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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等多种药剂
防治水稻大螟田间药效试验

戴伟峰 1，王科峰 1，王开峰 1，殷 茵 1，范美娟 1，龚惠良 1，张翠华 2，陆 彦 1*

（1. 江苏省张家港市植保植检站，江苏张家港 215600；2.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农业服务中心，江苏张家港 215628）

摘要：为筛选防治水稻大螟的有效药剂，开展了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等7种药剂防治水稻大

螟的田间药效试验。 结果表明：3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SC 1 200 mL/hm2、10%阿维·
甲虫肼SC 1 200 mL/hm2、16 000 IU/mg苏云金杆菌WP 6 000 g/hm2 等3个药剂处理对3代大螟有较好

的防治效果，且保穗效果良好。 34%乙多·甲氧虫SC 450 mL/hm2、33%阿维·抑食肼WP 600 g/hm2对

大螟有一定防效。 100亿孢子/mL短稳杆菌SC 1 500 mL/hm2和20%阿维·二嗪磷EC 1 500 mL/hm2防

效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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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effective insecticides on Sesamia inferens Walker, field trials were carried in 2016.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amestra brassicae Multiple NPV 30 billion PIB/mL SC 1 200 mL/hm2, abamectin + methoxyfenozide

10% SC 1 200 mL/hm2, Bacillus thuringiensis 16 000 IU/mg WP 6 000 g/hm2 had good control effects on Sesamia inferens

Walker. Spinetoram + methoxyfenozide 34% SC 450 mL/hm2, abamectin + RH-5849 33% WP 600 g/hm2 had certain

contro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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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螟（Sesamia inferens Walker）属鳞翅目（Lepi-
doptera）夜蛾科（Noctuidae），又名稻蛀茎夜蛾，其寄

主范围很广，包括水稻、小麦、油菜、玉米、茭白、甘
蔗等[1]。近年来，受本地杂交水稻、玉米等寄主作物

面积逐渐扩大和交叉种植的影响，大螟发生呈加重

趋势，给水稻生产带来较大威胁[2]。
为明确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等7种药剂对

水稻大螟的防治效果，为生产上开展绿色防控提供

依据，2016年在水稻破口期开展了防治3代大螟的

田间药效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点基本情况
试验设在张家港市南丰镇新德村3组，试验地

位于北纬31.862 6°，东经120.695 0°。前茬作物为小

麦，土壤类型为砂壤土，肥力中等。水稻品种为南粳

5055，机插移栽。除药剂因素外，试验各小区管理措

施保持一致。试验田上代大螟发生较重，8月21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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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防治病虫害时，未使用任何防治大螟的药剂。
1.2 供试药剂

3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SC，江西

省新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亿孢子/mL短稳杆

菌SC，镇江市润宇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16 000
IU/mg苏云金杆菌WP，江苏省扬州绿源生物化工有

限公司；34%乙多·甲氧虫SC（5.7%乙基多杀菌素＋
28.3%甲氧虫酰肼），美国陶氏益农公司；10%阿维·
甲虫肼SC（2%阿维菌素＋8%甲氧虫酰肼），江苏省

盐城双宁农化有限公司；20%阿维·二嗪磷EC（0.1%
阿维菌素＋19.9%二嗪磷），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33%阿维·抑食肼WP（3%阿维菌素＋30%抑食

肼），江苏省南京惠宇农化有限公司。
1.3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8个处理：3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

多角体病毒SC 1 200 mL/hm2（制剂用量，下同）、100
亿孢子/mL短稳杆菌SC 1 500 mL/hm2（每12 kg药液

加5 g农用有机硅增效剂）、16 000 IU/mg苏云金杆菌

WP 6 000 g/hm2、34%乙多·甲氧虫SC 450 mL/hm2、
10%阿维·甲虫肼SC 1 200 mL/hm2、20%阿维·二嗪

磷EC 1 500 mL/hm2、33%阿维·抑食肼WP 600 g/hm2、
空白对照。每处理重复3次，随机区组排列，每小区面

积66.7 m2。
1.4 试验实施

在3代大螟卵孵高峰期、水稻破口期（8月29日）

施药，采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均匀喷雾，喷液量600

kg/hm2。
1.5 药效调查

药后不定期观察各试验 药剂对水稻 的安全

性。10月9日，大螟为害稳定后，调查各小区稻株白

穗数、虫害株数，剥查残虫数，计算防治效果和保

穗效果。各处理重复值经对数转换后进行方差分析

和Tukey法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安全性

药后连续观察，各药剂处理对水稻生长无明

显不良影响，说明各药剂在试验剂量下对水稻生

长安全。
2.2 防治效果

7种药剂对大螟的防治效果及保穗效果见表1。
结果表明：各药剂处理的白穗率防效、保穗效果好

于对大螟的防治效果。3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

角体病毒SC 1 200 mL/hm2、10%阿维·甲虫肼SC
1 200 mL/hm2、16 000 IU/mg苏云金杆菌WP 6 000
g/hm2 等3个药剂处理对3代大螟均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防效在67.9%以上，处理间无显著差异。34%乙

多·甲氧虫SC 450 mL/hm2和33%阿维·抑食肼WP
600 g/hm2防效次之，为55%左右，与前3个处理之间

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大螟田间分布不均引起。
100亿孢子/mL短稳杆菌SC 1 500 mL/hm2和20%阿

维·二嗪磷EC 1 500 mL/hm2两处理防效较低。

表 1 7 种药剂对 3 代大螟的防效及保穗效果

处理/[(g,mL)·hm-2] 白穗数/穗 白穗率防效/% 残虫数/头 防效/% 被害株/株 保穗效果/%
3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SC 1 200 18.7 84.7 17.7 72.8 aAB 32.0 82.9 aAB
100亿孢子/mL短稳杆菌SC 1 500 55.3 54.8 51.3 20.6 cC 94.7 48.6 cC
16 000 IU/mg 苏云金杆菌 WP 6 000 21.7 82.3 20.3 68.1 aAB 37.3 79.5 aAB
34%乙多·甲氧虫SC 450 30.7 74.9 28.7 55.4 abABC 52.3 70.9 abABC
10%阿维·甲虫肼SC 1 200 22.3 81.8 20.7 67.9 aAB 38.3 78.5 aABC
20%阿维·二嗪磷EC 1 500 49.7 59.4 44.3 31.0 bcBC 85.0 53.1 bcBC
33%阿维·抑食肼WP 600 30.7 74.9 28.3 56.5 abABC 52.7 71.5 abABC
空白对照 122.3 64.7 183.0

注：表中白穗数、被害株和残虫数为小区平均值。

各处理保穗效果与杀虫效果趋势一致。30亿

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SC 1 200 mL/hm2、
10%阿维·甲虫肼SC 1 200 mL/hm2、16 000 IU/mg苏

云金杆菌WP 6 000 g/hm2处理保穗效果较好。100亿

孢子/mL短稳杆菌SC 1 500 mL/hm2和20%阿维·二

嗪磷EC 1 500 mL/hm2两处理保穗效果较差。

3 小结

3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 多 角 体 病 毒 SC、
10%阿 维·甲 虫 肼 SC、16 000 IU/mg苏云金杆菌

WP在试验剂量下对3代大螟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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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水稻大螟防治上推广应用。3种药剂防治适

期均在大螟卵孵高峰期，同时注意喷雾施药的均

匀性。
34%乙多·甲氧虫SC、33%阿维·抑食肼WP、100

亿孢子/mL短稳杆菌SC、20%阿维·二嗪磷EC 4种药

剂在试验剂量下对水稻大螟虽具有一定的防治效

果，但仍需加大用药剂量进行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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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药残留问题有待继续研究。大麦生产中可

采用60～70 mL 25%噻虫·咯·霜灵FS拌10 kg种子

防治蚜虫，此外，还能减轻白粉病发生程度，提高

大麦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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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戊灵、丙苯磺隆、苯甲酸等获欧盟续展登记
欧盟批准除草剂二甲戊灵（pendimethalin）、丙苯磺隆（propoxycarbazone-sodium），以及杀菌剂苯甲酸（benzoic acid）

续展登记。该续展登记同时附加了新的登记条件，并于2017年9月1日起施行。2017年5月欧盟委员会已通过该项决议。
二甲戊灵由于某些危险特性，被指定为候选替代品种，续展登记有效期为7年。欧盟成员国在批准二甲戊灵产品登

记之前，必须调查是否存在更安全的替代产品。此次登记的附加条件要求欧盟成员国特别注意：产品的原药技术资料；

对操作者、鸟类、哺乳动物和水生生物的保护。
二甲戊灵附加登记条件还要求申请人在2018年12月31日前提交其在有关生物体内累积的潜力，特别是在蓝腮太阳

鱼体内生物富集系数的确认信息。另外，还要求在欧盟发布评估指导意见2年内提交水处理过程对二甲戊灵残留的影响。
另外2个有效成分的续展登记有效期均为15年。丙苯磺隆保留现有的登记条件，要求成员国要切实保护水生植物、

非靶标陆生植物和地下水。新增附加登记条件要求欧盟发布评估指导意见后提交水处理过程对丙苯磺隆残留的影响。
苯甲酸续展登记附加条件规定，成员国应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护操作者的安全。

（陈晨译自《AGROW》）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