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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草地贪夜蛾可为害苗期至灌浆期的小麦，但国内目前尚未进行麦田农药防治的研究工作。我们利用农业农村

部推荐的草地贪夜蛾防控药剂在云南完成了对拔节期麦田草地贪夜蛾的防治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农药７ｄ后的

防治效果有显著差别。２５％乙基多杀菌素ＷＧ、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ＳＣ、５％多杀霉素ＳＣ、５％甲维盐ＭＥ、１０％虫螨腈

ＳＣ、５０ｇ／Ｌ虱螨脲ＥＣ、１５０ｇ／Ｌ茚虫威及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ＥＣ防效为７０．４％～９７．２％，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１０％高效

氯氰菊酯ＥＣ和有机磷杀虫剂４０％氧乐果ＥＣ的防效分别为４９．８％和４６．８％。生物农药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苏云金杆菌ＷＰ防

效为６５．１％，１００亿孢子／ｍＬ短稳杆菌ＳＣ、３００亿孢子／ｇ球孢白僵菌ＷＰ和１０亿ＰＩＢ／Ｌ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ＳＣ的

防效为３５．３％～４１．９％。因此，麦田草地贪夜蛾种群高密度下建议使用乙基多杀菌素、氯虫苯甲酰胺等化学农药防治，低

密度下可选择苏云金杆菌、短稳杆菌等生物农药，研究结果为麦类作物草地贪夜蛾的应急防控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　小麦；　农药；　生物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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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保障小麦的安

全生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农业健康发展至关重

要。世界性重大农业害虫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

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１日入侵我国后
［１］，已



２０２０

侵入全国２６省（区、市），严重威胁全国农业生

产［２３］。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为玉米型［４６］，主要

为害玉米，当玉米缺乏时，可向小麦、大麦等作物转

移为害。已有研究表明，草地贪夜蛾可严重为害小

麦、大麦等麦类作物，威胁我国粮食生产安全［２，６７］。

草地贪夜蛾可从小麦苗期至灌浆期持续为害，

以苗期小麦最易受害［７］。草地贪夜蛾主要取食小麦

叶片及茎秆，为害严重地块可导致缺苗断垄，引起绝

产。苗期至分蘖期为害小麦的草地贪夜蛾多为低龄

幼虫，拔节期低龄及高龄幼虫均有，抽穗至灌浆期为

害小麦则以高龄幼虫为主［７］。在我国云南曲靖、楚

雄等地，草地贪夜蛾在大麦、青稞上也具有较高的虫

口密度，具有较大为害风险［８９］。

因草地贪夜蛾２０１９年已在中国南方和周边国家

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完成定殖，２０２０年虫口基数较

２０１９年加大，且迁飞起点北移，发生时间提前１～２个

月［１０］。据预测，草地贪夜蛾将随季风向北逐代迁移，

今年４月初草地贪夜蛾可迁至长江流域，５月份到达

黄河流域，６－７月份到达东北地区
［１１］。草地贪夜蛾

４、５月份分别迁入长江中下游、江淮和黄淮地区时，小

麦为拔节至灌浆期，处于草地贪夜蛾适宜为害时期，

因此该地区的小麦成为潜在受害对象［１０１２］。

为避免草地贪夜蛾严重为害小麦而产生粮食安

全问题，现阶段需要对草地贪夜蛾实施协同化学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农业防治的综合防治策

略［１３］。其中，化学农药具有高效、速效和使用方便

的特点，是草地贪夜蛾暴发性和突发性为害应急防

控的主要手段。生物农药具有低毒、低残留及环境

友好等特点，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实现绿色防控

的重要措施。因此，明确防控小麦田草地贪夜蛾的

适宜农药种类对指导应急防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据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草地贪

夜蛾应急防治用药有关工作的通知》和《２０２０年全

国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防控草地贪夜蛾的化学农

药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茚虫威、四氯虫酰

胺、氯虫苯甲酰胺、虱螨脲、虫螨腈、乙基多杀菌素、

氟苯虫酰胺等８种化学农药的单剂及其复配剂，高

效氯氟氰菊酯是几种复配制剂的重要成分；生物农

药有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金龟子

绿僵菌、球孢白僵菌、短稳杆菌等。目前，相关科研

单位已进行了玉米田的防治试验［１４１６］，但麦田的试

验工作尚未开展。因草地贪夜蛾主要隐匿为害，但

玉米与小麦的株型、种植密度等差别较大，可能会影

响农药施用效果。因此，我们在云南省寻甸县金源

乡测试了多种农业农村部推荐及常用农药对拔节期

小麦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旨在为长江中下游、江

淮和黄淮等麦区的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见表１。使用浓度约为各农药登记的

害虫防治推荐剂量范围的平均值，以常规喷雾药液

量（４０ｋｇ／６６７ｍ２）换算农药的稀释倍数（表１）。每

种农药配制４Ｌ药液备用。

表１　供试农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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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类别

Ｔｙｐｅ

厂家信息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稀释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

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２００ｇ／ＬＳＣ 邻甲酰胺基苯甲酰胺类 美国富美实公司 ４０００

５％甲维盐微乳剂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５％ ＭＥ 大环内酯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２５％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ｓｐｉｎｅｔｏｒａｍ２５％ ＷＧ 大环内酯类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３０００

５％多杀霉素悬浮剂ｓｐｉｎｏｓａｄ５％ＳＣ 大环内酯类 山东国润生物农药有限责任公司 ８８０

４０％氧乐果乳油 ｏｍｅｔｈｏａｔｅ４０％ＥＣ 有机磷类 昆明农药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高效氯氰菊酯乳油犫犲狋犪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１０％ＥＣ 拟除虫菊酯类 济南科海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犾犪犿犫犱犪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１０％ＥＣ 拟除虫菊酯类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００

１０％虫螨腈悬浮剂ｃｈｌｏｒｆｅｎａｐｙｒ１０％ＳＣ 吡咯类 巴斯夫欧洲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５０ｇ／Ｌ虱螨脲乳油ｌｕｆｅｎｕｒｏｎ５０ｇ／ＬＥＣ 苯甲酰脲类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７２０

１５０ｇ／Ｌ茚虫威乳油ｉｎｄｏｘａｃａｒｂ１５０ｇ／ＬＥＣ 二嗪类杀虫剂 美国富美实公司 ２４００

３００亿孢子／ｇ球孢白僵菌可湿性粉剂

犅犲犪狌狏犲狉犻犪犫犪狊狊犻犪狀犪３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ｓｐｏｒｅｓ／ｇＷＰ
微生物农药 山西绿海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０

１００亿孢子／ｍＬ短稳杆菌悬浮剂

犈犿狆犲犱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狉犲狏犻狊１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ｓｐｏｒｅｓ／ｍＬＳＣ
微生物农药 镇江市润宇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ＷＰ
微生物农药 武汉科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１０亿ＰＩＢ／Ｌ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ｎｕｃｌｅｏｐｏｌｙｈｅｄｒｏｖｉｒｕｓ１ｂｉｌｌｉｏｎＰＩＢ／ＬＳＣ
微生物农药 湖南泽丰农化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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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药药械为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清元３ＷＢＤ１６

型，临沂佳士通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由当地农资市场

购买。试验地点位于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金

源乡中五里松村附近小麦田（２５．８６６°Ｎ，１０３．１１７°Ｅ），

当地实行玉米小麦轮作制度，前茬种植玉米，１０月６

日种植冬小麦（自留种），土壤肥力中等，播种方式为

撒播，种植密度约２５０株／ｍ２。施药前，田间草地贪

夜蛾虫口密度为３０头／ｍ２，大多处于２龄，少部分为

３龄；１１月９日施药，小麦处于拔节期。

１．２　试验方法

试验设置１４个药剂处理，以清水为对照，共计

４５个小区，每个小区２２ｍ２，小区间隔０．５ｍ保护

行，各小区随机排列组合。以茎叶喷雾方式施药，均

匀喷雾。药后１、２、３、５、７ｄ采用五点取样法调查各

小区虫口密度，每点调查１５株小麦，记录每点虫口

数、可见死虫数。根据下列公式分别计算虫口减退

率（％）和防治效果（％）。

虫口减退率＝
药前活虫数－药后活虫数

药前活虫数 ×１００％；

防治效果＝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对照虫口减退率

１－对照虫口减退率
×１００％。

１．３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使用Ｅｘｃｅｌ整理后采用ＳＡＳ９．４对不

同处理药后１～３ｄ的防治效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并进行多重比较。药后５ｄ和７ｄ的防治效果采

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并进行多重比较，多重比较方法

采用ＬＳＤ法，显著性水平犘＜０．０５。

２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显示化学农药２５％乙基多杀菌素ＷＧ

具有很好的速效性，药后１ｄ防效达到９１．５％，显著

高于其他药剂处理（表２）。５％甲维盐ＭＥ、５％多杀

霉素ＳＣ、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ＥＣ、２００ｇ／Ｌ氯虫苯

甲酰胺ＳＣ、１０％虫螨腈ＳＣ防效为５２．２％～６２．６％

之间；５０ｇ／Ｌ虱螨脲ＥＣ、１５０ｇ／Ｌ茚虫威ＥＣ、１０％

高效氯氰菊酯ＥＣ、４０％氧乐果ＥＣ速效性较差，防

效分别为２４．３％、４０．４％、３３．０％和３４．２％。微生

物农药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苏云金杆菌 ＷＰ防效也达到

５２．８％；其他３种生物农药防效均低于４０％。

药后３ｄ，化学农药２５％乙基多杀菌素 ＷＧ、

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ＳＣ、５％甲维盐ＭＥ防效达到

９８．６％、９０．８％、８５．０％；１０％虫螨腈ＳＣ为７２．３％；

５％多杀霉素 ＳＣ、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 ＥＣ 和

１５０ｇ／Ｌ茚虫威ＥＣ的防效分别为６８．９％、６６．２％和

６２．９％。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ＥＣ、５０ｇ／Ｌ虱螨脲ＥＣ

和４０％氧乐果ＥＣ的防效分别为４２．６％、４２．６％和

４２．３％。微生物农药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苏云金杆菌

ＷＰ防效达５７．７％，其余３种在４０％以下。

表２　１４种杀虫剂对麦田草地贪夜蛾的防效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１４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犻狀狑犺犲犪狋犳犻犲犾犱狊

药剂处理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药后１ｄ

１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药后２ｄ

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药后３ｄ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药后５ｄ

５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药后７ｄ

７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２５％乙基多杀菌素ＷＧｓｐｉｎｅｔｏｒａｍ２５％ ＷＧ （９１．５±２．５）ａ　 （９５．２±３．２）ａ　 （９８．６±１．４）ａ （９８．６±１．４）ａ （９７．２±２．８）ａ

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ＳＣ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２００ｇ／ＬＳＣ
（５３．９±１１．６）ｂｃ （７６．３±１０．１）ａｂｃ （９０．８±３．９）ａｂ （９１．５±１．７）ａｂ （９５．４±２．５）ａｂ

５％多杀霉素 ＳＣｓｐｉｎｏｓａｄ５％ＳＣ （６１．４±７．４）ｂ （７１．７±６．０）ｂｃｄ （６８．９±９．２）ｂｃｄ （７１．２±１１．４）ｂｃｄ （８７．７±４．３）ａｂｃ

５％甲维盐ＭＥ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５％ ＭＥ （６２．６±１０．７）ｂ （８１．８±６．４）ａｂ （８５．０±１０．０）ａｂｃ （８６．３±１．６）ａｂｃ （８４．１±１０．３）ａｂｃ

１０％虫螨腈ＳＣｃｈｌｏｒｆｅｎａｐｙｒ１０％ＳＣ （５２．２±１１．３）ｂｃ （６８．７±１１．３）ｂｃｄｅ（７２．３±８．５）ａｂｃ （７６．６±４．０）ｂｃｄ （８３．４±１．３）ｂｃｄ

５０ｇ／Ｌ虱螨脲ＥＣｌｕｆｅｎｕｒｏｎ５０ｇ／ＬＥＣ （２４．３±１１．４）ｄ （５６．７±６．７）ｃｄｅｆ （４２．６±７．２）ｄｅｆ （５２．０±１６．４）ｄｅｆｇ （７５．１±５．８）ｃｄ

１５０ｇ／Ｌ茚虫威ＥＣｉｎｄｏｘａｃａｒｂ１５０ｇ／ＬＥＣ （４０．４±９．５）ｂｃｄ （４７．８±１２．６）ｅｆｇ （６２．９±３．８）ｂｃｄｅ （６４．５±９．６）ｃｄｅｆ （７４．１±７．５）ｃｄ

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ＥＣ

犾犪犿犫犱犪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１０％ＥＣ
（５７．０±８．５）ｂｃ （６６．６±５．５）ｂｃｄｅ （６６．２±１０．８）ｂｃｄ （６６．４±１２．１）ｃｄｅ （７０．４±５．５）ｃｄ

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苏云金杆菌ＷＰ

犅犪犮犻犾犾狌狊狋犺狌狉犻狀犵犻犲狀狊犻狊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ＷＰ
（５２．８±２．９）ｂｃ （５６．６±５．４）ｃｄｅｆ （５７．７±１１．３）ｃｄｅ （６３．２±９．４）ｃｄｅｆ （６５．１±１０．４）ｄｅ

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ＥＣ

犫犲狋犪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１０％ＥＣ
（３３．０±７．４）ｃｄ （４２．６±６．４）ｆｇ （４２．６±１２．８）ｄｅｆ （４３．１±５．１）ｆｇ （４９．８±１．４）ｅｆ

４０％氧乐果 ＥＣｏｍｅｔｈｏａｔｅ４０％ＥＣ （３４．２±５．４）ｃｄ （５１．４±８．２）ｄｅｆｇ （４２．３±５．４）ｄｅｆ （３６．２±１７．０）ｆｇ （４６．８±５．６）ｅｆ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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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药剂处理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药后１ｄ

１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药后２ｄ

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药后３ｄ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药后５ｄ

５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药后７ｄ

７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１００亿孢子／ｍＬ短稳杆菌ＳＣ

犈犿狆犲犱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狉犲狏犻狊１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ｓｐｏｒｅｓ／ｍＬＳＣ
（３４．７±６．１）ｃｄ （４６．７±５．０）ｅｆｇ （４０．０±１８．２）ｄｅｆ （２９．５±６．３）ｇ （４１．９±９．７）ｆ

３００亿孢子／ｇ球孢白僵菌ＷＰ

犅犲犪狌狏犲狉犻犪犫犪狊狊犻犪狀犪３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ｓｐｏｒｅｓ／ｇＷＰ
（２６．９±２．８）ｄ （４３．２±１０．５）ｆｇ （２５．７±８．６）ｆ （３０．６±２４．２）ｅｆｇ （３７．５±２０．３）ｅｆ

１０亿ＰＩＢ／Ｌ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ＳＣ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ｍｕｌｔｉｃａｐｓｉｄ

ｎｕｃｌｅｏｐｏｌｙｈｅｄｒｏｖｉｒｕｓ１ｂｉｌｌｉｏｎＰＩＢ／ＬＳＣ

（１５．９±１２．３）ｄ （３０．５±７．４）ｇ （３６．３±１４．７）ｅｆ （３１．３±１１．０）ｇ （３５．３±８．９）ｆ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差，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

　　药后７ｄ，２５％乙基多杀菌素ＷＧ、２００ｇ／Ｌ氯虫

苯甲酰胺ＳＣ防效在９５％以上；５％多杀霉素ＳＣ、

５％甲维盐ＭＥ和１０％虫螨腈ＳＣ防效均大于８０％。

５０ｇ／Ｌ虱螨脲ＥＣ、１５０ｇ／Ｌ茚虫威ＥＣ和１０％高效

氯氟氰菊酯 ＥＣ防效分别为７５．１％、７４．１％和

７０．４％。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ＥＣ和４０％氧乐果ＥＣ

的防效仅为４９．８％和４６．８％。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苏云

金杆菌ＷＰ防效为６５．１％；１００亿孢子／ｍＬ短稳杆菌

ＳＣ、３００亿孢子／ｇ球孢白僵菌ＷＰ和１０亿ＰＩＢ／Ｌ斜

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ＳＣ防效仅４１．９％、３７．５％

和３５．３％。

３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多种化学农药可用于麦田草地

贪夜蛾的应急防控。大环内酯类、酰胺类等多种新

型化学农药和苏云金芽胞杆菌等生物农药对麦田草

地贪夜蛾具有较高防效。２５％乙基多杀菌素 ＷＧ、

２００ｇ／Ｌ氯虫苯甲酰胺ＳＣ、５％多杀霉素ＳＣ、５％甲

维盐ＭＥ和１０％虫螨腈ＳＣ对麦田草地贪夜蛾药后

７ｄ防效大于８０％。菊酯类杀虫剂防效较低，１０％

高效氯氟氰菊酯ＥＣ７ｄ后防效为７０％，而１０％高

效氯氰菊酯ＥＣ７ｄ后防效在５０％以下；有机磷类农

药４０％氧乐果ＥＣ防效也低于５０％。进一步表明

入侵定殖我国的草地贪夜蛾已经对有机磷、拟除虫

菊酯等化学杀虫剂产生了较高的抗性［１７１８］。因此，

在对麦田草地贪夜蛾的防控中应合理选用多种新型

杀虫剂。但大面积使用酰胺类等为数不多的高效杀

虫剂将很快引起抗药性的产生。为了延缓抗性产

生，要轮换使用不同杀虫机制的化学农药。由于小

麦苗期易受害，应注意研究适合种子处理的农药种

类和剂型。

生物农药中，除３２０００ＩＵ／ｍｇ苏云金杆菌 ＷＰ

对麦田草地贪夜蛾药后７ｄ防效大于６５％外，短稳

杆菌、球孢白僵菌及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的防

效均较低。防效较低的原因可能为田间供试幼虫龄

期偏高。农药施用时麦田草地贪夜蛾的龄期多为２

龄末期和３龄初期，对多种生物农药的敏感性下降。

因此，生物农药应尽量在幼虫低龄期使用。另外，环

境因素也是影响生物农药防效的重要原因，试验时

处于秋末，夜间平均温度偏低，导致短稳杆菌、球孢

白僵菌等生物农药不能发挥最佳效果［１９２１］。本研究

测试的斜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的寄主专一性强，

可能导致对草地贪夜蛾防效较低［２２］，在生产上应选

择广谱性核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进行

防治，如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苜蓿银纹夜蛾核

型多角体病毒等。同时，应加强针对草地贪夜蛾专

一、高效的核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的研发。苏云金

杆菌、球孢白僵菌和短稳杆菌具有生态安全、不易产

生抗性等优点，在虫量低密度发生的条件下，可用于

草地贪夜蛾的防治。同时，在小麦田草地贪夜蛾的

防治中，种群密度低、高温高湿环境下昆虫病毒制剂

会具有较好效果，速效性虽差，但有利于在害虫种群

内形成疾病流行［２３２４］，应加强此类制剂的研发。

在美国，草地贪夜蛾一般从每年的３－４月起开

始周年繁殖区向北迁飞为害，７－８月到达美国中北

部地区［２５］。草地贪夜蛾多于秋季取食为害小麦，虫

量大时也可引起缺苗断垄［２６２８］。针对麦田草地贪夜

蛾，一般利用灭多威、乙基多杀菌素、氯虫苯甲酰胺、

多杀霉素、氟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等化

学农药和微生物农药苏云金杆菌进行防控［２６３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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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卷第５期 杨现明等：麦田草地贪夜蛾农药防治技术研究

农药的大量使用，已导致草地贪夜蛾对菊酯类、有机

磷类农药产生了较高的抗性［３１３４］。因此，结合国内

外研究结果，麦田草地贪夜蛾防控应注意合理选择

农药种类。

在我国，草地贪夜蛾表现出春夏季为害玉米、秋

末冬初向小麦、大麦等麦类作物转移的寄主转移规

律。草地贪夜蛾２０１９年在中国南方和周边国家的

热带、南亚热带地区完成定殖过程后，迁飞起点北

移，迁飞时间提前，草地贪夜蛾于４－５月份迁至长

江流域后，因缺乏偏好寄主玉米，一代幼虫可能以小

麦作为过渡寄主，类同棉铃虫在我国黄河流域棉区

的为害，即一代幼虫多取食小麦，二代转移至棉花、

玉米等作物上继续为害［３５］。在国外原生地，草地贪

夜蛾在非偏好作物生长季节或非偏好作物种植区，

可通过取食非偏好寄主维持种群，从而威胁下季作

物安全生产。在巴西的旱季，草地贪夜蛾以谷子作

为过渡寄主，导致其在玉米种植及非种植季节均可

保持较高虫量［３６］。同时，草地贪夜蛾可在非喜食作

物田旁边或作物田内以杂草作为桥梁寄主产卵为

害，增加对偏好作物的损害程度［２］。因此，应密切监

控长江和黄淮流域麦田中草地贪夜蛾的种群动态，

利用性诱、灯诱测报技术密切监视田间成虫，根据卵

巢及精巢发育分级，预测产卵盛期及幼虫防治适

期［３７３９］。同时，加强田间调查，摸查田间卵量和幼虫

发生量。在高虫口密度小麦田块，尤其是苗期小麦，

应及时施用高效、速效性化学农药，如乙基多杀菌

素、氯虫苯甲酰胺、甲维盐、虫螨腈、虱螨脲等，压低

虫口密度，减轻产量损失。在低虫口密度小麦田块，

可采用苏云金杆菌、短稳杆菌等生物农药，将虫量降

低在经济阈值以下，减轻对小麦的直接为害程度，同

时作为轮换用药避免草地贪夜蛾对化学农药的抗性

升级。最终，通过以上防治措施一方面压低小麦上

虫口密度，保障主粮生产，另一方面切断区域内、区

域间寄主转移途径，减轻对下一茬及迁入区玉米的

为害程度，保障玉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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