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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子处理药剂对水稻病虫害的防控效果初探

吴翠翠, 吴小兵, 袁红银, 蒋明, 王学平, 顾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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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打破农药减量控害瓶颈,寻求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控新途径,本研究通过田间试

验,明确了不同剂量、不同种类药剂复配拌种对水稻穗前病虫害的控制效果.结果表明,采

用240g/L噻呋酰胺悬浮剂40mL或10%嘧菌酯CS160mL+48%噻虫胺SC16mL或10%
三氟苯嘧啶SC16mL+200g/L氯虫苯甲酰胺SC20mL或10%四氯虫酰胺SC20g药剂复配

拌种处理,对水稻纹枯病和稻飞虱具有较好的控制效果,水稻破口期纹枯病的病株防效和

病指防效分别为77.58%,76.94%和78.62%,77.24%,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分别为80.7%和

85.96%,对稻纵卷叶螟防控效果一般,水稻穗期虫口防效和保叶效果分别为70.97%,

67.74%和75.07,69.23%,且种子处理药剂对水稻生长安全,可作为一项农药减量控害技

术措施大面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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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breakthebottleneckofpesticidereductioninpestscontrol,andseekanew
wayofcomprehensivepreventionandcontrolofricediseasesandinsectpests,thisstudydefined
thecontroleffectofdifferentdosesanddifferentkindsofchemicalcompoundofseeddressingon
ricediseasesandinsectpestsbeforeheadingthroughfieldexperiments.Theresultsshowedthat
seeddressingwith40mLof240g/Lthiafuramidesuspension(SC)or160mLof10%azoxys-
trobinCS+ 16mLof48%thiamethoxamSCor16mLof10%trifluoromethylpyrimidine
SC+20mLof200g/LchloramphetamineSCor20gof10%tetrachloromethylSChadagood
controleffectonricesheathblightandriceplanthopper.Thecontroleffectsofdiseasedplant
anddiseaseindexonricesheathblightatbootbreakstagewere77.58%,76.94%and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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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4%,respectively.Thecontroleffectonriceplanthopperwas80.7%and85.96%,respec-
tively.Thecontroleffectonriceleafrollerwasnotsignificant.Thecontroleffectonpestpopula-
tionandleafprotectionatricepanicleexsertionstagewere70.97%,67.74%,75.07and
69.23%,respectively.Moreover,theseedtreatmentagentwassafeforricegrowth,andcould
bewidelyusedasatechnicalmeasureforpesticidereduction.
Keywords:seedtreatment;ricediseasesandinsectpests;preventionandcontroleffect

如皋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在4.33万hm2 左右[1].长江中下游温暖湿润

多雨的气候条件,为多种病虫害侵染危害提供了温床.目前,影响我市水稻生产的主要病虫害

有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稻瘟病、纹枯病,年发生面积23.2万hm2 左右,产量损失1.8万t,对

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2].目前,水稻病虫害防控仍以化学防治为主,但是,近年来防治次数

多、用药量大,导致水稻病虫抗性逐年提高,给化学农药减量工作带来较大压力[3].因此,寻找

新的防治药剂和防治方法对水稻病虫害防控具有重要意义.种子拌种技术以其简单、安全、高

效的特点,广泛用于种(土)传病害和部分地下害虫防控.从2014年起,江苏多个科研单位开展

了一系列的室内生测、筛选和田间药效试验,初步形成了以种子处理为核心的水稻病虫简约化

防控模式[4].同时,杨红福等[5]通过使用20%咪鲜胺·噻唑膦·戊唑醇悬浮剂防治水稻种传病

害,束兆林等[6]使用包虫清包衣防治稻蓟马、稻飞虱防治达90%以上效果,刘伟[7]通过22.4%
氟唑菌苯胺种子处理悬浮剂对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效果78.6%,李千和等[8]使用异噻菌胺·肟菌

酯加氟唑菌苯胺加吡虫啉进行种子包衣处理,可减少大田施药1~2次以上,这一系列研究结

果表明种子药剂处理是未来水稻病虫简约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本地实际,本研究选择噻呋酰胺悬浮剂、噻虫胺SC、氯虫苯甲酰胺SC、四氯虫酰胺SC、三

氟苯嘧啶SC、嘧菌酯微囊悬浮剂(CS)进行了拌种处理,研究了不同组合不同用量对稻纵卷叶

螟、稻飞虱、纹枯病的防控效果,以期寻找适合本地区水稻穗前病虫害防控新途径,为今后大

面积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地点

试验地位于江苏省如皋市城南街道张八里村12组王万林责任田中,土质为沙壤土,地势

平坦,肥力中等,前茬为小麦,水稻栽插方式为人工抛栽.
1.1.2 供试作物

供试水稻品种为南粳9108.

1.1.3 供试药剂

200g/L氯虫苯甲酰胺SC(美国富美实公司生产)、48%噻虫胺SC(六夫丁作物保护有限公

司生产)、240g/L噻呋酰胺SC(江苏省盐城双宁农化有限公司生产)、10%四氯虫酰胺SC(沈
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生产)、10%三氟苯嘧啶SC(美国杜邦公司生产)10%嘧菌酯CS(通州正

大农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设计

1.2.1 小区试验

考虑到农药减量和用药成本,试验共设6个处理:

T1:200g/L 氯 虫 苯 甲 酰 胺 SC10mL+48%噻 虫 胺 SC8mL+240g/L 噻 呋 酰 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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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0mL;

T2:200g/L氯虫苯甲酰胺SC20mL+48%噻 虫 胺 SC16mL+240g/L噻 呋 酰 胺

SC40mL;

T3:10%四氯虫酰胺SC20g+10%三氟苯嘧啶SC16mL+10%嘧菌酯CS80mL;

T4:10%四氯虫酰胺SC40g+10%三氟苯嘧啶SC32mL+10%嘧菌酯CS160mL;

T5:正常防治;

T6:空白对照.
试验药剂用量为拌种4kg用量,每个处理设置3个小区重复,共18个小区,每小区面积

100m2,随机区组排列,各处理间设0.25m宽、0.15m高田埂相隔.除处理因素外,其他管理

措施一致.所有小区按照如皋地区正常防治常用药剂,处理5施用药剂和用量见表1.

表1 正常防治田块药剂使用情况表

施药时间 生育期 使用药剂 药剂亩用量 防治对象

7月20日 分蘖期 50%烯啶虫胺 12mL 稻飞虱

240g/L噻呋酰胺 25mL 纹枯病

8月8日 拔节期 200g/L氯虫苯甲酰胺 10mL 稻纵卷叶螟

20%呋虫胺 40mL 稻飞虱

25%噻呋·氟环唑 36mL 纹枯病

8月30日 破口期 24%井冈霉素 21mL 纹枯病

9月6日 齐穗期 80%烯啶·吡蚜酮 10g 稻飞虱

25%阿维·茚虫威 10g 稻纵卷叶螟

1.2.2 秧田措施

2021年6月1日上午,各处理组各药剂按照用种量取相应剂量混合均匀后拌种,保证药液

均匀地包裹在种子表面,拌好后摊平晾干.6月2日上午落谷,在每张秧盘上挂上标签,6月

20日抛栽.
1.2.3 室内发芽试验

拌种处理后,4个处理加空白对照分别取400粒种子在室内进行发芽试验,发芽床为纸床,

每个发芽盒放置100粒种子,4次重复.定期观察种子发芽势,14d后计算正常苗数,测量株高

及根长.
1.2.4 调查方法

1)病害调查

7月30日调查水稻纹枯病病穴数、病株数,8月15日、8月30日增加调查病情指数,每处

理定3点,每点5穴.
纹枯病严重程度分级标准[9]:1级为基部叶片、叶鞘发病;2级为倒第3叶以下各叶叶鞘或

叶片发病;3级为倒第2叶以下各叶叶鞘或叶片发病;4级为剑叶叶鞘或叶片发病;5级为全株

发病枯死.

病情指数=
各级病株数×相应病级

调查总株数×最高级代表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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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株防效(%)=
空白对照区病株率-药剂处理区病株率

空白对照区病株率 ×100%

病指防效(%)=
空白对照区病指-药剂处理区病指

空白对照区病指 ×100%

2)虫害调查

采用平行跳跃法,每小区调查5个点,每点2穴,盘拍调查,记录稻飞虱活虫数.

防治效果(%)=
空白对照区百穴虫量-药剂处理区百穴虫量

空白对照区百穴虫量 ×100%

采取对角线五点取样法,每个点选5穴,记录卷叶数和稻纵卷叶螟活虫数.

虫口防效(%)=
空白对照区百穴虫量-药剂处理区百穴虫量

空白对照区百穴虫量 ×100%

保叶效果(%)=
空白对照区卷叶率-药剂处理区卷叶率

空白对照区卷叶率 ×100%

3)安全性调查

发芽试验:定期观察水稻种子萌动及发芽情况,14d后计算正常苗数,测量株高及根长.
大田观察:目测秧盘内有无出苗迟、生长缓慢、叶片异常等症状[10],若出现异常,记录表

现症状、严重程度.抛栽大田后,定期或不定期目测叶色、株高等情况,并与空白对照比较有无

明显差异,从而评估药剂对水稻的安全性.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均采用DPS软件处理,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药剂处理对纹枯病的防治效果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4种药剂处理对水稻纹枯病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防治效果与药剂

浓度成正比,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下降趋势.
240g/L噻呋酰胺SC40mL和10%嘧菌酯CS160mL表现尤为突出.前期(7月30日)未

见病,中期(8月15日)病株防效分别为91.19%和90.12%,病指防效达到89.07%和88.36%,

与正常防治处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8月30日防效出现明显下降,病株和病指防效均

在80%以下,分别为78.62%和77.24%,与正常防治田块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个结果

与姚克兵等[11]的研究结论一致.

240g/L噻呋酰胺SC20mL和10%嘧菌酯CS80mL防治效果及持效性均差于高用量处

理,但前期病株防效较好,7月30日调查,分别达到96.23%和95.27%,中期防效均明显下降,

8月15日病株及病指防效分别为81.46%,80.78%和80.35%,79.14%,后期防效下降至更低,

8月30日病株及病指防效分别为65.13%,64.39%和65.97%,66.75%,与正常防治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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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种子处理对水稻纹枯病的田间防效

处理

7月30日

病株
率/%

病株防效/%

8月15日

病株
率/%

病株防效/%
病情
指数

病指防效/%

8月30日

病株
率/%

病株防效/%
病情
指数

病指防效/%

T1 0.78 96.23±1.02aAB 7.83 81.46±3.21bB 3.56 80.35±3.64bB 16.98 65.13±1.31cC 9.12 65.97±1.10cC
T2 0 100±0aA 3.72 91.19±1.20aA 1.98 89.07±1.00aA 10.92 77.58±1.55bB 5.73 78.62±1.86bB
T3 0.98 95.27±1.08aAB 8.12 80.78±3.63bB 3.78 79.14±1.12bB 17.34 64.39±1.53cC 8.91 66.75±1.64cC
T4 0 100±0aA 4.17 90.12±2.21aA 2.11 88.36±0.89aA 11.23 76.94±1.36bB 6.10 77.24±2.02bB
T5 2.18 89.47±2.35bB 4.68 88.92±0.60aA 2.18 87.97±1.21aA 6.71 86.22±1.39aA 3.55 86.75±1.13aA
T6 20.70 42.24 18.12 48.70 26.80

  注:同列数据比较,小写字母不同(p<0.05)和大写字母不同(p<0.01)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不同药剂处理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稻飞虱发生程度较轻,主要以白背飞虱和灰飞虱为主,水稻后期未

发生褐飞虱大量迁入.

4个处理对稻飞虱的防效与纹枯病有着同样的趋势,两药剂不仅表现较高的防效且持效期

长,后期防效均出现下降.其中,10%三氟苯嘧啶SC32mL表现最佳,7月30日、8月30日调

查,防效分别为95.83%,85.96%,与正常防治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8%噻虫胺

SC16mL次之,8月30日调查防效为80.70%,与正常防治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0%三氟苯嘧啶SC16mL低剂量处理,3次调查防治效果分别为87.50%,84.21%和

78.95%,虽不及两类高剂量处理防效高,但仍表现较好的持效性.48%噻虫胺SC8mL防效最

差,防治效果在84%以下,3次调查防效分别为83.33%,78.95%和73.68%,与正常防治处理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3).

表3 不同种子处理对稻飞虱的田间防效

处理
7月30日

百穴虫量/头 防治效果/%
8月15日

百穴虫量/头 防治效果/%
8月30日

百穴虫量/头 防治效果/%
T1 40 83.33±0.33dC 80 78.95±0.58cC 150 73.68±0.25dD
T2 20 91.67±0.55bB 40 89.47±2.16aA 110 80.70±0.83cC
T3 30 87.50±2.81cB 60 84.21±0.14bB 120 78.95±1.78cC
T4 10 95.83±0.81aA 30 92.11±0.28aA 80 85.96±0.75bB
T5 20 91.67±0.18bB 30 92.11±0.57aA 40 92.98±0.35aA
T6 240 380 570

  注:同列数据比较,小写字母不同(p<0.05)和大写字母不同(p<0.01)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不同药剂处理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4个处理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与正常防治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00g/L氯虫苯甲酰胺SC20mL和10%四氯虫酰胺SC40g处理表现稍佳,但两种处理

方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8月15日调查,虫口防效和保叶效果均在80%以下,分别

为76.67%,73.33%和78.73%,76.27%,9月12日调查,虫口防效和保叶效果出现下降,防效

分别为70.97%,67.74%和75.07%,69.23%.

200g/L氯虫苯甲酰胺SC10mL和10%四氯虫酰胺SC20g处理表现较差,虫口防效和

保叶效果低于70%.8月15日调查,防效分别为63.33%,60.00%和67.94%,62.94%,9月

47 植 物 医 学        http://xbbjb.swu.edu.cn       第1卷



12日调查,防效分别为58.06%,56.45%和60.09%,58.64%(表4).

表4 不同种子处理对稻纵卷叶螟的田间防效

处理

8月15日

百穴虫
量/头

卷叶
率/%

虫口防效/
%

保叶效果/
%

9月12日

百穴虫
量/头

卷叶
率/%

虫口防效/
%

保叶效果/
%

T1 44 3.27 63.33±2.58cC 67.94±2.92cC 104 13.19 58.06±2.70cC 60.09±1.00dC
T2 28 2.17 76.67±4.13bB 78.73±2.71bB 72 8.24 70.97±2.62bB 75.07±1.65bB
T3 48 3.78 60.00±0.98cC 62.94±3.03cC 108 13.67 56.45±2.87cC 58.64±2.29dC
T4 32 2.42 73.33±2.83bB 76.27±2.22bB 80 10.17 67.74±2.16bB 69.23±3.55cB
T5 12 1.40 90.00±0.61aA 86.27±0.98aA 16 2.14 93.55±1.94aA 93.52±1.94aA
T6 120 10.20 248 33.05

  注:同列数据比较,小写字母不同(p<0.05)和大写字母不同(p<0.01)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4 不同种子处理对水稻安全性的影响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发芽率比较T1,T3 与空白对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T4 与空

白对照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个处理与空白对照根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T1
和T3,T2 和T4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个处理间株高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总体来

看,试验药剂拌种对水稻发芽势、发芽率、根长及株高均有一定影响,并与浓度呈正相关(表5).

表5 不同种子处理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处理 发芽率/% 根长/cm 株高/cm

T1 89.25±0.96abAB 4.58±0.08bBC 4.62±0.01cC
T2 87.25±1.71bcB 4.33±0.08cD 4.41±0.02eE
T3 88.75±2.06abcAB 4.67±0.14bB 4.73±0.02bB
T4 87.00±1.63cB 4.43±0.08cCD 4.52±0.02dD
T6 90.50±1.29aA 5.97±0.02aA 6.17±0.05aA

  注:同列数据比较,小写字母不同(p<0.05)和大写字母不同(p<0.01)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秧苗期调查显示,4个药剂处理的出苗时间略迟于对照,晚1d左右,株高略低于对照,低

1cm左右.大田生长期通过定期或不定期观察,各处理水稻的叶色和株高与空白对照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在本试验剂量下水稻生长安全.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通过药剂拌种技术对纹枯病的防控,采用240g/L噻呋酰胺SC40mL或

10%嘧菌酯CS160mL拌种处理,对水稻纹枯病具有较好的防效和较长的持效期,防控效果可

与常规防治相当,一般发生年份可不用大田防治,这与杨红福等[12]研究结果一致.重发年份,

可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视病情再用药剂防治一次,即可有效控制纹枯病发生,比常规防治减

少1次用药以上

对稻飞虱的防控,采用48%噻虫胺SC16mL或10%三氟苯嘧啶SC16mL拌种处理,即

可对水稻稻飞虱的发生具有较好的防效,虽然剂量越高效果越好,但增效不明显,为达到防控

经济效益最佳,48%噻虫胺SC16mL或10%三氟苯嘧啶SC16mL为最佳,这与张国等[13]、

陶亚群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稻飞虱增殖速度较快,拌种处理对水稻后期稻飞虱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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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弱,生产上要重点关注9月上旬4代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尤其是褐飞虱的虫量变化,如迁入

虫量突增,必要时可接合后期纹枯病在9月上旬做好大田防治,这与朱凤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
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控,氯虫苯甲酰胺SC和四氯虫酰胺SC拌种处理对二代稻纵卷叶螟防

控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理想,且随着生育进程的推移防效逐渐下降,这与于居龙等[16]的研

究结果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与当年的虫情发生水平有关,研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若

3代、4代稻纵卷叶螟如果达到中等以上发生水平,仍需进行常规药剂防治,才能确保防治效果.
种子药剂处理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精准施药技术,具有高度靶标性和较长的持效期[17].其在

秧田期接触土壤和水体,秧苗吸收后移栽到本田,对大田的土壤和水田污染较小,对水稻生长

安全无药害,大大降低了本田的农药使用次数,节约了大量的人工成本[18],效果明显优于传统

种子处理[19],可作为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控措施之一.一般发生年份,将几种药剂混合复配拌种

处理,即可对水稻病虫害取得较好控制效果;重发年份,可在病情、虫口激增前再增加一次叶

面喷雾,确保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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