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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病虫害是影响玉米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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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独或组合在玉米心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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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施药'并在药后
*@

接种玉米弯孢

菌'随后对各处理的防治效果和经济效益进行比较分析!基于施药成本&施药后的增产效益和玉米价格'采用贝叶

斯推断统计方法计算净利润的概率!在盈利平衡点"纯利润为
%

%'通过施药获得净利润的概率变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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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各施药处理概率的变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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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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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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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环唑#嘧菌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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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盈利概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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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环唑#嘧菌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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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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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虫

苯甲酰胺#噻虫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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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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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盈利概率也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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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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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虫苯甲酰

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嘧菌酯
CJ

是防治当地玉米病虫害理想的杀虫剂杀菌剂施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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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作为我国第一大种植作物$可为畜牧养殖(

化工(医药等行业提供重要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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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植过程

中通常会受到杂草(病(虫等有害生物的侵害$导致减

产和品质下降%目前$我国玉米种植户使用化学除草

剂防治杂草已经非常普遍$特别是对施药时期(药剂

选择及安全性等均具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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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

随着耕作方式的改变及气候的变化$如连续多年的禁

烧及秸秆还田(黄淮海夏玉米的贴茬播种(玉米种植密

度的增加(机械跨区作业等均影响着田间病虫害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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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玉米螟
1,!(&0&/

#

2(0/'/+&,

"

Y=1<̂1

#(桃蛀

螟
3)0)

4

.!5.,

*

20'!&

#

.(/+&,

"

Y=1<̂1

#(棉铃虫
6.+&')78

.(

*

//(-&

4

.(/R_-<13

以及劳氏黏虫
%

9

!5&-0/+)(.

9

&

"

I=

5

><HA1E

#等的为害可能加重并将持续发生$玉米茎

腐病(穗腐病(部分区域的叶斑病和南方锈病等玉米

病害仍在流行及传播$近些年呈加重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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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每年玉米病虫害发生面积在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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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有可能持续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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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玉米种植

户对玉米生长后期病虫害多不进行防治$主要原因

可能是玉米为高大密植作物$后期防治存在诸多困

难$另一方面种植户对施药时期(药剂选择(防治效

果及经济效益可能存在诸多疑虑等%和美国玉米种

植户相比$我国农户种植规模较小$对玉米病虫害的

管理存在观念落后和成本较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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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问题$我国专家提出通过玉米心叶期

施药来防治后期主要病虫害*

+

$

+++(

+

$这样既适合人

工施药$也便于机械施药%但这就要求所选择的药

剂具有内吸性强(防效广谱(预防保护(药效期长等

特性$最好还要具有植物健康调节(持绿增产等多重

作用和功能%本研究选择国外公司研发的几种杀菌

剂和杀虫剂$通过单独施药或组合使用在心叶期一

次性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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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工接种玉米弯孢菌的条件下比较

其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和经济效益$为玉米种植户

实施病虫害防治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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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试验

田间试验在河南省长葛市石象镇长葛鼎研泽田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试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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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J

#开展$试验地土壤肥力中等$前茬作物为

小麦$施肥(灌溉(除草等田间常规管理%玉米品种为

.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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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品种感弯孢叶斑病$中抗小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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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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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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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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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收获%小

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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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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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距
%$"0

$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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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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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及处理

本研究选用
!

种杀菌剂和
#

种杀虫剂$设置

"

种药剂单独使用及
!

个杀菌剂与
#

个杀虫剂组合

使用的施药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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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空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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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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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理"表
+

#%每个处理
(

次重复$完全随

机区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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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及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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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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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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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玉米心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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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叶#

进行田间喷雾施药%兑清水
"%%Z

&

A0

#

$选用新加

坡利农
RI!%%

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施药$最大工作压

力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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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药口直径
+%&00

$喷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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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药时喷头距离作物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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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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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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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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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种玉米

弯孢菌%选用本实验室保存的弯孢叶斑病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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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经高粱粒扩

繁后进行清水洗脱$配制成浓度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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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孢子悬浮液$采用叶片喷雾方式进行接种$接种量为

+%0Z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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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参考王晓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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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弯孢菌叶斑病病害严重

度分级方法$根据穗位叶及以上叶片上病斑所占比

例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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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级调查%在
G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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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玉

米蜡熟期调查叶部病害发生情况$每小区选取中间

(

行$每行连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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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进行发病级别调查$计算

每个小区的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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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每个小区在中间行随机选取代表性玉米

(

株$分别选择其穗位叶和倒三叶进行剥离$放在标

注有比例尺背景的平板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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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

进行图像采集$室内用公共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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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图像分

析$每个叶片随机选定叶脉两侧各两个位置的一定

面积$分别用肉眼查出所划定区域内病斑数$最后换

算为病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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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均数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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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氟环唑
CJ

4E

5

A4NH

75

13016A3/<+%%

;

&

ZJB[1

5

>M/H><4]>E1+#&

;

&

ZCJ

+&%0Z[!&%0Z #&&

.,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HAE>34<634</E/

5

3>E1

'

6A/4016A>M40!%WXY[

57

34HE>263>-/<

'

1

5

>M/H><4]>E1+*WCJ

+#%

;

[*&%0Z G(%

.G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4E

5

A4NH

75

13016A3/<+%%

;

&

ZJB

巴斯夫欧洲公司
+&%0Z (%

.+%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HAE>34<634</E/

5

3>E1

'

6A/4016A>M40!%W XY

先正达"苏州#作

物保护有限公司
+#%

;

+,%

.%

对照
Bf 8 8

""

G

月
+&8+*

日进行害虫发生调查$每个小区按

对角线取样$每行随机选择
#

株$剖秆调查植株害虫

发生情况%逐株记录单株虫孔数$目测单孔隧道长

度并合计为单株隧道总长度$目测鉴定害虫的种类(

数量及虫龄$重点调查玉米主要害虫亚洲玉米螟(桃

蛀螟(棉铃虫和劳氏黏虫*

+&

+

%数据换算为单株平均

虫口数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对照相比计算虫孔减退

率(隧道长度减退率和总虫口密度减退率%虫孔相

比对照的减退率
)

"对照小区单株虫孔数
8

防治小

区单株虫孔数#&对照小区单株虫孔数
c+%%W

)隧道

长度相比对照的减退率
)

"对照小区单株隧道长度

8

防治小区单株隧道长度#&对照小区单株隧道长度

c+%%W

)总虫口密度相比对照的减退率
)

"对照小

区单株总虫口密度
8

防治小区单株总虫口密度#&对

照小区单株总虫口密度
c+%%W

%根据相比对照的

减退率计算防治效果$防治效果
)

"虫孔相比对照的

减退率
[

隧道长度相比对照的减退率
[

总虫口密度

相比对照的减退率#&

(

*

+"+*

+

%

+%

月
#

日$每个小区选取中间
(

行收获"收获

面积
+,0

#

#$收获后直接脱粒$测量各小区实收籽

粒重量和水分$并按
+!W

的含水量折算公顷产量%

!9@

"

数据分析

病害(虫害和产量性状数据均采用
C9CG$#

统

计软件"

C9Ce<26/6=61

$

B43

7

$

PB

#中的
YZF

程序

进行方差分析$采用
I=<H4<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显著

性检验"

$

!

%$%&

#%

不同施药处理经济效益的估算参考
F=<L:>E@

等*

+,

+的算法%因为在中国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户

主要依靠自然晾晒$因此在本研究中不考虑施药处

理与对照收获时籽粒水分含量差所需的烘干成本$

这一点与
F=<L:>E@

等*

+,

+的算法不同%本研究中每

公顷的净利润"

:

#根据施药处理与对照小区的产量

差"

$

9

)

9

8

#

8

9

8

'

#(玉米籽粒价格"

;

#和施药成本
3

#

"包括药剂成本和施药方式成本#计算$

:)

$

9

;8

3

#

%目标利润的产量差
$

9

:

可以根据
:

进行计算!

$

9

:

)

"

:[3

#

#&

;

%本研究中所选药剂价格为零售

商提供的参考价格)目前黄淮海玉米区施药方式主

要采用人工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施药和租用悬挂式喷

药机或无人机施药$其中$人工施药劳力成本约为

##&

元&
A0

#

$租用成本约为
+&%

元&
A0

#

%近几年黄

淮海区域玉米价格通常在
+$"

#

#$%

元&
L

;

波动$本

文按
+$"

(

+$,

和
#$%

元&
L

;

分别估算增产所带来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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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施药处理增产获得的净利润大于假设的目标净

利润"

:

#的概率"

$

:

#用贝叶斯统计方法"

\4

7

12/4<

2646/26/H4E016A>@2

#进行分析*

+,

+

$由下列公式计算

<

值%

<

"

$

9

:

#

=

$

9

:

>

"

9

>

#

>

9

>

'

#

?

+

0

#

@

+

0槡 '

""

公式中
?

是根据施药处理和对照小区的产量差

"

9

8

#

8

9

8

'

#的标准差$

0

'

和
0

#

分别为施药处理和对照

的重复次数$本研究中均为
(

次重复%然后在
JMH1E

中由公式
$

:

)+86@/26

"

$

9

:

$

"

#.

#&

#

计算
$

:

%

参考
F=<L:>E@

等*

+,

+设置
#

个目标净利润"

:

#

水平$一是根据盈利平衡点"

-314LN1:1<

5

>/<6

$

:)

%$%

元&
A0

#

#$即施药的净增产收益等于施药成本

"药剂成本
[

人工或机械施药成本#$即净利润为
%

)

二是设置每
A0

#的净利润为
+&%%

元"

:)+&%%$%

元&
A0

#

#$相当于每
"""$*0

#的净利润
+%%

元$即当

地一个工人
+@

的工资$这对玉米种植户来说可能

进行施药防治%按
+$"

(

+$,

和
#$%

元&
L

;

(

个玉米

价格水平分别计算
:)%$%

元&
A0

# 和
:)+&%%

元&
A0

#水平下的概率"

$

:

#%

:

"

结果与分析

:9!

"

施药对害虫发生的影响

玉米收获前田间害虫调查的结果表明试验田块

自然发生的害虫主要有亚洲玉米螟和劳氏黏虫$其

次为桃蛀螟和棉铃虫%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处理间

单株虫孔数差异不显著"

$

$

%$%&

#$对照"

.%

#小区

的单株虫口数为
"$%

头$施药处理的单株虫口数变

幅为
#$&

#

"$&

头$只有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

嗪
XY

单独处理"

.+%

#及与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混用处理"

.!

#的单株虫口数与对照相比差异显

著"

$

!

%$%&

#$虫孔相比对照的减退率分别为

&,O&%W

和
&&$++W

"表
#

#%

田间调查结果表明$对照"

.%

#的单株隧道总长

度最长"

+,$!*H0

#$单独喷施杀菌剂
+,$*W

丙环唑

'嘧菌酯
CJ

"

.+

#(

#&%

;

&

Z

吡唑醚菌酯
JB

"

.#

#(

+#&

;

&

Z

氟环唑
CJ

"

.&

#(

+*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

."

#$杀虫剂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

.G

#$及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与
#&%

;

&

Z

吡唑醚菌酯

JB

混用"

.(

#(与
+#&

;

&

Z

氟环唑
CJ

混用"

.*

#的单

株隧道总长度尽管低于对照$但相比对照的减退率

均低于
&%W

%而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单独处理"

.+%

#$或与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混

用"

.!

#(与
+*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混用"

.,

#

的单株隧道总长度均显著低于对照"

.%

#$且
(

个处

理间差异不显著"表
#

#$相比对照的减退率均大于

!%W

$初步表明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具

有较好的防虫效果%

田间亚洲玉米螟多数为
(

龄和
&

龄$其次为

#

龄和
!

龄$

+

龄的极少)对照"

.%

#的单株虫口数为

*O!,

头$施药处理中除了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单独施用"

.G

#$或与
#&%

;

&

Z

吡唑醚菌酯
JB

混

用"

.(

#(与
+#&

;

&

Z

氟环唑
CJ

混用"

.*

#的单株虫

口数和对照差异不显著以外$其余处理均显著低于

对照$其中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单独处

理"

.+%

#$或与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混用

"

.!

#(与
+*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混用 "

.,

#的

单株虫口数相比对照的减退率相对较高$在
!($GW

#

"!$!W

之间$表明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对亚洲玉米螟具有较好的防虫效果%

田间劳氏黏虫多为
&

龄$其次为
#

#

!

龄)对照

"

.%

#的单株虫口数最高"

!$%&

头#$施药处理中除了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

.+

#(

+#&

;

&

Z

氟环唑

CJ

"

.&

#(

+*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

."

#(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

&

Z

氟环唑
CJ

"

.*

#

和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

.G

#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以外$其余处理单株虫口数均显著低于对照"表
#

#$其

中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

.+%

#及其与

+,O*W

丙环唑'嘧菌酯
CJ

混用"

.!

#处理相比对照的

减退率最高$分别为
*,$"W

和
**$%W

%

田间桃蛀螟多为
(

龄$棉铃虫多为
&

龄$对照

"

.%

#的单株虫口数分别为
+$+!

头和
%$#*

头$两种

害虫的数量远少于亚洲玉米螟和劳氏黏虫$

+%

个施

药处理的单株桃蛀螟和棉铃虫虫口数均显著低于对

照"

.%

#$但施药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表
#

#%

如果不考虑害虫的种类$将调查发现的所有害

虫合计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施药处理的单

株总虫口密度和对照均有显著差异"

$

!

%$%&

#$总

虫口密度相比对照的减退率在
#*$!,W

#

"G$(GW

之间%其中以单独施用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

嗪
XY

处理"

.+%

#相比对照的总虫口密度减退率最

高"

"G$(GW

#$防治效果为
"*$,GW

)其与
+,$*W

丙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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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嘧菌酯
CJ

混用 "

.!

#相比对照的总虫口密度

减退率为
"%$+,W

$防治效果为
&,$+*W

)与
+*W

吡

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混用"

.,

#相比对照的总虫口

密度减退率为
&#$+%W

$防治效果为
!#$(GW

$其他

施药处理的防治效果均低于
!%$%W

%

以上结果表明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对本

研究调查的
!

种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差$而
!%W

氯虫

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9:

"

施药对病害发生程度的影响

田间病害调查结果表明接种弯孢菌的对照

"

.%

#的发病级别多为
*

级和
G

级$而邻近田块未接

种的.鼎优
G+G

/发病严重度多为
(

级$少数为
&

级$

说明接种弯孢菌后叶斑病发病充分%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处理间穗位叶和倒三

叶病斑数及病情指数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

!

%O%&

#%对照"

.%

#倒三叶和穗位叶病斑数分别为

#O,!

(

($(*

个&
H0

#

$病情指数为
G+$,

)

+%%

;

&

Z

顺式

氯氰菊酯
JB

"

.G

#和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处理"

.+%

#倒三叶病斑数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但穗位叶病斑数和病情指数与对照差异显著%

,

个

含杀菌剂处理的倒三叶和穗位叶病斑数及病情指数

与对照相比均差异显著"

$

!

%$%&

#"表
(

#%其中

+,O*W

丙环唑'嘧菌酯
CJ

"

.+

#(

!%W

氯虫苯甲酰

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嘧菌酯
CJ

"

.!

#(

+#&

;

&

Z

氟环唑
CJ

"

.&

#(

+%%

;

&

Z

顺式氯氰

菊酯
JB[+#&

;

&

Z

氟环唑
CJ

"

.*

#和
!%W

氯虫苯甲

酰胺'噻虫嗪
XY[+*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

.,

#的穗位叶和倒三叶病斑数和对照相比均减少

&%W

以上%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

.+

#$及其与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混用"

.!

#的病情指

数低于
&%$%

$而其他含有杀菌剂的药剂及组合处理后

病情指数在
&G$%

#

*+$G

之间$其中
+,O*W

丙环唑'

嘧菌酯
CJ

"

.+

#和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处理"

.!

#的防效较高

"分别为
!"$!W

和
!,$&W

#$表明
+,$*W

丙环唑'嘧

菌酯
CJ

对弯孢菌叶斑病具有较好的防效%

:9;

"

施药对产量的影响

产量性状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个处理间存

在极显著差异"

$

!

%$%+

#%各施药处理产量均高于

对照$增产幅度在
!$,W

#

!G$%W

之间$说明本研究

所选的药剂均有增产作用%其中除了
+#&

;

&

Z

氟环

唑
CJ

"

.&

#(

+*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

."

#和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处理"

.G

#与对照"

.%

#相

比产量差异不显著外"

$

$

%$%&

#$其他施药处理产

量均显著高于对照"

$

!

%$%&

#"表
(

#$其中
+,$*W

丙

环唑'嘧菌酯
CJ

"

.+

#(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嘧菌酯
CJ

"

.!

#和
!%W

氯虫

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处理"

.,

#比对照"

.%

#的增产均在
!%$%W

以上%

以上结果表明若单独使用本研究所选用的两种杀虫

剂$推荐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若单独使

用杀菌剂防治玉米叶斑病$推荐使用
+,$*W

丙环唑

'嘧菌酯
CJ

$杀虫剂和杀菌剂组合使用推荐
!%W

氯

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嘧菌酯

CJ

或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吡唑

醚菌酯'氟环唑
CJ

%

表
;

"

不同处理对叶片上病斑数$病情指数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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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药的经济效益

由于机械施药成本"

+&%

元&
A0

#

#低于人工施药

成本"

##&

元&
A0

#

#$因此各处理按机械施药成本计

算得到的净利润的概率几乎均高于对应的人工施药

"表
!

#%通过施药获得净利润的概率变幅"盈利平

衡点#在
%$(#,

#

%$GG,

之间"

:)%

元&
A0

#

#%如果

要获得
+&%%

元&
A0

#的净利润$各施药处理概率的

变幅为
%$%#!

#

%$GG(

$其中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

.+

#(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嘧菌酯
CJ

"

.!

#(

+%%

;

&

Z

顺式氯氰菊酯

JB[+#&

;

&

Z

氟环唑
CJ

"

.*

#和
!%W

氯虫苯甲酰胺

'噻虫嗪
XY[+*W

吡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

.,

#

施药处理的概率均超过
%$G%%

$相比较而言$

.!

处

理的概率最高"

%$G,"

#

%$GG(

#$进一步表明
!%W

氯

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嘧菌酯

CJ

是理想的杀虫剂和杀菌剂施药组合%

表
<

"

不同施药处理人工或机械施药盈利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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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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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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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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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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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 FC

#$%

元&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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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 FC

纯利润"

:

#

)g+&%%

'"

A0

#

#

8+时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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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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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C

!人工施药)

FC

!机械施药%

9C

!

936/?/H/4E2

5

34

7

)

FC

!

F1HA4</H4E2

5

34

7

$

;

"

讨论

施药的主要目的是防治病虫害达到增产增收的

效果$但目前我国多数玉米种植户对玉米后期病虫

害基本不防治%美国等国家主要通过种植转基因玉

米防治玉米螟等鳞翅目害虫*

+G

+

)对于玉米叶部病

害$美国玉米种植户在
+GG,

年之前很少使用杀菌剂

来防治$但在
#%%%

年之后$由于玉米灰斑病的发生

和流行*

+,

$

#%

+以及较短的轮作间隔期造成病残体积累

引起有关病害频发*

#+

+

$在
#%%&

年
8#%%G

年有
*(W

的作物种植顾问"

H136/?/1@H3>

5

4@:/2>3

#开始推荐种

植户使用杀菌剂防治玉米叶斑病$但只有
(&W

的玉

米种植户喷药防治$其中杂交种的抗性是影响是否

使用杀菌剂的主要因素*

+%

+

%的确$对于玉米叶斑病

的防控$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是培育抗病品种$但目前

在中国黄淮海区域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品种.郑单

G&,

/和.先玉
((&

/$以及近几年审定的品种多数对

弯孢菌叶斑病表现感或高感*

##

+

$此外$目前审定推

广的玉米品种几乎都对亚洲玉米螟等鳞翅目害虫表

现高感$这些品种在一些病虫害重发区或重发年份

推广将可能导致减产%

考虑到黄淮海区域玉米种植户较小的种植面积

及部分采用人工施药的现状$本研究选择在玉米心

叶期"

Q+#

生长阶段#一次性施药来比较几种杀菌剂

和杀虫剂单独或组合使用的防治效果和经济效益$

结果表明$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对玉米叶斑

病防效较好$这一点与
\E4<@/<>

等*

#(

+关于防治玉米

大斑病研究结果一致$推荐在玉米拔节期至开花期

施用$这样不仅能有效防治大斑病且使产量最大化)

国内研究也表明在自然环境条件下施用
+,$*W

丙

环唑'嘧菌酯
CJ

对玉米大斑病和小斑病均具有较

好的防治效果*

+#+(

$

#!#&

+

%说明
+,$*W

丙环唑'嘧菌

酯
CJ

是一种广谱的防控玉米叶斑病杀菌剂$且具

有较好的预防保护作用$适宜通过早期施药来防控

灌浆期发生的叶斑病%

#%+,

年
*

月
8G

月$河南豫南地区高温(干旱$

降雨量明显低于常年$这可能是导致试验田块虫害严

重发生的原因%对照"

.%

#小区鳞翅目害虫单株虫口

'

%!#

'



!"

卷第
#

期 刘佳中等!杀菌剂和杀虫剂使用对玉米病虫害防治及效益分析

密度为
+#$G!

头$其中亚洲玉米螟最多"

&*$,W

#$劳

氏黏虫次之"

(+$(W

#$桃蛀螟"

,$,W

#和棉铃虫

"

#O+W

#较少$该结果与已有的报道基本一致$其中

亚洲玉米螟仍然是优势群体*

&

$

*

+

)而桃蛀螟的数量较

少*

#"

+

%棉铃虫较少主要与本研究调查时期较晚有

关$因为在玉米收获前$

!

代棉铃虫多数已入土化

蛹*

*

+

%通过比较发现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

对本研究调查的
!

种鳞翅目害虫均具有较好

的防效$进一步明确了该药剂在夏玉米上使用具有

较好的内吸性和较长的药效期%当然$该药剂的主

要成分噻虫嗪对刺吸式害虫"蚜虫(飞虱等#也具

有较好的效果$但由于本试验中玉米田块几乎没有

蚜虫发生$因此没有调查其对玉米生长后期蚜虫的

影响%

黄淮海区域多数农户种植规模较小$习惯人工施

药$少数土地流转经营者多采用机械施药$因此在成

本核算和效益分析方面$设置人工和机械两种施药方

式进行计算$其成本分别按
##&

和
+&%

元&
A0

#计算$

加上药剂成本$两项之和远高于美国施药成本
(G

美

元&
A0

#

*

+,

+

)同样$美国中西部多数玉米种植户可接

受的施药成本为
(*$%"

美元&
A0

#

*

+%

+

$相比之下中国

的施药成本远高于美国"按目前的汇率
+

美元
)

"O"*&

人民币#%考虑到近几年玉米籽粒价格的变

化$本研究中玉米籽粒的价格设置为
+"%%

(

+,%%

和
#%%%

元&
6

"相当于
+$"

(

+$,

和
#$%

元&
L

;

#$而

美国为
+%%

美元&
6

左右$同样高于美国*

+%

$

#%

+

%本

研究设置
:)+&%%

元&
A0

#的纯利润水平来计算

每种药剂使用后相应的概率$远高于美国
:)#&

美元&
A0

#净利润水平*

+,

+

%通过净利润概率分析

发现杀虫剂和杀菌剂组合使用$如
!%W

氯虫苯甲

酰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嘧菌酯
CJ

"

.!

#和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吡

唑醚菌酯'氟环唑
CJ

"

.,

#

#

个施药处理的概率均

超过
%$G!*

$但由于
+,$*W

丙环唑'嘧菌酯
CJ

的

药剂成本"

#*%

元&
A0

#

#远低于
+*W

吡唑醚菌酯'

氟环唑
CJ

"

&#&

元&
A0

#

#%结合防效(成本和施药

后的增产效益$本研究推荐杀虫剂和杀菌剂组合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

'嘧菌酯
CJ

在玉米心叶期喷施来防治后期主要

病虫害%

本研究选用的是中抗玉米小斑病的玉米品种$

且仅对接种玉米弯孢菌后引起的叶斑病的防效进行

了调查%近年来黄淮海部分区域玉米南方锈病和部

分品种的穗腐病发生也较普遍和严重$但
#%+,

年本

研究试验田块南方锈病轻微发生$试验品种.鼎优

G+G

/几乎没有穗腐病发生$因此$未调查所选药剂对

南方锈病和穗腐病的防效%

#%+G

年$我们在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针对

农户种植的玉米品种.鼎优
G+G

/$在
Q+&

时期"

#%+G

年
*

月
#"

日#$用本研究推荐的杀虫剂(杀菌剂组合

!%W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
XY[+,$*W

丙环唑'

嘧菌酯
CJ

$租用河南众人联合农化有限公司的植保

无人机
JN9+%F

进行飞防施药%主要参数为!飞行

高度
+$#0

$速度
(0

&

2

$施药量
(%Z

&

A0

#

$雾滴直径

+(%

%

0

$喷幅宽度
(0

%其中施药面积约
!$%A0

#

$约

%$"*A0

#作为对照%在收获期"

G

月
#,

日#随机选取

&

点$每点收获
+#0

#

"

&0

行长$

!

行区$

%$"0

行

距#进行测产%结果表明无人机施药区平均产量为

G*,%$"L

;

&

A0

#

$比对照"

**%+$+L

;

&

A0

#

#增产

#*O%W

$玉米价格按
+$"

元&
L

;

计算$净利润
#*#*$+

元&
A0

#

)与对照相比$施药区穗部鳞翅目害虫虫口密

度相比对照的减退率为
(#$(W

$虫孔相比对照的减

退率为
+"$(W

$防治效果为
#!$(W

%由于对照区和

施药区的弯孢菌叶斑病(南方锈病等叶部病害均发

病较轻$没有调查病害相关数据%通过更大面积的

无人机施药$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所推荐的杀虫剂

杀菌剂组合在当地夏玉米生产上能够获得较好的防

治效果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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