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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前期室内筛选得到的对草地贪夜蛾有较高防效的
"

种化学农药和
#

种生物农药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

开展了对玉米上草地贪夜蛾田间药效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化学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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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
-2

后对草地贪夜蛾

的防效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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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
$"2

后对玉米叶片的保护率达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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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虫腈
EU

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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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防效为
!,()%.

$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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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玉米叶片的保护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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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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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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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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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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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防效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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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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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

$"2

后对叶片保护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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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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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乙基多杀菌素(甲维盐(氯

虫苯甲酰胺(乙酰甲胺磷及抗生素类农药多杀霉素等新型高效低毒农药是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的首选农药$而苏云

金芽孢杆菌和球孢白僵菌对该虫防治效果相对较低$适用于低密度种群的预防性控制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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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赵胜园等!

'

种农药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防治效果

!!

自草地贪夜蛾
6

4

232

4

(:),

<

)-

9

*

4

:)3,

"

Z(U(

Q+A;>

$

$-)-

#

&%$)

年
$

月入侵我国云南省以来$到

"

月底该虫已蔓延至
$,

个省"市(自治区#的
,%%

多

个县"市(区#$给玉米(高粱(甘蔗(薏苡等作物造成

严重危害)

$"

*

%经预测$该虫将进一步迁飞入侵我国

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

&

$

"

*

$中国玉米生产受

到严重威胁%

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工作$

将北方玉米主产区确定为-虫口夺粮.的主战场$防

控的总体目标是对重点防控区域防控处置率要达到

)%.

以上$危害损失控制在
".

以内$确保不发生玉

米大面积连片成灾减产%近期出台了一系列防控措

施$包括成立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应急调研指导小

组(开展基层农技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增加人员力

量及增设观测网点等%鉴于目前我国尚无防治该虫

的登记农药$农业农村部根据3农药管理条例4的有

关规定$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多种应急用药措

施$以解决生产上的防治用药问题%

在草地贪夜蛾原生地美洲地区$喷施农药一直

是防治该虫的主要手段之一)

,'

*

$其中化学农药防治

已有超过
"%

年的历史)

)

*

%但在长期的选择压力下$

草地贪夜蛾不仅对传统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拟

除虫菊酯类农药产生了较高的抗性)

$%$!

*

$而且在墨

西哥和波多黎各对氯虫苯甲酰胺(乙基多杀菌素等

新型农药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抗性)

$"

*

%生物农药

具有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等特点$是减少化学农

药使用量和绿色防控害虫的重要手段$国外已将抗

生素类农药多杀霉素(阿维菌素及微生物农药苏云

金芽孢杆菌
=,7*//-'(8-)*+

9

*:+'*'

用于防治草地贪

夜蛾)

,-

$

$,

*

%

我们前期经过对多种农药的室内筛选$明确了

化学农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简称甲维盐#(

乙基多杀菌素(氯虫苯甲酰胺(乙酰甲胺磷(氟虫腈$

生物农药多杀霉素(苏云金杆菌(球孢白僵菌等对草

地贪夜蛾具有较好的防控效果)

$-$'

*

%为了进一步确

认这些药剂的田间实际防效$为生产用药提供技术

指导$我们在草地贪夜蛾的入侵地和重灾区云南省

普洱市江城县开展了这些药剂在玉米田对草地贪夜

蛾的防效试验%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根据赵胜园等)

$-$'

*的草地贪夜蛾室

内药剂筛选试验结果$选择对草地贪夜蛾具有较高

防效的化学农药及生物农药供试%药剂稀释倍数见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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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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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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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倍数&倍

3A:9;A7=;A+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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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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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F>:7?4=;?4=A:A

R

?7:0&%%

6

&

<QP

美国富美实公司
&!%%

".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简称甲维盐#微乳剂
0+4+0F;A=\0=e74;0". EU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氯虫苯甲酰胺超低容量液剂
F>:7?4=;?4=A:A

R

?7:0". G<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

,%

6

&

<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

R

A=0;7?4+,%

6

&

<QP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

-".

乙酰甲胺磷可溶粉剂
4F0

R

>4;0-".QL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

#.

氟虫腈微乳剂
8A

R

?7=A:#. EU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

'%

亿孢子&
6

球孢白僵菌可分散油悬浮剂
=:,-A:)*,.,''*,+,'h$%

)

@

R

7?0@

&

6

T3

重庆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

多杀霉素水分散粒剂
@

R

A=7@42$%. OH

山东惠民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IG

&

!

<

苏云金杆菌悬浮剂"

K;X$

#

=,7*//-'(8-)*+

9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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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

"

K;X$

# 河北青园腾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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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云金杆菌悬浮剂"

K;X&

#

=,7*//-'(8-)*+

9

*:+'*''%%%IG

&

!

<QP

"

K;X&

# 黑龙江省卫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

药械!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清元
#OK3X$,

型$临

沂佳士通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由江城县植保植检站

提供%

试验地!试验设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宝藏镇水

城村的春玉米田"

&&q!$r$"(,%sJ

$

$%$q#'r##(-%sU

#$试

验地地势平坦$土壤类型属于壤土$肥力中等%种植

玉米品种为/康农
&

号0"湖北康农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株距
&%F+

$行距
""F+

$试验地水肥管理正常%

<"!

!

试验方法

试验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1"

月
$%

日$玉米

生育期为拔节期%试验设置
$%

个药剂处理$以清水

为对照$每处理
#

次重复$共计
##

小区$每小区面积

为
&%+

&

$小区间间隔
$+

为保护行$各小区随机排列

组合%以茎叶喷雾方式施药$药液用量为
!"%c

6

&

>+

&

$

'

"-

'



&%$)

均匀喷雾%

!

月
$'

日施药当天天气晴朗$气温

##D

&

$#D

$相对湿度
,".

$无持续风向$风力
$

"

&

级%施药前
$2

及施药后
$

(

#

(

"

(

-2

$分别采用五点

取样法调查各小区虫口密度$每点调查
$+

&

$记录

每点虫口数及为害情况$着重调查喇叭口及叶鞘部

位%根据公式"

$

#和"

&

#分别计算虫口减退率"

.

#和

防治效果"

.

#%药前及药后
$"2

采用五点取样法

调查玉米叶片完整度$记录完整叶片数$计算各处理

的叶片保护率%

!

虫口减退率
/

药前活虫数
1

药后活虫数
药前活虫数 h$%%.

"

$

#

防治效果
/

!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1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h$%%.

"

&

#

叶片保护率
/

!

每株完整叶片数
1

药前完整叶片数
每株叶片总数

1

药前叶片总数 h$%%.

"

#

#

校正叶片保护率
/

!

处理叶片保护率
1

对照叶片保护率

$1

对照叶片保护率 h$%%.

"

!

#

<"#

!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经
UCF0:

整理后$采用
QSQ)(!

对不

同处理的虫口减退率(防治效果及叶片保护率进行

统计分析$均值采用
39=F4=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多

重比较$显著性水平
"

"

%(%"

%

!

!

结果与分析

化学农药
,%

6

&

<

乙基多杀菌素
QP

(

-".

乙酰甲

胺磷
QL

和
".

甲维盐
EU

具有很好的速效性$药后

$2

虫口减退率分别为
-&()".

(

,,(%%.

和
,!(").

$

防效分别达到
-$(!,.

(

,!($&.

和
,&(,#.

$显著高

于其他药剂处理"表
&

#+相对其他生物农药$

$%.

多

杀霉素
OH

对草地贪夜蛾也具有一定速效性$药后

$2

虫口减退率达到
!)('%.

$防效为
!-(%#.

$显著

高于其他生物农药处理%

表
!

!

不同药剂对玉米田草地贪夜蛾的田间防治效果<

$

=1>0+!

!

4)2.()0+--+*.,)-6%--+(+2.%2,+*.%*%6+,1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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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赵胜园等!

'

种农药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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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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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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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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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虫苯甲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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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氯虫

苯甲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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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分别由第
$

天的

#!($,.

和
#-(",.

上升到
'"(%$.

和
-'(,-.

$防效

也分别由第
$

天的
#$(%$.

和
#!($$.

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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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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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杀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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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防

效达到
,"(&,.

$其他处理组防效均低于
,%.

%

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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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农药处理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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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虫腈
EU

外防效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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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显著高于生物农药处理+两

种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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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云金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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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防效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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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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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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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T3

处理组防效最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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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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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剂对草地贪夜蛾为害玉米叶片的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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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草地贪夜蛾发生较重$为害株率为

$%%.

$处理前处于拔节期$是功能叶片生长和雌雄

穗分化的重要时期%由图
$

可知$化学农药对玉米

叶片的保护作用较好$药后
$"2

$玉米处于抽雄期

"约
$,

叶#$化学农药处理组以
,%

6

&

<

乙基多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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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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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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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虫苯甲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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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乙酰甲胺磷
QL

效果最好$叶片保护率分别为

)"(%%.

(

''(&".

(

',(''.

和
'&("%.

+生物农药处

理组以
$%.

多杀霉素
OH

效果最好$叶片保护率为

"-("%.

$基本能保证功能叶片的完整性$其他几种生物

农药处理的功能叶均不同程度受到草地贪夜蛾为害%

#

!

讨论

目前$尽管已有报道草地贪夜蛾对化学农药产

生了较高的抗性$但在巴西等美洲地区$施用化学农

药仍是防治草地贪夜蛾的重要手段)

,'

$

$!$"

*

%乙基

多杀菌素(灭多威(氯虫苯甲酰胺(茚虫威(毒死蜱(

二氟脲(高效氯氟氰菊酯(氟丙氧脲等仍然广泛用于

玉米田草地贪夜蛾的防治)

'

*

%在非洲地区氯氟氰菊

酯(

(

X

氯氰菊酯(氟虫双酰胺(氯虫苯甲酰胺(高效氯

氟氰菊酯(茚虫威(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阿维菌

素(氟丙氧脲(乙基多杀菌素等农药被推荐用于防控

草地贪夜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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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结果表明$除氟虫腈外$乙基多杀菌素(

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乙酰甲胺磷对草地贪夜蛾具

有较好的速效性和防控效果$药后
#2

的虫口减退

率及防效均大于
-%.

+药后
"2

$防效及虫口减退率均

超过
'%.

%药后
-2

对该虫的防效仍然大于
'%.

%

生物农药的速效性总体较差%药后
#2

$除多杀

霉素外$苏云金杆菌
K;X$

及
K;X&

处理的虫口减退率

及防效均低于
"%.

$球孢白僵菌处理的虫口减退率

及防效低于
&".

%随着时间的延长$

K;X$

及
K;X&

显

示出较高的防效$药后
-2

$虫口减退率接近
-%.

$

防效也大于
,%.

%但药后
-2

$球孢白僵菌处理的

虫口减退率仅为
!%($".

$防效为
&)($&.

%两种微

生物农药虽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但叶片保护率较低$

叶片受害率显著高于化学杀虫剂处理及抗生素类农

药处理%

源于植物(细菌(真菌(病毒以及天敌活体等生

物资源或其代谢产物的生物农药具有低毒(低残留(

环境友好等特点$但也存在见效慢(防治谱窄等缺

点)

&%&&

*

%微生物农药往往需要适宜的温湿度等环境

条件进行繁殖发育才能发挥作用)

&$

*

$如球孢白僵菌

需要高湿度条件才能具有较高防效)

&#

*

$相对湿度越

高$对害虫的致死率越高$在相对湿度
)".

条件下

对草地螟幼虫致死率可达
$%%.

)

&!

*

%因此$生物农

'

--

'



&%$)

药在施用时极易受环境等非生物因素的限制$田间

环境是否适于病原流行是影响防效的主要因素)

&$

*

%

此外$白僵菌等生物杀虫剂对初龄幼虫具有更高的

侵染致死率)

&$

*

$在害虫密度较低$环境湿度较高的

条件下$对低龄幼虫利用生物农药防治会有较高的

防效%本试验期间$江城县处于干旱季节$这可能是

生物农药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针对白僵菌等生物农药防效慢的缺点$可采用

多种农药复配的方式予以解决%如苏云金芽孢杆菌

和球孢白僵菌复配制剂防治马铃薯甲虫具有协同增

效作用$杀虫速度较快的
K;

菌可降低叶片被害率$

持效期长的白僵菌可以实现长期的病原流行与控制

目标)

&"

*

%为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量$亦可将白僵菌

等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混合使用$实现不同类型农

药的优势互补)

&,

*

%

总体而言$乙基多杀菌素(甲维盐(氯虫苯甲酰

胺(乙酰甲胺磷及抗生素类农药多杀霉素是草地贪

夜蛾应急防控的首选农药$而苏云金芽孢杆菌及球

孢白僵菌对该虫控制效果相对较低$适用于种群低

密度下的预防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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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

*赵胜园$孙小旭$张浩文$等
(

常用化学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防

效的室内测定)

Z

*

(

植物保护$

&%$)

$

!"

"

#

#!

$% $!(

)

$'

*赵胜园$杨现明$孙小旭$等
(

常用生物农药对草地贪夜蛾的室

内防效)

Z

*

(

植物保护$

&%$)

$

!"

"

#

#!

&$ &,(

)

$)

*

EA=A@;?

5

78S

6

?AF9:;9?0

$

<A_0@;7Fc4=2 À@>0?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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