动态

:-

7

%A

!

+3

9

0)'4-361

K

6'.-5/32,-5*

9

)'64F3

99

*,/-6.*5F'6-5'))

K

4,'6/

9

)'64*1,-5*

9

'11

K

=9A9=

!

直播稻田稻飞虱种群动态

调查结果显示%自
&

月
#%

日起%对照田稻飞虱

种群数量基本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
&

月
!"

日达到

防治指标%在
$

月
%#

日达到最大值%百丛虫量为

#$."

头!褐飞虱虫量约占
!"D

"(利用吡虫啉进行

拌种处理后%稻飞虱种群数量一直低于对照组%低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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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处理后稻飞虱种群数量在
&

月
!&

日达到防治指

标%中)高浓度处理稻飞虱种群数量在
$

月初达到防

治指标%

%

种浓度处理后稻飞虱种群最大值出现在
$

月
%#

日左右%分别为每百丛
#!!"

)

#"'-

)

'%"

头%且

浓度越高%稻飞虱种群数量越低(呋虫胺处理结果

与吡虫啉相同%最高虫量也出现在
$

月
%#

日前后%

%

种浓度处理分别为每百丛
#"(-

)

#!!"

)

#.(-

头(

%

种浓度噻虫嗪拌种处理后前期稻飞虱种群数量一直

维持在较低水平%中)高浓度处理直到
'

月初仍在防

治指标附近波动!图
.

"(

图
B

!

三种药剂拌种直播稻田稻飞虱种群动态

:-

7

%B

!

+3

9

0)'4-361

K

6'.-5/32,-5*

9

)'64F3

99

*,/-61-,*54/**1-6

7

,-5*

9

'11

K

=9A9A

!

旱育手栽秧田稻飞虱种群动态

田间稻飞虱调查结果显示%

&

月
#%

日对照田百

丛虫量为
.$-

头%达到防治指标%

$

月
#"

日田间百

丛虫量达到最高值
#(."

头!褐飞虱虫量约占

!"D

"(吡虫啉与呋虫胺处理田块%前期稻飞虱种群

数量与对照田差异不大%于
&

月
#%

日达到防治指

标%中)后期种群数量虽低于对照田块%但种群数量

均在防治指标以上%可见自水稻从秧田移栽大田后

不同浓度的两种药剂处理对稻飞虱基本丧失控制能

力(噻虫嗪处理后%前)中期稻飞虱种群数量明显低

于对照田数量%但中)低浓度处理田块仍在
&

月
!"

日达到防治指标%高浓度处理田块
&

月
!&

日达到防

治指标%有效控制时长约为
&"L

左右!图
-

"(

图
Q

!

三种药剂拌种旱育秧移栽田稻飞虱种群动态

:-

7

%Q

!

+3

9

0)'4-361

K

6'.-5/32,-5*

9

)'64F3

99

*,/-61,

K

W,'-/*1/**1)-6

7

4,'6/

9

)'64*1,-5*

9

'1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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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噻虫嗪与肥料混施对稻飞虱的控制作用及安全性

=9B9$

!

噻虫嗪与肥料混施对稻飞虱防治效果

结合农事操作%在水稻抽穗前期!

$

月
#

日"利

用肥料混拌噻虫嗪%调查结果表明药肥混施后
#"L

%

有效药量从低到高对田间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9$"D

)

$!9&$D

)

'"9%'D

)

$!9#$D

%其中低浓度

!

#!"

Y

*

F0

!

"处理防治效果最低%显著低于其他浓度%

常规茎叶防治效果为
'.9"-D

%防效高于低浓度药肥混

施%但与中浓度!

!."

Y

*

F0

!

")中高浓度!

%("

Y

*

F0

!

"和

高浓度!

.$"

Y

*

F0

!

"处理防效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药后
!"L

%常规防治防效下降
!9-(D

%除低浓度处

理外%其他三种浓度处理防效均在
$-D

以上%与常

规防治无显著性差异#药后
%"L

%常规防治效果为

.'9!'D

%药肥混施各处理防效均下降至
-"D

以下%

且各处理之间防治效果差异不显著(综上所述%利

用噻虫嗪与复合肥混施对稻飞虱具有较好的控制效

果%当有效药量为
!."

Y

*

F0

!及以上时%防效与常规

茎叶喷雾相当%有效控制时长在
!"L

左右!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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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用量噻虫嗪与肥料混施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

$

&'()*=

!

<364,3)*22*54321-22*,*6413/'

7

*/324F-'.*4F3R'..-R*1V-4F2*,4-)-X*,36,-5*

9

)'64F3

99

*,/

有效药量

/\\M:I2OML;JM

药前虫量*头+百穴R#

,50EMNEM\;NMINM1I0M8I

药后防治效果*
D

!

@;8IN;3M\\2:1:

b

#"L !"L %"L

#!"

Y

*

F0

!

%(!9-"

!

-.9$"h#9.'

"

E

!

("9##h.9(&

"

E

!

.-9$&h&9"'

"

1

!."

Y

*

F0

!

.-.9#&

!

$!9&$h!9#(

"

1

!

$&9#'h!9"#

"

1

!

.!9$%h#!9'#

"

1

%("

Y

*

F0

!

(%&9-"

!

'"9%'h!9"%

"

1

!

$(9&#h#9'(

"

1

!

.!9$'h#.9$!

"

1

.$"

Y

*

F0

!

(-$9%%

!

$!9#$h.9"#

"

1

!

$-9"$h!9!!

"

1

!

.&9-"h&9"$

"

1

常规喷雾防治

<M

Y

531NJ

K

N1

b

28

Y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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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虫嗪与肥料混施对水稻植株的影响

不同噻虫嗪药肥混施后%经观察和调查%各处理

对水稻生长
!

有不良影响(

A

!

讨论

噻虫嗪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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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

水稻生产上防治稻飞虱的重要药剂之一%使用方式

一般以茎叶喷雾为主(由于农村劳动力缺失%施药

方式向省力化发展已成为植保研究工作的重点之

一(此外水稻因其生育特点%生长期间温度高)移苗

定植和药剂水解光解等因素限制了药剂拌种包衣后

有效药量的吸收及利用&

#(#&

'

(因此通过室内)田间

试验进行药剂筛选%根据试验结果提出以噻虫嗪进

行拌种处理降低水稻前期稻飞虱种群数量%中期通

过药肥辅助控害%减少前中期田间药剂施用次数(

本研究通过室内筛选及田间对比发现%利用噻

虫嗪拌种处理后对稻飞虱的防治时长要优于其他
-

种药剂(水稻种子经噻虫嗪拌种%室内条件下对稻

飞虱的防治效果能维持在
.-L

左右(田间
%

种栽

培模式下%直播稻利用噻虫嗪中)高浓度拌种时%田

间稻飞虱种群数量在播种后
$-L

左右仍明显低于

对照组虫量#机插秧田块%不同浓度噻虫嗪拌种%其

有效控制时间均为
&"L

左右%低于直播稻控制时

长#旱育手栽秧田%高浓度噻虫嗪拌种后%播种后
&"

L

稻飞虱达到防治指标(水稻生长前期以白背飞虱

为主%正常条件下迟熟中粳稻白背飞虱防治指标为

每百穴
#$"

"

!-"

头&

#-

%

#$

'

%直播稻与机插秧拌种处理

在
$

月初前基本可控制白背飞虱种群数量在防治指

标范围内#旱育秧自
&

月底%各处理稻飞虱种群数量

略超过防治指标%但稻飞虱种群数量仍低于对照%并

呈现下降趋势%逼近防治指标(因此在稻飞虱发生

较轻的情况下%直播稻)旱育秧或机插秧利用中浓度

或高浓度噻虫嗪拌种处理后%大田移植
."L

左右%

稻飞虱种群数量基本在防治指标范围内(随着时间

的增加%稻飞虱种群数量发生变化%总体上中浓度与

高浓度拌种处理后稻飞虱种群数量略高于防治指

标%但田间仍以白背飞虱为主%占整个稻飞虱数量的

'-D

以上%由于白背飞虱取食为害能力低于褐飞虱%

若适当放宽防治指标%直至水稻抽穗前期针对稻飞

虱可不再进行常规茎叶喷雾防治(

利用噻虫嗪与肥料混施是对种子处理有效防治

时长不足的补充%同时也是病虫害省力化防治中的

重要措施(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水稻抽穗前通过

药肥混施%中浓度!

!."

Y

*

F0

!

"以上用量防效时长可

维持
!"L

左右%与常规茎叶喷雾防治无差异(在稻

飞虱大发生年份%拌种处理后期%稻飞虱种群数量远

超过防治指标%可利用药肥混施暂时压低虫源数量%

确保水稻稳产(

稻飞虱为迁飞性害虫%区域暴发性强(长江中

下游稻区从播种至抽穗初期%针对稻飞虱的常规防

治至少需要
!

次以上(药剂拌种处理或药肥混施均

利用噻虫嗪内吸性的特点%不仅可控制秧苗上灰飞

虱与蓟马的为害%降低由灰飞虱传播的病毒病害发

生&

#(

%

#'!"

'

%同时还能降低田间前中期水稻上稻飞虱

种群数量%减少前中期农药使用次数%保护天敌(

至于药剂的缓释期%可以噻虫嗪剂型研制为重

点突破%选择合适剂型以及添加最优助剂%促进种子

对药剂的最大化吸收%提高药剂有效利用率%降低药

剂使用量%同时研究筛选其他内吸性强的药剂处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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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张国等$水稻穗前稻飞虱省力化防控技术可行性评价

水稻种子对稻飞虱的控制能力%研究药剂轮换处理对

其抗性发展的影响%完善药肥使用技术%减少有效药

量投入%从而制定完整的水稻穗前稻飞虱省力化防控

技术体系%为水稻生产大面积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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