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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助剂对水稻二化螟防治的减施增效作用

任家琼

重庆市垫江县植保植检站,重庆 垫江408300

摘 要:为探究增施农药助剂对化学农药防治的减施增效作用,开展了水稻二化螟的田间

试验.结果表明,配施的2种农药助剂都具有减少化学农药用量的作用,并且防效都较好.
常量处理、减量30%+酸性电解水处理、减量50%+酸性电解水处理、减量30%+激健处

理、减量50%+激健处理的投入产出比分别为1∶18.27,1∶14.33,1∶15.17,1∶18.16,

1∶19.43,减量30%或50%+酸性电解水处理的投入产出比略低于常量处理,减量30%或

50%+激健处理的投入产出比与常量处理相当,可实现药剂减施后水稻二化螟的防治效果

及保产效果与常规用量时相当.
关 键 词:水稻二化螟化学防治;助剂;农药减量

中图分类号:S435.112+.1    文献标志码:A
文 章 编 号:2097 1354(2022)04 0060 06

EffectsofTwoAdditivesonReducingPesticideandIncreasing
EfficiencyforControlofRiceStemBorer

RENJiaqiong
PlantProtectionandInspectionStationofDianjiangCounty,DianjiangChongqing4083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effectofapplicationofpesticideadditivesonreducingchemical
pesticideandimprovingefficiency,afieldexperimentforcontrolofricestemborerwascarried
out.Theresultshowedthatthetwopesticideadditivescanreducethedosageofchemicalpesti-
cides,andincreasethecontroleffect.Theinput-outputratiosofconstanttreatment,30%
reductionwithacidelectrolyticwatertreatment,50%reductionwithacidelectrolyticwater
treatment,30% reductionwithstimulationtreatmentand50% reductionwithstimulation
treatmentwere1∶18.27,1∶14.33,1∶15.17,1∶18.16and1∶19.43,respectively.Theinput-
outputratioof30%or50%reductionwithacidelectrolyticwatertreatmentwasslightlylower
thanthatofconstanttreatment.Theinput-outputratioof30%or50%reductionwithstimula-
tiontreatmentwasequivalenttothatofconstanttreatment,whichcanachievethesameeffect
oncontrolofricestemborerandprotectionofyieldasconventionaldosageafterreducingthe
applicationofchemicals.
Keywords:chemicalcontrolofricestemborer;auxiliary;pesticidereduction

收稿日期:2022 03 30
作者简介:任家琼 ,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植物保护技术推广工作.



  水稻(Oryzasativa)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1].水稻二化螟(Chilosuppressalis)

又名钻心虫,属鳞翅目螟蛾科,是我国水稻种植过程中常见的一种害虫,也是为害较为严重的

一种常发性虫害,有着发生时间长、难度大、为害严重等特点,成为了水稻种植稳产高产的主

要障碍.水稻二化螟在稻桩、稻草和其他田间禾本科等作物残体内越冬,每年5月上旬开始陆

续羽化.它以幼虫蛀茎为害,侵害水稻时,初孵幼虫首先群集在水稻叶鞘内取食,破坏叶片的

输导组织,造成枯鞘,然后,随着虫龄的增大,幼虫开始蛀食心叶和茎秆,并由群集为害变为分

散转移为害.由于水稻生育期不同,为害症状也不同,一般情况下,在水稻生长前期,被害水稻

形成枯心苗,水稻生长后期则形成枯孕穗、白穗(俗称白鞘)和虫伤株.枯心苗和白穗对水稻的

产量影响主要是减少有效穗数,虫伤株对水稻的为害则是明显降低千粒质量和增加空瘪粒,受

二化螟为害后的水稻还易引起倒伏,造成减产.近年来,由于重庆市垫江县水稻品种布局、耕

作管理水平及天气趋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水稻二化螟发生为害规律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变

化,一代二化螟发生较重,二代二化螟总体上中等发生,在一代重发区发生较重,其发生面积

大,为害严重,发生面积2.33万hm2 以上.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防治农业有害生物,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农药助剂则是农药制剂加工或使用中添加的,用于改善药剂理

化性质的辅助物质,又称为农药辅助剂.农药助剂本身没有生物活性,但是能影响防治效果,

有增效作用,可提高药效、降低农药的用量、节约成本、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增施农药减量

助剂是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之一,实现农药减量、控害及增效.“激健”的主要成分为一

种食品级多元醇型非离子活性剂,是一种配方特殊、作用机理独特的减量增效助剂,已在全国

各地进行多项试验示范并推广应用.它的作用机理是与农药混用,增加农药的渗透力和传导率,

减少农药有效成分在体表、体壁的停留量,增加从体表进入体壁、从体壁进入体内的量,从而

增加进入靶标的量,促进农药在植物体内向上传导效率的提高,缩短作物中残留农药的半衰

期,进一步降低残留量[2-5].电解水属于小分子团水,低表面张力,具有高渗透力,可以促进植

物对农药的吸收,增强农药的附着力,从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同时,大部分农药呈酸性,

农户习惯性用呈弱碱性水,配施雄一电解水(pH值可达1.5左右,呈强酸性)可以调节水的pH
值,达到和农药的pH值一致,使农药的效果发挥到最好,从而可提高农药药效,降低用量,减

少农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6-11].
为探索雄一酸性电解水与化学农药配合施用后防治作物虫害的减施增效作用,2021年重

庆市垫江县植保植检站在水稻二化螟化学防治上增施2种助剂进行农药减量田间防效对比试

验,为当地农药助剂大面积推广使用提供可靠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重庆市垫江县普顺镇东湖村,为重庆市垫江县储备粮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

自然环境条件好,土壤为灰棕紫泥,肥力均匀一致,有机质含量中等,pH值6.8.田间地势平

坦、排灌方便(粮田灌溉管网),栽培管理(播种移栽期及密度、水肥管理等)条件一致.3月16
日水稻播种,4月22日移栽(机插秧),8月31日成熟收割,水稻品种为晶两优1377,常年产量

为550kg/667m2 左右.水稻主要病虫害为稻瘟病、纹枯病、二化螟、稻飞虱等.药效试验期间

(5月7日至8月31日)天气状况良好,对施药无不利影响,最高温39℃,最低温14.3℃,日均

最高温29.6℃,日均最低温21.6℃,日均温28.3℃,日均相对湿度84.3%,日均降水量6.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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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材料

化学农药40%氯虫·噻虫嗪 WDG(福戈)为市售,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生产.防
治对象水稻二化螟.助剂酸性电解水由四川雄一农业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提供.助剂激

健为市售,四川蜀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1.3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5个药剂处理和1个空白对照(CK),每个处理3次重复,药剂处理小区面积均为

667m2,空白对照小区面积均为667m2,小区间随机排列.每个处理的用药方案见表1,除试验

设计不同外,各处理其他田间管理措施一致.

表1 防治水稻二化螟试验用药方案设计

处理编号 药剂用量减幅 助剂 667m2 农药制剂+助剂用量

1 福戈常量 无 8g+0L
2 福戈减量30% 酸性电解水 5.6g+4L
3 福戈减量50% 酸性电解水 4g+4L
4 福戈减量30% 激健 5.6g+15L
5 福戈减量50% 激健 4g+15L
6 对照(空白) 无 0g+0L

  注:农药制剂和助剂用量是防治水稻二化螟1次的用量.

1.4 试验处理

1.4.1 施药方法

农药采用二次稀释法.在与助剂酸性电解水配施时按1∶9稀释,即对水36kg/667m2;在

与助剂激健配施时对水40kg/667m2.手动均匀喷雾.
1.4.2 施药器械

3WBD-20L手动背负式喷雾器,台州鼎新塑料制品厂生产.
1.4.3 施药时间和气象资料

第1次施药:5月27日,水稻处于分蘖期;药前调查已有枯鞘发生,枯鞘株率为6.5%,达

到防治指标;施药当日,天气晴朗,最高温度25.3℃,最低气温17.9℃,相对湿度88%,施药

后第2天阴转小雨.第2次施药:7月13日,水稻孕穗末期;施药当日,天气晴朗,最高温度

35℃,最低气温22.5℃,相对湿度85.3%,施药后2d无雨.整个试验期间,天气状况良好,对

施药无不利影响.
1.4.4 防治其他病虫害的药剂资料

5月7日,水稻返青后,每个试验小区施用除草剂30%苄嘧磺隆 WP40g/667m2(常规用

量)防治杂草.施药当日,天气阴,最高温度19.7℃,最低气温16.2℃,相对湿度90.8%.5月

27日,每个药剂处理小区在防治水稻一代二化螟时混合20%烯肟·戊唑醇SC20g/667m2(常
规用量)喷施,预防叶稻瘟.7月13日,每个药剂处理小区在防治水稻二代二化螟时混合喷施

20%烯肟·戊唑醇SC30g/667m2(常规用量)喷施,预防穗颈稻瘟,兼治纹枯病.
空白对照小区只施用除草剂(30%苄嘧磺隆 WP)和杀菌剂(20%烯肟·戊唑醇SC),施用

量同药剂处理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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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调查方法

1.5.1 螟虫调查

在二化螟为害症状稳定后,分别于7月10日、8月13日调查一代二化螟和二代二化螟的

为害情况.各处理区对角线5点取样,每点调查20丛水稻,记录调查总株数、受害株(枯心或白

穗)数,计算枯心(白穗)率及处理区防治效果.
药效计算方法:

枯心(白穗)率(%)=调查枯心(白穗)数/调查总株(穗)数×100%;

防治效果(%)=(对照区枯心(白穗)率-处理区枯心(白穗)率)/对照区枯心(白穗)率×100%.
1.5.2 产量调查

理论测产,参考国际水稻所的水稻测产方法:①在处理区中间划出一个5m2(2m×2.5m)

的区域;②称出这5m2(2m×2.5m)的区域内水稻的实际产量,当80%稻谷达到淡黄色而另

外20%稻谷还是绿色时,按14%的含水量进行调整.③数出这5m2(2m×2.5m)的区域内水稻

的丛数;④在这个5m2(2m×2.5m)的区域旁边选取两个0.25m2(0.5m×0.5m)区域,各选

取6丛水稻,共12丛;⑤数出这12丛水稻中的总穗数;⑥脱粒,数出这12丛水稻的稻谷数(成
熟的饱满的谷粒);⑦称出这12丛水稻的稻谷质量,按14%的含水量进行调整.

产量因子包括实际产量、每平米穗数、每穗谷粒数、千粒质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产量(kg/hm2)=5m2 的区域内水稻的实际产量(kg)/5×10000;

每平方米穗数=(穗数/12丛)×(丛数/5m2);

每穗谷粒数=12丛水稻的总谷粒数/12丛水稻的总穗数;

千粒质量(g)=(12丛水稻谷粒总重/12丛水稻总谷粒数)×1000.
1.5.3 调查对防效作物和其他生物的影响

用目测法直接观察田间水稻生长状况,对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虫害的防效和对蜘

蛛、青蛙等天敌生物安全的影响.
1.5.4 经济效益

根据各处理区开展二化螟防治投入的人工、药剂费用(包括农药和助剂)和稻谷产值收益,

计算效益和投入产出比.
总投入(元/667m2)=人工成本(元/667m2)+药剂成本(元/667m2);

产值(元/667m2)=市场收购价(元/kg)×单位面积产量(kg/667m2);

效益(元)=产值-总投入;

投入产出比=总投入/产值.
1.6 数据处理

试验所有数据采用Excel统计软件对防效差异进行显著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效

汇总整理分析施药前、后各试验处理对靶标害虫水稻二化螟的田间防治效果.结果看出,

施用40%氯虫·噻虫嗪 WDG(福戈)常量对一代二化螟的防效为83.24%;配施农药助剂酸性

电解水减量30%和减量50%对一代二化螟的防效分别为81.21%,78.03%,较常量处理区的防

效分别低2.03个和5.21个百分点;对二代二化螟的防效分别为86.98%、82.64%,较常量处理

区的防效分别低4.25个和8.59个百分点.40%氯虫·噻虫嗪 WDG(福戈)配施农药助剂激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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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30%和减量50%对一代二化螟的防效分别为82.34%,79.77%,较常量处理区的防效分别低

0.9个和3.47个百分点;对二代二化螟的防效分别为88.72%,84.38%,较常量处理区的防效分

别低2.51个和6.85个百分点.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处理对一代二化螟的防效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常量与配施酸性电解水减量30%对二代二化螟的防效差异有统计系学意义(p<
0.05),常量与配施酸性电解水减量50%和配施激健减量30%、50%对二代二化螟的防效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来看,水稻二化螟在各处理区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常量、配施酸

性电解水减量30%和配施激健减量30%处理对水稻二化螟的防效相当且均较高(表2).

表2 不同农药用量及助剂组合对水稻二化螟的防治效果

药剂用量 助剂
一代二化螟

枯心率/% 防效/%

二代二化螟

白穗率/% 防效/%
福戈常量 无 5.80 83.24±3.84a 1.01 91.23±2.87a

福戈减量30% 酸性电解水 6.50 81.21±1.66a 1.50 86.98±2.77b
福戈减量50% 酸性电解水 7.60 78.03±3.39a 2.00 82.64±3.00ac
福戈减量30% 激健 6.10 82.34±4.43a 1.30 88.72±7.73ad
福戈减量50% 激健 7.00 79.77±5.72a 1.80 84.38±0.87ab

空白对照 无 34.60 11.52

  注:表中防效数据均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2.2.1 经济效益

8月15日实地测产.不同农药用量及助剂组合对水稻二化螟防治后的产量与效益见表3.
统计结果表明,各处理间的产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均高于空白对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常量处理、减量30%+酸性电解水处理、减量50%+酸性电解水处理、减量30%+
激健处理、减量50%+激健处理的投入产出比分别为1∶18.27,1∶14.33,1∶15.17,

1∶18.16,1∶19.43,减量30%或50%+酸性电解水处理的投入产出比略低于常量处理,减量

30%或50%+激健处理的投入产出比与常量处理相当,可实现药剂减施后水稻二化螟的防治

效果及保产效果与常规用量相当.
2.2.2 生态效益

防治时配施农药助剂,减少了化学农药用量,有效保障了农业生产安全和稻米质量安全,

同时保护了天敌种群,有利于农田生态环境安全.

表3 不同农药用量及助剂组合对水稻二化螟防治后的产量与效益

药剂用量 助剂
农药制剂+助剂成

本/元·667m-2
人工成本/

元·667m-2
总投入/元
·667m-2

产量/kg
·667m-2

产值/元
·667m-2

投入产
出比

福戈常量 无 40 40 80 562.3±33.16a 1461.98 1∶18.27
福戈减量30% 酸性电解水 60 40 100 551.2±23.54a 1433.12 1∶14.33
福戈减量50% 酸性电解水 52 40 92 536.9±7.71a 1395.94 1∶15.17
福戈减量30% 激健 40 40 80 558.7±24.22a 1452.62 1∶18.16
福戈减量50% 激健 32 40 72 538.1±11.84a 1399.06 1∶19.43
对照(空白) 无 — — — 510.8±8.23b 1328.08 —

  注:总投入为防治2次的费用;各处理产量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稻谷价按2.60元/kg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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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在本试验化学农药防治水稻二化螟的过程中,配施2种农药助剂均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量.同时也发现,在化学农药减量幅度相同时,添加农药助剂激健组合对水稻二化螟的防效效

果及投入产出比略优于酸性电解水的组合.但本次试验防治靶标对象单一,仅调查防治水稻二

化螟,同时本次试验作物水稻其他病虫害发生也比较轻,对产量影响比较小.如果对于多靶标

对象的综合性田间试验(多病虫且受天气影响等多因素的情况),还需多点、多年进一步试验示

范,从而验证其农药减量效果.
农作物病虫害是我国的主要农业灾害之一,它具有种类多、影响大、时常暴发成灾的特点,

其发生范围和严重程度对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常造成重大损失.在社会发展进步日

新月异的今天,必须把大力发展规模化经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目前农业常规生产中多

采用化学防治措施,打农药是常用的方法.病虫抗药性是困扰农业生产多年的难题,也是导致

病虫害防治失败、农作物产量损失的重要原因,同时,导致了农业面源污染,影响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及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党和政府对农药减量高度重视,从而促使了农药减量、绿色农业、
植保飞防等国家农业战略和政策的持续纵深推进.期待更高效、更安全、更环保、更节约的农

用助剂的面世,向着精准、低量、多元、多功能方向发展,在未来的农业生产实际中推广应用,
促进农产品提质增效,同时减少农药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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