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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４种复合型种衣剂对棉花苗期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和经济效益，以‘新陆早４１号’为试材，采用田

间小区试验，研究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种子处理悬浮剂（ＦＳ）、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２５％噻虫

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和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对棉花出苗、苗期立枯病和红腐病、地下害虫、苗期

蓟马、蚜虫和产量的影响，分析其防治病虫害的效果及经济效益，以期筛选出田间试验效果最佳的种衣剂。结果表

明：播种１０ｄ时４种种衣剂处理的出苗率显著优于对照，较对照增加６．６４％～１９．２３％，播种３０ｄ时４种种衣剂对

苗期立枯病和红腐病防治效果分别为３０．８８％～５０．７４％和３１．１３％～５９．１５％，对棉花地下害虫和蓟马的防治效果

分别为３９．２４％～６９．６２％和３９．１２％～６３．０４％。棉花上蚜虫发生时间推迟１～３ｄ。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

防病效果最佳，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防虫效果最佳。种衣剂处理收获株数较对照增加０．７８％～

１．１１％，增产量为５３．７０～１８４．４０ｋｇ／ｈｍ２，经济效益为３２２．２０～１１０６．４０元／ｈｍ２，投入产出比为１∶５．６５～

１∶１２．２９。综合分析显示，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防治苗期病虫害和增产效果较好，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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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Ｌ．是新疆重要的经济

作物，尤其是新疆南部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入的

重要来源［１］。近年来，人工劳务、农药化肥及配套物

资等植棉成本持续上涨，精量播种技术已成为新疆棉

花轻简化栽培技术体系建设的关键构件［２］。长期连

作和设施栽培为病原菌和地下害虫提供生存场所，播

种期低温冷害和苗期“倒春寒”引起苗期病害加剧，致

使新疆棉花精量播种过程中种衣剂的选择应用尤为

重要［３６］，筛选适合新疆特殊生态棉区精量播种栽培

模式下病虫兼防种衣剂成为亟待解决的生产需求。

种衣剂因含有内吸性杀虫剂或杀菌剂，能较好

地防治苗期虫害或病害，同时含有的植物生长调节

剂、微量元素等成分能促进棉花生长发育和增强棉

花幼苗抗逆性，进而减轻苗期病虫为害，在农药减施

增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７９］。２０世纪末，国内主要

采用杀菌剂拌种和撒施呋喃丹颗粒防治苗期病害和

棉蚜［１０１１］，也引进美国卫福（有效成分：萎锈灵和福

美双）［１２］和日本大扶农（有效成分：克百威）［１３］防治

棉花苗期病虫害，但均属于单一药剂；随后李金玉

等［１４］采用呋喃丹液剂３５ＳＴ与多菌灵复配来兼防棉

苗病害和棉蚜，李健强等［１５］采用多菌灵、三唑酮和

福美双三元复配制成种衣剂２１号防治苗期立枯病、

红腐病和炭疽病等多种病害，正式开始多元复配种

衣剂研究。２１世纪初至今，国内开展了大量杀虫杀

菌药剂混配的种衣剂试验和产品登记［１６］，新疆也筛

选和研发出锦华和卫绿环等系列种衣剂产品［１７２０］，

并大面积推广应用，但其企业产能和产品性能与现

阶段新疆棉花市场需求和农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不平衡，急需引进并筛选病虫兼防和高效低毒的种

衣剂产品。

本研究以‘新陆早４１号’为供试棉花品种，以清

水为空白对照，以新疆棉花生产中常用的两个种衣

剂产品为药剂对照，两个从疆外新引进的种衣剂产

品为试验药剂，播种前对棉种进行４种种衣剂不同

剂量包衣，采用田间小区试验，调查不同药剂不同处

理下棉花出苗情况，分析其对立枯病和红腐病、地下

害虫、苗期蓟马和蚜虫的防治效果及经济效益，旨在

筛选出病虫兼防的种衣剂，为新疆棉花产业发展及

农药的减施增效提供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棉花品种为‘新陆早４１号’，新疆富全新科

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供试种衣剂４００ｇ／Ｌ福美

双·萎锈灵种子处理悬浮剂（ＦＳ）、２６％多菌灵·福

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新疆锦华农药有限公司提

供；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青岛奥迪

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３０％噻虫嗪·嘧菌酯·

咪鲜胺ＦＳ，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　试验设计

２０１８年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兴平

乡达西村（４１°３４′Ｎ，８６°２５′Ｅ，海拔８８０．２ｍ）进行。试验

区地势平坦，前茬种植棉花，肥力均匀，滴灌设施齐全。

土壤有机质含量１６．９５ｇ／ｋｇ，碱解氮７７．４２ｍｇ／ｋｇ，速

效磷２１．９２ｍｇ／ｋｇ，速效钾２１１．６０ｍｇ／ｋｇ，ｐＨ８．３６。

３月２９日整地，播种前基施有机肥１５００ｋｇ／ｈｍ２、

尿素２２５ｋｇ／ｈｍ２、磷酸二铵３７５ｋｇ／ｈｍ２、硫酸钾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４月２日对棉花种子进行包衣，种衣

剂制剂用药量和使用方法见表１，均匀包衣后自然

晾干备用。４月６日采用棉花精量穴播机播种。试

验共５个处理，分别为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

ＦＳ，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２５％噻

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３０％噻虫嗪·嘧菌酯

·咪鲜胺 ＦＳ 和空白对照（清水）。每个处理

１００ｍ２，３次重复，随机排列，处理间、重复间设置

１ｍ保护行，株行距配置为（６６＋１０）ｃｍ×１４．０ｃｍ。

水肥栽培管理措施与常规管理一致。

１．３　测定指标和方法

出苗率：播种后１０、１５、２０ｄ和３０ｄ分别调查各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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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棉花出苗株数，计算出苗率。

病情指数：播种后３０ｄ从各小区内随机选取有

代表性的５个点，每点２０株，按照棉花苗期立枯病

和红腐病发生程度分级标准，记录各级株数，计算病

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地下害虫为害株率：播种后３０ｄ从各小区内随

机选取有代表性的５个点，每点２０株，记录非人为

情况下断根、断茎棉花株数，计算试验田地下害虫为

害株率和防治效果。

蓟马为害株率：播种后３０ｄ从各小区内随机选

取有代表性的５个点，每点２０株，记录多头或无头

棉株数，计算试验田蓟马为害株率和防治效果。

单株蚜虫量：播种后４０ｄ从各小区内随机选取

有代表性的５个点，每点１０株，记录每株棉花上蚜

虫数量，计算试验田单株蚜虫量。

产量：收获时避开苗期采样点从各小区内随机选

取有代表性的３个点，每点６．６７ｍ２，调查记录实际收

获株数、有效铃数，用电子天平（百分之一）称量单铃

重，计算试验田每公顷收获株数、单株铃数和产量。

投入产出比：根据供试种衣剂市场平均价格记

录药剂成本，根据市场行情估算人工或机械包衣成

本及水电费等其他成本，依据增收产量确定经济效

益，计算投入产出比。

出苗率＝出苗株数／播种总株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各级病株数×对应病级值）／（调

查总株数×最高级值）×１００；

病害防治效果＝（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

数）／对照病情指数×１００％；

蓟马为害株率＝多头或无头棉总株数／调查总

株数×１００％；

蓟马防治效果＝（对照为害株率－处理为害株

率）／对照为害株率×１００％；

地下害虫为害株率＝非外界环境造成的断根、

断茎棉花总株数／调查总株数×１００％；

地下害虫防治效果＝（对照为害株率－处理为

害株率）／对照为害株率×１００％；

单株蚜虫量＝蚜虫总数量／调查总株数；

籽棉产量＝每公顷收获株数×单株有效铃数×

平均单铃重；

投入产出比＝投入总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表１　本试验选用种衣剂及使用方法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犲犱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种衣剂

Ｓｅｅ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厂家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使用时间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制剂用量／

ｇ·（１００ｋｇ）－１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ａｇｅｐｅｒ

１００ｋｇｓｅｅｄ

使用方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

ｔｈｉｒａｍ·ｃａｒｂｏｘｉｎ４００ｇ／ＬＦＳ

新疆锦华农药有限公司
播种期 ４００

加１６００ｍＬ水混匀后人

工包衣，自然阴干备用

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ｔｈｉｒａｍ·ｔｏｌｃｌｏｆｏｓｍｅｔｈｙｌ２６％ＦＳ

新疆锦华农药有限公司 播种期
２０００

摇匀后按照药种重量比

１∶５０包衣，自然阴干备用

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Ｍ２５％ＦＳ

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播种期
３２０

加４００ｍＬ水混匀后人工

包衣，自然阴干备用

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３０％ＦＳ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播种期
３００

加５００ｍＬ水混匀后人工

包衣，自然阴干备用

１．４　数据分析

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数据计算，Ｏｒｉｇｉｎ

Ｐｒｏ８．０软件进行绘图，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方差分

析（犘＜０．０５），Ｄｕｎｃａｎ氏法进行多重比较检验，表

中数据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出苗的影响

安全包衣范围内种衣剂能促生早发，提高棉花

出苗率。图１显示，播种后１０ｄ（４月１６日）对照

出苗率为６３．５６％，各包衣处理出苗率较对照显著

增加６．６４％～１９．２３％，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

鲜胺ＦＳ出苗率为７５．７８％，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说

明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促进萌发作

用最强。播种后１５ｄ（４月２１日）和２０ｄ（４月２６

日）各处理出苗率接近９０％，其中４００ｇ／Ｌ福美双

·萎锈灵ＦＳ处理出苗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且显

著低于其他处理，其他各包衣处理出苗率较对照显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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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１．０７％～５．７５％。播种后３０ｄ（５月６日）

时各包衣处理出苗率较对照显著增加２．００％～

５．８９％，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出苗

率为９３．７８％，与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

ＦＳ差异不显著，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包衣处理显著

高于对照。

图１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出苗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犮狅狋狋狅狀

　
２．２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苗期主要病害的防治效果

４种种衣剂包衣处理后棉花立枯病病情指数

分别为２２．３３、２４．５０、２８．３３和３１．３３，显著低于对

照（４５．３３）。种衣剂对立枯病防治效果为３０．８８％

～５０．７４％，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和２６％多

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处理的立枯病病

情指数、防治效果均无显著差异，而与２５％噻虫嗪

·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和３０％噻虫嗪·嘧菌酯

·咪鲜胺ＦＳ处理差异显著。４种种衣剂包衣处理

后棉花红腐病病情指数分别为１４．４３、１８．３３、

２２．３３和２４．３３，显著低于对照（３５．３３），其中

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处理的病情指数显著

低于其他包衣处理，种衣剂对红腐病防治效果为

３１．１３％～５９．１５％，且各种衣剂处理间存在显著

差异，防治效果依次为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

ＦＳ＞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２５％

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３０％噻虫嗪·嘧

菌酯·咪鲜胺ＦＳ（表２）。

表２　供试种衣剂对棉花苗期立枯病和红腐病的防治效果评价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犲犱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狊犲犪狊犲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犚犺犻狕狅犮狋狅狀犻犪狊狅犾犪狀犻

犪狀犱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犿狅狀犻犾犻犳狅狉犿犲犻狀犮狅狋狋狅狀狊犲犲犱犾犻狀犵

种衣剂

Ｓｅｅ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立枯病

Ｄａｍｐｉｎｇｏｆｆｄｉｓｅａｓ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红腐病

Ｒｅｄｒｏｔ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

ｔｈｉｒａｍ·ｃａｒｂｏｘｉｎ４００ｇ／ＬＦＳ
（２２．３３±１．５３）ｃ （５０．７４±３．３７）ａ （１４．４３±０．９８）ｄ （５９．１５±２．７８）ａ

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ｔｈｉｒａｍ·ｔｏｌｃｌｏｆｏｓｍｅｔｈｙｌ２６％ＦＳ
（２４．５０±０．５０）ｃ （４５．９５±１．１０）ａ （１８．３３±０．５８）ｃ （４８．１１±１．６３）ｂ

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Ｍ２５％ＦＳ
（２８．３３±０．５８）ｂ （３７．５０±１．２７）ｂ （２２．３３±２．０８）ｂ （３６．７９±５．８９）ｃ

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３０％ＦＳ
（３１．３３±２．０８）ｂ （３０．８８±４．５９）ｂ （２４．３３±１．１５）ｂ （３１．１３±３．２７）ｄ

空白对照ＣＫ （４５．３３±２．５２）ａ － （３５．３３±１．５３）ａ －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下表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

ｂｅｌｏｗ．

２．３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苗期地下害虫的防治效果

地下害虫主要为害棉花地下部分或近土表主茎

部位，常多种混合发生。图２显示，对照处理地下

害虫为害株率为２．５６％，４种种衣剂处理的为害株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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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１．４４％、１．５６％、０．７８％和０．８９％，显著

低于对照。种衣剂对地下害虫的防治效果为

３９．２４％～６９．６２％。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

霜灵ＦＳ处理地下害虫为害株率与３０％噻虫嗪·

嘧菌酯·咪鲜胺ＦＳ处理差异不显著，二者间防治

效果无显著差异，但与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

ＦＳ和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处理

间差异显著。

图２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苗期地下害虫的防治效果

犉犻犵．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

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狆犲狊狋狊犻狀犮狅狋狋狅狀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２．４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苗期蓟马的防治效果

蓟马为害时造成棉花形成无头或多头棉。图

３表明，对照处理蓟马为害株率为５．１１％，４种种

衣剂处理后棉花受害株率分别为３．１１％、２．８９％、

１．８９％和２．２２％，显著低于对照。种衣剂对棉花

蓟马的防治效果为３９．１２％～６３．０４％。２５％噻虫

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处理棉花受害株率最小，

为１．８９％，防治效果最高，为６３．０４％，其受害株率、

防治效果与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处理

差异不显著，但与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和

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处理差异

显著。

图３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苗期蓟马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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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

狅狀狋犺狉犻狆狊犻狀犮狅狋狋狅狀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２．５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苗期蚜虫发生时间的影响

棉花播种后４０ｄ（５月１６日）开始调查蚜虫发

生情况，图４显示，５月２１日（４５ｄ）调查发现对照处

理蚜虫发生量为３．３头／株；５月２２日４００ｇ／Ｌ福美

双·萎锈灵ＦＳ处理发现蚜虫，发生量为２．７头／株，

较对照推迟１ｄ，其余种衣剂处理未见蚜虫发生；５月

２３日仅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处理未

发生蚜虫，其余处理均发生蚜虫，较对照推迟２ｄ，发

生量为５．５～９．０头／株，５月２４日，２５％噻虫嗪·咯

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处理发生蚜虫较对照推迟３ｄ，

５月２６日时各处理蚜虫发生量为５８．０～９５．３头／株，

图４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苗期蚜虫发生时间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犻狀犵狋犻犿犲狅犳犪狆犺犻犱犻狀犮狅狋狋狅狀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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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７日采用化学防治后各处理未见蚜虫。

２．６　不同种衣剂对棉花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及经

济效益分析

　　种衣剂通过增加棉花收获株数来提高产量。表

３显示，对照收获株数为１７６２２５株／ｈｍ２，各种衣剂

处理收获株数为１７７６００～１７８１７５株／ｈｍ２，与对照

间存在显著差异，较对照增加０．７８％～１．１１％，各

处理间单株铃数、单铃重和籽棉产量无差异，但增产

量为５３．７０～１８４．４０ｋｇ／ｈｍ２，经济效益为３２２．２０～

１１０６．４０元／ｈｍ２，其中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

甲霜灵ＦＳ处理增产效益最明显。４００ｇ／Ｌ福美双

·萎锈灵ＦＳ、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

ＦＳ、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和３０％噻

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药剂成本分别为１２．０、

２７．０、６０．０元／ｈｍ２和６０．０元／ｈｍ２，总成本分别为

４２．０、５７．０、９０．０元／ｈｍ２和９０．０元／ｈｍ２，４００ｇ／Ｌ

福美双·萎锈灵ＦＳ总成本最小，投入产出比分别

为１∶１０．６１、１∶５．６５、１∶１２．２９和１∶１０．３２，２５％噻

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处理的投入产出比

最小，为１∶１２．２９。

表３　供试种衣剂对棉花产量的影响及经济效益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犲犲犱犮狅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狋犺犲犮狅狋狋狅狀狔犻犲犾犱犪狀犱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犫犲狀犲犳犻狋

种衣剂

Ｓｅｅ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收获株数／株·（ｈｍ２）－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ａｒｖｅｓｔ

单株铃数／个

Ｂｏｌｌ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单铃重／ｇ

Ｂｏｌｌｗｅｉｇｈｔ

籽棉产量／

ｋｇ·（ｈｍ２）－１

Ｃｏｔｔｏｎｙｉｅｌｄ

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

ｔｈｉｒａｍ·ｃａｒｂｏｘｉｎ４００ｇ／ＬＦＳ
（１７７７００±１８８）ａ （７．１８±０．１６）ａ （５．２８±０．０２）ａ （６７４３．９５±１４７．５５）ａ

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ｔｈｉｒａｍ·ｔｏｌｃｌｏｆｏｓｍｅｔｈｙｌ２６％ＦＳ
（１７７６００±５２５）ａ （７．１８±０．０７）ａ （５．２７±０．０３）ａ （６７２３．４５±９９．４１）ａ

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Ｍ２５％ＦＳ
（１７８１７５±３８４）ａ （７．２７±０．０３）ａ （５．２８±０．０３）ａ （６８５４．１５±２５．８９）ａ

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３０％ＦＳ
（１７８０００±４８２）ａ （７．２５±０．０４）ａ （５．２８±０．０５）ａ （６８２４．６０±９６．４８）ａ

对照ＣＫ （１７６２２５±７１２）ｂ （７．２０±０．０１）ａ （５．２６±０．０２）ａ （６６６９．７５±３４．６９）ａ

种衣剂

Ｓｅｅｄｃｏ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增产量／

ｋｇ·（ｈｍ２）－１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经济效益／

元·（ｈｍ２）－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药剂成本／

元·（ｈｍ２）－１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ｃｏｓｔ

其他成

本／元（ｈｍ２）－１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ｓｔ

总成本／

元·（ｈｍ２）－１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ｓｔ

投入产

出比

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ｒａｔｉｏ

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

ｔｈｉｒａｍ·ｃａｒｂｏｘｉｎ４００ｇ／ＬＦＳ
７４．２０ ４４５．２０ １２．０ ３０．０ ４２．０ １∶１０．６１

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

ｃａｒｂｅｎｄａｚｉｍ·ｔｈｉｒａｍ·ｔｏｌｃｌｏｆｏｓｍｅｔｈｙｌ２６％ＦＳ
５３．７０ ３２２．２０ ２７．０ ３０．０ ５７．０ １∶５．６５　

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ｆｌｕｄｉｏｘｏｎｉｌ·ｍｅｔａｌａｘｙｌＭ２５％ＦＳ
１８４．４０ １１０６．４ ６０．０ ３０．０ ９０．０ １∶１２．２９

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３０％ＦＳ
１５４．８５ ９２９．１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９０．０ １∶１０．３２

对照ＣＫ － － － － － －

３　结论与讨论

种衣剂是新疆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体系的关键

因素，在棉花保苗壮苗、防病治虫及抗逆增产等方面

效果显著，也在农药减施和土壤面源污染治理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本试验发现，播种后１０ｄ各包衣处

理棉花出苗率较对照显著增加６．６４％～１９．２３％，

其中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出苗率最

高，为７５．７８％，说明种衣剂内植物生长调节剂或激

素类物质能打破种子休眠，促进棉种萌发和幼苗生

长，其中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促进萌

发出苗作用最强。播种后１５～２０ｄ时各处理出苗率

均在９０％左右，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ＦＳ出苗率

与对照无差异，但显著低于其他包衣处理，说明该产

品内植物生长调节剂或激素类物质的活性或含量较

小，促生作用不明显。播种后３０ｄ各包衣处理棉花出

苗率显著高于对照，其中３０％噻虫嗪·咯菌腈·精甲

霜灵ＦＳ出苗率最高，说明该种衣剂具有促生保苗作

用，但此时棉花苗期病害和地下害虫也处于高发期，

说明种衣剂内杀菌剂会对棉种表面和根际病原菌产

生抑菌作用，杀虫剂在棉种萌发生长过程中通过内

吸作用传导到棉花根部，对地下害虫产生驱避或胃

毒作用，减少地下害虫为害株数，达到保苗壮苗和防

病治虫的效果。

２０１８年４月中下旬发生两次不同程度降温，棉

花幼苗长势缓慢，导致其抵抗能力减弱，苗期病害较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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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严重。试验结果显示，４种种衣剂包衣处理后

棉花苗期立枯病和红腐病病情指数均显著低于对

照，种衣剂防治效果均小于６０％，试验中４００ｇ／Ｌ福

美双·萎锈灵ＦＳ和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

枯磷ＦＳ对立枯病和红腐病的效果显著优于２５％噻

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和３０％噻虫嗪·嘧菌

酯·咪鲜胺ＦＳ，原因在于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

ＦＳ和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中杀

菌剂均为广谱性杀菌剂，且含量较高，加之两个产品

登记的防治对象均为棉花立枯病，故对立枯病和红

腐病防治效果较好。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

灵ＦＳ在产品登记中防治对象为棉花立枯病和蚜虫，

注重病虫兼防功能，咯菌腈和精甲霜灵虽对棉花苗

期根腐类病害有较好防治效果，但有效成分所占比

例较低，因此其防治效果低于上述２个种衣剂。

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登记用于防治多

种作物根腐病、黑穗病和蚜虫，未登记用于防治立枯

丝核菌和拟轮枝镰刀菌引起的棉花苗期病害，因而

本试验中防效较低，试验结果与产品特性较吻合。

作物地下害虫优势种类为金针虫、蛴螬、蝼蛄、

地老虎，由于难以观察，其防治难度较大。目前生产

中针对地下害虫主要有土壤处理、药剂拌种、根部灌

药、撒施毒土、毒饵诱杀、种子处理、黑光灯诱杀成虫

等多种防治方法［２１］。试验结果表明，４种种衣剂处

理后地下害虫为害株率均显著降低，２５％噻虫嗪·

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处理地下害虫为害株率与

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鲜胺ＦＳ处理差异不显著，

二者间防治效果无显著差异，但与４００ｇ／Ｌ福美双

·萎锈灵ＦＳ和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

ＦＳ处理间差异显著，虽然４００ｇ／Ｌ福美双·萎锈灵

ＦＳ和２６％多菌灵·福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中不

含杀虫剂，但地下害虫为害株率依旧降低，原因可能

是种衣剂的气味对地下害虫产生驱避作用，而２５％

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和３０％噻虫嗪·嘧

菌酯·咪鲜胺ＦＳ中噻虫嗪含量分别为２２．２％和

２０％，相差较小，因此二者防治效果无差异，这与试

验结果相吻合。种衣剂对蓟马的防治效果存在类似

情况。综上所述，播种后３０ｄ时２５％噻虫嗪·咯菌

腈·精甲霜灵ＦＳ保苗效果最好，说明该产品促生保

苗和防病治虫效果最好。

含杀虫剂成分的种衣剂在安全配比下对作物生

长无影响，对蚜虫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２２２３］。试验

发现，苗期气温较低，棉花播种４５ｄ时对照棉花上

首次发现蚜虫，发生量为３．３头／株，各种衣剂处理

蚜虫发生较对照推迟１～３ｄ，其中４００ｇ／Ｌ福美双

·萎锈灵ＦＳ处理较对照推迟１ｄ，２６％多菌灵·福

美双·甲基立枯磷ＦＳ和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

鲜胺ＦＳ较对照推迟２ｄ，３０％噻虫嗪·嘧菌酯·咪

鲜胺ＦＳ处理发现蚜虫的原因是有一重复紧邻发生

蚜虫的对照区，试验中仅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

甲霜灵ＦＳ较对照推迟３ｄ，此时蚜虫发生量未达到

防治指标进行化学防治。研究结论与该产品登记时

防治对象为棉花蚜虫较吻合。

种衣剂可以显著增加作物产量构成因子和产

量［９］。本试验收获时对各处理棉花收获株数、单株

有效铃数和单铃重进行调查，计算各处理产量。结

果发现，各种衣剂较对照处理在收获株数上存在显

著差异，各处理间单株铃数、单铃重和籽棉产量无显

著差异，但增产５３．７０～１８４．４０ｋｇ／ｈｍ２，按照市场

实际价格计算各处理经济效益和总成本，投入产出

比在１∶５．６５～１∶１２．２９之间，说明种衣剂对棉花单

株有效铃数和单铃重影响不大，仅通过增加棉花收

获株数来提高产量，不同种衣剂投入产出比均小于

１∶５，２５％噻虫嗪·咯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处理的投

入产出比最小，为１∶１２．２９。

本试验结果是对２０１８年田间出苗、病虫害实际

发生数据分析得出的，课题组２０１９年也在昌吉回族

自治州玛纳斯县对上述种衣剂开展了试验，棉花出苗

情况、立枯病和红腐病、地下害虫、蓟马和苗期蚜虫防

治效果与２０１８年试验结果相似，但试验区后期因机械

原因导致产量数据缺失，故未列出２０１９年试验数据，整

体来说，通过２年试验可以初步确认２５％噻虫嗪·咯

菌腈·精甲霜灵ＦＳ在新疆棉区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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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土壤微生态的影响，结果表明，棉隆土壤消毒降低了

土壤中真菌α多样性，但消毒土壤中真菌群落结构

与对照较为相似，对土壤群落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明土壤熏蒸后前期对土壤微生物有一定影响，但

经土壤微生物群落５０ｄ左右的重构，将恢复为与对

照无差异。从本研究田间试验结果看，棉隆处理区

地下害虫和杂草量极少，表明棉隆处理土壤可显著

降低用工量和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达到较好的减药、

增效和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作用，是防治小麦田土

传有害生物的有效措施之一。陇南低海拔川道区小

麦平均产量为１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ｋｇ／ｈｍ２，按平均增产

８％计算，则使用后增产９６０～１２００ｋｇ／ｈｍ２。按小

麦单价２．００元／ｋｇ计算，增收１９２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

元／ｈｍ２。棉隆单价４５．００元／ｋｇ，则试验农药费需投入

３３７５～２０２５０元／ｈｍ２。从项目组团队成员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大棚草莓试验、西固区百合

试验及定西市安定区和岷县中药材试验结果看，使用

棉隆可较好控制田间有害生物２～３年（未发表资料）。

若小麦田按照２年计算，则增收３８４０～４８００元／ｈｍ２。

综合考虑有害生物控制效果和小麦田投入产出比，建

议在今后的生产中采用７５～２２５ｋｇ／ｈｍ２施用量为宜。

参考文献

［１］　贾明贵，李振岐，商鸿生，等．天水地区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技

术研究［Ｊ］．西北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１，１９（Ｓ１）：９５ ９９．

［２］　闵红．我国农药减量控害技术的现状及展望［Ｊ］．中国植保导

刊，２０１７，３７（６）：８３ ８５．

［３］　陈晓明，王程龙，薄瑞．中国农药使用现状及对策建议［Ｊ］．农

药科学与管理，２０１６，３７（２）：４ ８．

［４］　王佳新，李媛，王秀东，等．中国农药使用现状及展望［Ｊ］．农业

展望，２０１７，１３（２）：５６ ６０．

［５］　毛连纲，颜冬冬，吴篆芳，等．土壤化学熏蒸效果的影响因素述

评［Ｊ］．农药，２０１３，５２（８）：５４７ ５５１．

［６］　王秋霞，颜冬冬，王献礼，等．土壤熏蒸剂研究进展［Ｊ］．植物保

护学报，２０１７，４４（４）：５２９ ５４３．

［７］　ＣＨＥＬＬＥＭＩＤＯ，ＯＬＳＯＮＳＭ，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ＤＪ，ｅｔａｌ．Ａｄａｐ

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ｓ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

ｂｏｒｎｅｐｅｓｔｓ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ｕｎｄｅｒｈｕｍｉ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Ｐｈｙｔｏ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８７（３）：２５０ ２５８．

［８］　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Ｒ，ＨＵＴＳＯＮＤＨ．Ｍｅｔｈｙｌｉｓｏ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ａｎｄ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Ｍ］∥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ｐａｔｈ

ｗａｙｓｏｆａｇ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９：１２１１ １２２４．

［９］　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ＯＨＲＨＤ，ＧＲＥＣＨＮＭ，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ｉｏｄｉｄｅａｓａｓｏｉｌｆｕｍｉｇａ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ｐｌｏ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８，５２（１）：５８ ６２．

［１０］ＦＵＣＨ，ＨＵＢＹ，ＣＨＡＮＧＴＴ，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ｚｏｍｅｔ

ａｓｆｕｍｉｇａ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ｂｒｏｗｎｒｏｏｔｒ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６８（７）：９５９ ９６２．

［１１］曹坳程，刘晓漫，郭美霞，等．土传病害的危害及防治技术［Ｊ］．

植物保护，２０１７，４３（２）：６ １６．

［１２］莫娟，刘小娟，王文慧，等．３种土壤消毒剂对芹菜根腐病的田

间防效［Ｊ］．中国蔬菜，２０１８（９）：５１ ５３．

［１３］胡洪涛，朱志刚，焦忠久，等．棉隆土壤消毒对高山甘蓝根肿病

的防效及土壤真菌群落的影响［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３８（３）：２５ ３１．

［１４］徐少卓，赵玉文，王义坤，等．棉隆熏蒸加短期轮作葱对平邑甜

茶幼苗生长及其生理的影响［Ｊ］．园艺学报，２０１８，４５（６）：１ ９．

［１５］ＭＡＯＬｉａｎｇ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ｙｕｎ，ＷＡＮＧＱｉｕｘｉａ，ｅｔａｌ．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ｏｉｌ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ａｚｏｍｅｔ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ｇｉｎｇｅ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ｗｉｌｔ（犚犪犾狊狋狅狀犻犪狊狅犾犪狀犪犮犲犪狉狌犿）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ｒｏｐ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００：１１１ １１６．

（责任编辑：杨明丽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

（上接２４７页）

［８］　周扬，吴琼，刘梦丽，等．南疆棉区棉花立枯病菌和红腐病菌

种间及种内菌株间的致病力比较［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７，

５４（３）：４８９ ４９６．

［９］　张军高，李进，王立红，等．复合型棉花种衣剂田间防效评价

及减施分析［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５６（１）：１５４ １６５．

［１０］张适潮，俞凤仙，卢兰珠，等．敌唑酮防治棉花苗期病害［Ｊ］．

农药，１９８９，２８（３）：５０ ５１．

［１１］晓诸．呋喃丹深施防治棉蚜［Ｊ］．植物保护，１９８４，１０（４）：３６．

［１２］张进宏，李芝凤．卫福２００ＦＦ棉花拌种效果［Ｊ］．湖北农业科

学，１９９４（２）：１５ １６．

［１３］田维志，陈齐信．“大扶农”可以替代“呋喃丹”—“大扶农”防治

棉蚜药效试验分析［Ｊ］．江西棉花，１９９１（２）：１１．

［１４］李金玉，李庆基，江涌，等．呋喃丹与多菌灵复配种衣剂综合

防治棉花病虫害［Ｊ］．植物保护，１９８３，９（３）：１５．

［１５］李健强，李金玉，刘桂英，等．种衣剂２１号防治湖北棉花苗期

病害［Ｊ］．农药，１９９４，３３（３）：４３ ４５．

［１６］丑靖宇．种衣剂重点产品市场数据分析及未来预测［Ｊ］．农药

市场信息，２０１５（３０）：３５ ３８．

［１７］亚力昆江·阿布都热扎克，王红梅，迪力夏提·阿不力米提，

等．７０％快胜干种衣剂防治棉花苗期害虫效果试验［Ｊ］．植物

保护，２００２，２８（４）：４９ ５０．

［１８］王锁牢，郝彦俊，李广阔，等．吡虫啉、氟虫腈对地老虎的室内

毒力及田间防效［Ｊ］．植物保护，２００５，３１（４）：８６ ８８．

［１９］乔贵宾，满晓萍，崔志明．锦华种衣剂在棉花生产上的应用

［Ｊ］．农村科技，２００５（６）：１０ １１．

［２０］雷斌，黄乐平，谢应华，等．棉花种衣剂在阿克苏、库尔勒地区

的应用研究初报［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０２，３９（６）：３６２ ３６４．

［２１］张帅，尹姣，曹雅忠，等．药用植物地下害虫发生现状与无公

害综合防治策略［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６，４２（３）：２２ ２９．

［２２］刘景坤，刘润峰，宋建华，等．５０％噻虫嗪悬浮种衣剂的研制及其

对棉花蚜虫的防治效果［Ｊ］．农药学学报，２０１５，１７（１）：６０ ６７．

［２３］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ｆｅｎｇ，ＺＨＡＯＹｕｎｈｅ，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ａｎｄｃｌｏｔｈｉａｎｉｄｉｎｓｅ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 ｗｈｅａｔ

ａｐｈｉ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ｅｍｉｅｓｏ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７２（６）：１１４１ １１４９．

（责任编辑：杨明丽）

·２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