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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拜耳更多水稻”方案是拜耳公司为水稻种植户提供的作物解决方案,旨在全面管理水稻整个生育期影响

产质量的众多因素.本试验探索了“拜耳更多水稻”全程解决方案对长江中下游稻区机插秧田水稻全生育期病虫草

害的防控,结果显示,该方案有效控制了水稻的病虫草危害、调节水稻长势、增加水稻出苗率、提高稻米产量和品

质.“拜耳更多水稻”方案防控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水稻生长过程中的病虫草害问题,还能促进水稻健康生长,为种植

户带来更多收益.同时,研究结果也为大面积示范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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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yerMuchMoreRice(BMMR)isBayer'scropsolutionforricefarmers,whichaimstofully
managethemultiplefactorsthataffecttheyieldandqualityofricethroughoutitsgrowthperiod.Inorder
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large-scaledemonstrationandpromotionofthisscheme,astudywascon-
ducted,inwhichthewholeprocesssolutionwasappliedto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diseases,pestsand
weedsduringthewholegrowthperiodofriceinmechanizedtransplantingfieldsinthemiddleandlower
reachesoftheYangtzeRiver.Theresultsshowedthatthisschemeeffectivelycontrolledthediseases,pests
andweeds,regulatedthegrowthofthericecrop,increaseditsemergencerateandimproveditsyield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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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Notonlycould“BMMR”solutionandcontroltechnologysolvetheproblemsofdiseases,insect
pestsandweedsintheprocessofricegrowth,italsopromotedthehealthygrowthofriceandbroughtmore
benefitstothericegr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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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粮食作物.长江中下游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条件好,平原地形,

土壤肥沃,水分充足,非常有利于水稻种植.随着水稻栽培模式和管理措施的调整,稻农科学用药意识仍然

薄弱,大量不合理地使用化学农药,直接导致长江周边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的破坏,也给水稻生产带来严

重影响.筛选高效的化学防控药剂(包括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拌种剂等)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1].基

于此,本文探索了“拜耳更多水稻”全生育期解决方案对控制水稻病虫草、促进水稻健康生长的作用,为大

面积示范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栽插品种为“徽两优898”,于2020年7月2日采用插秧机机插,栽插量为1.2万穴/667m2,栽插前每

667m2 施45%复合肥35kg+尿素15kg底肥.

1.2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60%吡虫啉(高巧)悬浮种衣剂、24.1%异噻菌胺·肟菌酯(入田)悬浮种衣剂、70%丙森

锌(安泰生)可湿性粉剂、75%肟菌·戊唑醇(拿敌稳)水分散粒剂、80%烯啶·吡蚜酮(极锐)水分散粒

剂、20%四唑虫酰胺(国腾)悬浮剂、35%丙炔噁草酮·丁草胺(秋之宝)水乳剂、19%氟酮磺草胺(垦

收)悬浮剂,均由拜耳公司提供.
常规药剂:45%咪鲜胺水剂、75%吡虫啉水分散粒剂、5%甲维盐乳油、24%噻呋酰胺悬浮剂、30%苯

甲丙环唑乳油、40%稻瘟灵乳油,由淮安市百汇农资有限公司提供.

1.3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仲弓村,项目示范区面积为6670m2,农民自主常规处理用药

区为667m2,空白对照面积为60m2.试验地土壤为沙壤土,pH值为7.2,有机质含量为2.1%,排灌方便,

肥力均匀.

1.4 试验处理

1.4.1 种子处理

将24.1%异噻菌胺·肟菌酯悬浮种衣剂20mL,60%吡虫啉悬浮种衣剂5mL和水3mL混匀即为种

子处理药剂.其中,加了24.1%异噻菌胺·肟菌酯的示范区域60%吡虫啉药剂用量为5mL/kg水稻干种,

未加24.1%异噻菌胺·肟菌酯的示范区域药剂用量为5mL/kg芽谷包衣;24.1%异噻菌胺·肟菌酯悬浮种

衣剂用量为20mL/kg水稻干种.称适量种子到光滑塑料袋中,吸取适量药液到种子上,将塑料袋口封闭充

分摇动,使药剂均匀包在种子上,包好的种子放置于阴凉、通风处晾干,再浸种催芽播种.

1.4.2 移栽前施药

移栽前秧田施一次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作为送嫁药,药剂用量为100g/667m2.对处理后的秧苗素

质进行常规调查,随后对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预防低温僵苗、坐兜、促使返青、预防或缓解除草剂药害

等功效进行调查[2].

1.4.3 移栽当天施药

移栽当天施药,即零天施药,使用19%氟酮磺草胺悬浮剂专用滴施装置ICDA,配合久保田插秧机滴

施,19%氟酮磺草胺悬浮剂8mL/667m2+35%丙炔噁草酮·丁草胺水乳剂80mL/667m2,主要是进行

田间除草.保持3cm水层5~7d,大雨前做好平水缺口及时排水,避免水层淹没水稻心叶从而伤害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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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分蘖末期施药

结合当地使用习惯,于分蘖盛末期和破口前(叶枕平)时,分别使用75%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15~
20g/667m2 防治纹枯病、使用20%四唑虫酰胺悬浮剂10mL/667m2 防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
1.5 试验调查方法

1.5.1 秧苗素质调查

施用种子处理剂后,观察、记录水稻种子的出苗时间和出苗率.播种后观察对照和各处理播种行的出

苗情况,以定量播种区50%秧苗出苗时间为出苗期,记录出苗时间.播种后15d左右在定量播种区调查出

苗数,计算出苗率、株高、根数及地上、地下部分鲜质量;在水稻移栽前,采用随机取样法,选取代表性水

稻20株,分别调查其叶龄、株高、根长、总根数、白根数以及地上和地下部分的鲜质量、茎基宽,比较不同

处理对水稻苗生长发育的影响.在分蘖末期,每小区随机取样,调查20株水稻苗的分蘖数,比较不同处理

对水稻分蘖的影响.
1.5.2 杂草防效调查

在使用茎叶除草剂处理前目测不同处理区杂草发生程度,在水稻分蘖末期,每个处理区分别随机选取

4点,每点调查1m2,调查每处理的杂草数量和鲜质量,分别计算株防效和鲜质量防效[3].
安全性:分别在药后10d,30d和45d,采用6级法目测药剂的安全性,记录水稻药害症状和程度,用

加减号表示安全性(表1).

表1 除草剂安全性评级标准表

作物药害/% 作物安全性 安全性评级 安全性评级说明

≤5 优异 ++++ 无药害

5~10 良好 +++ 轻微药害

10~15 满意 ++ 显著药害但仍可接受

15~20 不接受 + 较重药害

20~30 不足 - 中度药害,不可接受

>30 无选择性 0 严重药害

1.5.3 蓟马防效调查

每小区采用平行跳跃法调查10点,每点调查0.1m2,调查小区叶片数及卷尖数,分别计算卷尖率和防

治效果.分别在水稻秧田期调查一次,在大田期再调查一次.
1.5.4 稻飞虱防效调查

分别在药后10d调查田间稻飞虱的种群数量.每个示范区最少调查3块自然田,每个自然田调查一个

样本,每个样本采用平行跳跃法调查25点,每点调查2丛.将涂有机油或肥皂水的白瓷盘伸入稻行间,摇

动或拍打稻丛,迅速统计白瓷盘上的飞虱数,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并记录试验水稻作物的生育期

(如果空白对照虫量很大,应在田间虫量最高时调查).
1.5.5 二化螟防效调查

每个示范区最少调查3块自然田,每个自然田调查一个样本,每个样本采用平行式跳跃取样;调查白

穗率,每样本调查100丛稻;调查残虫防效,每样本查25丛稻.在为害稳定后,分别调查白穗率和残虫防效.
1.5.6 稻纵卷叶螟防效调查

每个示范区最少调查3块自然田,每个自然田调查一个样本,每个样本采用平行式跳跃取样,每样本

调查25丛,每次施药前和施药后7d调查虫口基数;每样本查100丛稻,每次施药前和施药后14d调查卷

叶数(上部三张叶),计算虫口减退率、卷叶率和防治效果.
1.5.7 纹枯病防效调查

每个示范区最少调查3块自然田,每个自然田调查一个样本.在纹枯病病情稳定后,根据水稻叶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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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为害症状程度分级,以株为单位,每小区采用5点随机取样法,每点调查相连5丛,共25丛,记录总

株数、病株数和病级数,同时观察记录稻粒表观性状(如增绿、外观鲜亮程度等),按照参考文献[4]的方法

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1.5.8 稻曲病防效调查

每个示范区最少调查3块自然田,每个自然田调查一个样本.稻曲病在腊熟期进行调查,每小区采取

平行跳跃式法调查10丛稻株,记录每穗总粒数和病粒数,调查分级标准以穗为单位[5].同时观察记录稻粒

表观性状(如增绿、外观鲜亮程度等),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1.5.9 稻瘟病防效调查

每个示范区最少调查3块自然田,每个自然田调查一个样本.叶瘟:当空白对照充分发病时进行调查,

并记录发病时生育期和发病时间;通常调查3次,苗床上调查1次,移栽大田后在分蘖盛期调查1次,分蘖

末期调查1次,并记录调查日期.每小区采用对角线随机5点取样,苗瘟及叶瘟每点调查相邻5丛,共调查

25丛,调查总丛数、总株数、病株数、病叶数、病叶级数;穗瘟于黄熟期调查记录总丛数、总株数、病穗数、

病穗级数.按照文献公式分别计算苗瘟、叶瘟和穗瘟的病株率、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5].穗颈瘟:在穗瘟稳

定后(或腊熟期)调查,每小区采用平行跳跃式法调查50丛,调查总穗数和病穗数,按照文献的公式分别计

算病情指数和防效[5],同时观察记录稻粒表观性状(如增绿、外观鲜亮程度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秧苗素质调查

试验结果看出,使用“拜耳更多水稻”药剂处理后的秧苗与常规处理以及对照相比,出苗率显著性提

高,表明包衣后促进种子出苗率,试验药剂对水稻安全;秧苗较其他处理敦实,地上、地下部分鲜质量明显

提高,茎基宽也高于常规处理和对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白根多、秧苗肥大,有利于栽插(表2).

表2 秧苗素质调查

处 理 出苗率/% 株高/cm 地上鲜质量/g 地下鲜质量/g 茎基宽/mm 白根长度/cm

“更多水稻”86.30±0.39Aa 15.40±0.36Bb 60.20±1.21Aa 18.50±0.85Aa 6.18±0.51Aa 5.60±0.73Aa
常规处理 85.70±0.42Aab 16.80±0.46Aa 55.60±1.58Bb 15.20±1.12Bb 5.59±0.75Bb 4.20±0.99Bb

对照(空白)85.90±0.26Ab 17.20±0.50Aa 55.30±1.64Bb 13.90±1.13Bb 5.32±0.81Bb 3.80±1.03Bb

  注:同列不同大写字母(p<0.01)和小写字母(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试验结果看出,使用“拜耳更多水稻”药剂处理后,有效地防治水稻恶苗病、立枯病和稻蓟马,为后期

移栽提供了有力保障(表3).

表3 “更多水稻”作为拌种剂对苗期病害的防治效果 %

处 理
蓟马防效

苗期 大田

恶苗病防效

苗期 大田
立枯病防效

“更多水稻” 92.6±0.4 95.1±0.4 95.1±0.3 93.4±0.3 96.2±0.3
常规处理 85.3±0.5 72.5±0.5 82.6±0.4 80.9±0.4 89.3±0.4

对照(空白)

2.2 除草效果调查

从表4可以看出,“拜耳更多水稻”封闭药剂处理效果为87.3%,明显高于常规处理,且后期的茎叶处

理效果明显高于常规处理,其中30d的株防效达到94.5%,45d鲜质量防效达到了95.2%,远远高于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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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据试验观察发现,秋之宝封闭安全性远远高于常规药剂的丁草胺和丙草胺,且对稻田杂草具有触杀

作用.垦收混配氰氟草酯可以一次性解决水稻田所有杂草,且能长时间控制田间杂草为害.故秋之宝垦收组

合可以安全高效地防除机插秧田杂草.

表4 不同时期除草效果调查 %

处理
封闭处理

效果

15d茎叶

处理效果

30d茎叶

处理效果

45d茎叶

处理效果

45d鲜

质量防效

“更多水稻” 87.3±0.54 82.7±0.2 94.5±0.2 92.8±0.26 95.2±0.4
常规处理 80.6±0.49 80.4±0.3 88.6±0.4 90.3±0.4 91.7±0.2

对照(空白)

2.3 “拜耳更多水稻”全程解决方案对水稻病虫害防治效果调查

从示范过程中观察,在整个生长季节中,“拜耳更多水稻”封闭药剂处理对水稻病虫害防治效果远高于

常规处理.其中,拿敌稳可以防治纹枯病、稻曲病、苗期稻叶瘟,是难得的一种药剂,可以防治多种病害;

而安泰生可以促进秧苗快速返青,增加水稻抗逆性,促进分蘖,缓解药害和不利的天气因素;国腾可以长

时间控制二化螟及稻纵卷叶螟的为害;极锐可以在短时间内压制稻飞虱的虫口密度,无论是速效性还是持

效性都相当出色(表5、表6).

表5 “更多水稻”全程解决方案对大田水稻虫害防治效果 %

处理 蓟马 稻飞虱 二化螟 稻纵卷叶螟

“拜耳更多水稻” 92.6±0.4 94.3±0.3 90.4±0.3 92.1±0.3
常规处理 80.7±0.5 85.2±0.3 83.6±0.3 86.7±0.4

对照(空白)

表6 “更多水稻”全程解决方案对大田水稻病害防治效果 %

处理 纹枯病 稻曲病 叶瘟病 穗颈瘟

“拜耳更多水稻” 92.8±0.46 90.6±0.35 89.9±0.43 90.8±0.41
常规处理 89.6±0.23 91.2±0.27 85.6±0.34 83.7±0.32

对照(空白)

2.4 “更多水稻”全程解决方案对产量及商品性的影响

试验结果看出,使用“拜耳更多水稻”全程解决方案的每667m2 有效穗数千粒质量和出糙率都远远高

于常规处理和对照.从示范过程中,试验人员发现使用“更多水稻”的田块,分蘖多、植株健壮、秸秆弹性较

好不易倒伏、穗大且穂型一致,在生长后期生理性早衰表现较迟,在成熟时青枝蜡杆,植株表现非常健壮

(表7).

表7 “更多水稻”全程解决方案对水稻产量以及商品性的影响

处理 667m2 有效穗数/万穗 产量/kg 千粒质量/g 出糙率/%

“拜耳更多水稻” 16.75±0.52 675.2±0.22 25.3±3.02 71.3±0.35
常规处理 15.23±0.63 620.8±0.21 22.6±2.51 68.5±0.22

对照(空白) 14.52±0.46 498.6±0.24 21.4±2.82 66.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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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示范研究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拜耳更多水稻”全程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解决从种苗到收获过程

中水稻面临的一切病虫草害威胁.苗期能有效减少种传病害的发生以及虫害的为害,在分蘖期能有效促进

分蘖,分蘖盛期对纹枯病的防治也表现优越,尤其在生长后期不仅可以有效防治病害的发生,而且增强了

水稻的抗逆性.拜耳“更多水稻”解决方案是值得大面积应用的系统方案,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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