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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在玉米上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及延缓害虫抗药性的产生,选择甲维盐单

剂、甲维盐复配剂及增效助剂进行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保证对作物安全的情况下,

4种药剂处理(处理A:5%甲维盐+增效剂金刚钻、处理B:5%甲维盐、处理C:30%甲维

·茚虫威、处理D:15%甲维·虱螨脲·虫螨腈,以清水处理为对照)药后3d的校正死亡

率达到84.21%~87.27%,其中A处理的最高,但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药后15d受害株

数稳定,与药后3d的受害株数相比,A,B,C,D4个处理的受害株增长率分别为1.54%,

6.15%,4.92%和4.15%,均低于清水(对照)处理的15.5%.以上结果说明,甲维盐单剂+
增效剂金刚钻(处理A)的防治效果明显优于单剂和其他复配剂,其对草地贪夜蛾幼虫的速

效性高(药后3d的虫口死亡率高)、持效性好(受害株增长率低),在玉米种植过程中,可进

一步通过示范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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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oncontrolofSpodopterafrugiperdainmaizegrassland
anddelaythedevelopmentofchemicalresistanceinSpodopterafrugiperda,singleagentof
emamectin,compoundagentofemamectinandsynergizingagentofemamectinwereselected
forthefieldexperiment.Theresultsshowedthatundertheconditionofensuringthesafetyof
crops,fourkindsofchemicaltreatmentswereapplied(treatmentA:5% metrelsalt+syner-
gistemery,treatmentB:5% Metrelsalt,treatmentC:30% metrel-indocarb,treatment
D:15% Metrel.Theadjusteddeathratesat3daysaftertreatmentreached84.21%to87.27%,
amongwhichAtreatmentwasthehighest,but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amongthe
treatments.After15daysofapplication,thegrowthratesofdamagedmaizeinA,B,CandD
treatmentswere1.54%,6.15%,4.92%and4.15%,respectively,whichwerelowerthanthat
of15.5%inCKtreatment.ThetreatmentAwiththehighermortalityandthelowergrowth
rateiswithgoodpotentialincontrolofSpodopterafrugiperda.
Keywords:emamectin;corn;Spodopterafrugiperda;pestcontrol;pharmacodynamics

  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frugiperda),也称秋黏虫,属鳞翅目(Lepidoptera)夜蛾科(Noc-
tuidae),起源于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肆虐于非洲,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农业

害虫[1],具有迁飞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寄主范围广、为害程度重等特点[2],可以为害包括玉米

等76科353种植物[3].德昌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性干热河谷气候,年平均气温

17.9℃,无霜期可达300d以上,春、夏、秋皆可种植玉米,年均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hm2 以

上,温暖的气候、丰富的食源,适宜草地贪夜蛾周年繁殖和迁飞过渡,使德昌县草地贪夜蛾防

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使用化学药剂仍然是防治草地贪夜蛾的主要措施.夏志刚等[4]、汪磊[5]的田间药效

试验证明,化学药剂对草地贪夜蛾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但有报道表明,草地贪夜蛾对有机磷类、
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药剂已产生了中等至高水平抗性[6].2019年以来,四川省德昌县

每年草地贪夜蛾发生面积都在200hm2 以上,部分农户在玉米整个生长周期用农药防治草地贪

夜蛾3~4次,但仍未能达到预期防治效果,为提高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及延缓其抗药性的

产生,2022年7月,在四川省德昌县开展了甲维盐单剂及复配剂防治玉米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药

效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昌州街道花果村,供试面积1335m2,玉米于

2022年5月23日播种,6月27日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田间被害株率约10%,草地贪夜蛾幼

虫2~5龄.7月1日施药时玉米长势均匀一致,12~15片叶,试验开展前未喷施过杀虫剂.
1.2 试验材料

①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水分散剂(简称:甲维盐),河北国美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②30%甲维·茚虫威悬浮剂(成分:甲维盐5%、茚虫威25%),河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
③15%甲维·虱螨脲·虫螨腈悬浮剂(成份:甲维盐1%、虱螨脲4%、虫螨腈10%悬浮

剂),山东麒麟农化有限公司生产.
④草地贪夜蛾专用增效助剂金刚钻(主要成分:11.5%聚乙二醇等),云南勐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
⑤20L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金港植保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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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取简单对比法,共设5个处理(表1),不设重复,每个处理面积266m2,A,B,C,D
处理均按15kg对水折算用药量,对照喷施清水.

表1 试验处理设置

处理编号 处理药剂

A 5%甲维盐水分散剂15g+金刚钻20g
B 5%甲维盐水分散剂15g
C 30%甲维·茚虫威悬浮剂6g
D 15%甲维·虱螨脲·虫螨腈悬浮剂40g

对照 清水

药液采取二次稀释法配制,每个处理对水15kg,其中处理A药液的配制是先将草地贪夜

蛾专用增效助剂加入少许水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供试农药,最后加清水二次稀释.根据草地

贪夜蛾幼虫为害特点,全株喷雾时应特别注意将药液喷到玉米心叶上.
1.4 试验设计与调查方法

喷药时间为2022年7月1日上午,施药当天为阴天,药后24h内未下雨.
于施药前和施药后第3d,7d,15d,21d调查各处理的全部植株(每处理约650株),记录

各处理的受害株数,其中施药前和药后第3d调查时应分别记录受害株中的幼虫数和幼虫死亡

数,以药后第3d的虫口死亡率评价各处理药剂的速效性;施药后第7d,15d和21d的受害植

株数与药后第3d比较,按受害株增长率评价各处理药剂的持效性.两个处理之间虫口死亡率

和受害株增长率的差异显著性均用u测验.
1.5 数据处理

采用DPS7.5软件进行数据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分析处理;采用Excel2003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和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安全性

药后进行观察,若各药剂处理区玉米植株的叶色、株高、形态与清水(对照)相比没有差别,

说明A,B,C,D处理药剂对玉米植株是安全的.
2.2 速效性

药后3d幼虫死亡率越高,说明药剂的速效性越好.调查结果表明,药后3d各药剂处理区

幼虫死亡率均在84%以上,其中:A处理最高达到87.27%,B处理最低为84.21%,但4个药

剂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表2).

表2 不同处理3d后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

处理 药前虫口基数/头 活虫数/头 死虫数/头 死亡率/%

A 165 21 144 87.27
B 152 24 128 84.21
C 183 27 156 85.25
D 153 23 130 84.97

对照 139 13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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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持效性

从药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施药后3d与7d比较,各处理受害株数均有一定增加,A,B,

C,D4个处理的受害株率分别增加1.54%,6.15%,4.92%和4.15%,均显著低于对照的

15.50%.药后15d各处理(包括对照)的受害株数已稳定不变,药后3d与15d比较,A,B,C,

D4个处理的受害株率分别增加0.61%,6.15%,4.92%和4.15%,均显著低于对照的10.00%.
株受害增长率越低,表明药剂的持效性越好,以药后3d与药后7d,15d比较,处理A(5%甲

维盐水分散剂15g+金刚钻20g)的受害株增长率均显著低于B,C,D处理,但D,C,B之间

无显著差异(表3).

表3 不同处理玉米受害株数 株

处理 药前 药后3d 7d 15d 21d

A 65 67 71 77 77
B 60 61 101 101 101
C 71 71 103 103 103
D 60 63 90 90 90

对照 55 67 132 168 168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5%甲维盐水分散剂+草地贪夜蛾专用增效助剂金刚钻(处理A)用于防治

玉米苗期草地贪夜蛾,从速效性和持效性方面明显优于单独使用5%甲维盐水分散剂(处理B)
及其他两种复配药剂(处理C,D),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进一步通过示范予以推广.

本试验采用简单对比设计,但处理小区面积较大(266m2),且调查小区的全部植株(约650
株),药前各处理的虫口基数和受害植株数差异不大,因此本试验结果是可信的.

本试验施药15d后所有处理(包括对照)的受害株均未增加,其原因主要是此时大部分幼

虫开始进入化蛹期,而且玉米开始抽雄,不再适合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为害.显然,施药后受

害植株数稳定的时间因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以及施药的迟早而有差异.

参考文献:
[1] 李翱,岳元保,丁家盛,等.芒市鲜食玉米草地贪夜蛾发生特点及防控技术 [J].现代农业科技,2022(3):105-107.
[2] 江幸福,张蕾,程云霞,等.草地贪夜蛾迁飞行为与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J].植物保护,2019,45(1):12-18.
[3] 杨普云,朱晓明,郭井菲,等.我国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对策与建议 [J].植物保护,2019,45(4):1-6.
[4] 夏志刚,虞前线.不同药剂防治玉米草地贪夜蛾田间药效试验 [J].现代农业科技,2020(14):85-87.
[5] 汪磊.5种常见药剂对玉米草地贪夜蛾田间防效研究 [J].现代农业科技,2021(5):133-134.
[6] 王芹芹,崔丽,王立,等.草地贪夜蛾对杀虫剂的抗性研究进展 [J].农药学学报,2019,21(4):401-408.

责任编辑 王新娟

85 植 物 医 学        http://xbbjb.swu.edu.cn       第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