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蚜虫是农业生产的重大害虫，不仅通过取食韧
皮部直接为害植物，还会传播多种植物病毒病，严
重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1]。蚜虫是大麦的主要

害虫之一，成、若虫吸食大麦的叶片、茎秆和幼穗的
汁液[2-3]。蚜虫虫害发生时，其产生的蜜露分散在叶
片上，严重影响了作物的光合作用，一定程度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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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对大麦
蚜虫的防治效果及增产作用

赵加涛，刘猛道 *，付正波

（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云南保山 678000）

摘要：为了探索防治大麦蚜虫的科学有效措施，选用保山市大面积推广的二棱品种“保啤麦28号”，
每10 kg种子分别用20、30、40 g 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防治蚜虫。 结果表明：不同用
量的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能有效抑制蚜虫对大麦的危害。大麦拔节期前，防效均达
100%；大麦孕穗期至抽穗扬花期，防效为72.30%～95.70%；大麦灌浆期，防效为33.60%～80.04%；大
麦乳熟期，防效为14.20%～49.44%，防效随着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且持效期更长；每10 kg种子用药
30、40 g防效最佳，与每10 kg种子用30 mL的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拌种防效相近。药剂拌种对大麦
还具有增产作用，增产率为8.6%～16.9%。 建议在大麦生产中，根据当地蚜虫发生规律选择不同用
量、不同剂型的杀虫剂拌种防治大麦蚜虫，综合考虑防效、成本和用量，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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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effect and yield increasing effect of thiamethoxam 70% WS on barley aphids
ZHAO Jiatao, LIU Mengdao*, FU Zhengbo

(Baoshan Institu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Yunnan Baoshan 678000, China)

Abstract: The seeds were treated with thiamethoxam 70% WS 20, 30, 40 g per 10 kg seeds to control aphi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ed dressing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hiamethoxam 70% WS could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harm

of aphids to barley. Before the jointing stage of barley,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all 100%. From booting stage to heading

and flowering stage,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72.30%-95.70%. At the filling stage of barley,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33.60%

-80.04%. At the milk ripening stage of barley,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14.20%-49.44%, and the control effec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centration and lasted for a long time. The control effects of 30 and 40 g per 10 kg seeds were

similar to that of thiamethoxam 30% FS 30 mL per 10 kg seeds. Seed dressing could also increase the yield of barley by

8.6%-16.9% .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aving cost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in barley productio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insecticides should be selected to control barley aphids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regularity of local aphids, and the control effect, cost and do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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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 02-15 02-22 03-01

蚜量/(头/百株) 防效/% 蚜量/(头/百株) 防效/% 蚜量/(头/百株) 防效/% 蚜量/(头/百株) 防效/%

0 100 Aa 0 100 Aa 125 83.40 Bb 423 72.30 Bb

0 100 Aa 0 100 Aa 35 95.40 Aa 212 86.14 Aa

0 100 Aa 0 100 Aa 32 95.70 Aa 198 87.04 Aa

0 100 Aa 0 100 Aa 25 96.70 Aa 190 87.54 Aa

处理

1

2

3

4

455 0 Bb 568 0 Bb 755 0 Cc 1525 0Cc5

处理
03-08 03-15 03-22 03-29

蚜量/(头/百株) 防效/% 蚜量/(头/百株) 防效/% 蚜量/(头/百株) 防效/% 蚜量/(头/百株) 防效/%

1 838 61.90 Bb 1 750 47.20 Bb 3 012 33.60 Bb 5 013 14.20 Bb

2 455 79.34 Aa 832 74.94 Aa 1 492 67.10 Aa 3 012 48.54 Aa

3 440 80.04 Aa 818 75.34 Aa 1 380 69.60 Aa 2 955 49.44 Aa

4 435 80.24 Aa 810 75.64 Aa 1 365 69.90 Aa 2 922 50.04 Aa

5 2 198 0 Cc 3 318 0 Cc 4 533 0 Cc 5 845 0 Cc

表 1 药剂拌种处理对蚜虫的防效及差异比较

注：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一调查日期不同处理防效在0.01和0.05水平上差异显著。

致作物减产[4]。蚜虫分布广、种类多、世代重叠、数量
大、繁殖快、危害严重，而且还能传播多种植物病
毒病[5-6]。温度13～25℃，相对湿度40%～80%时有利
于麦蚜大发生[7]。在保山市大麦生长期，其温、湿度
均有利于蚜虫发生，对大麦危害极为严重，严重影
响大麦产量，减产10%～30%[8-9]。由于当前抗蚜虫的
大麦品种资源匮乏，因此只能选用高效化学药剂防
治蚜虫。目前，主要采用吡虫啉[10]、噻虫嗪[11]等药剂
喷雾防治蚜虫，具有一定的防效。但在防治蚜虫过
程中，由于施药量、喷施技术、喷施条件不同，不仅
会造成农药浪费，无法达到防治效果，还容易引起
环境污染[12-13]。药剂拌种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重
要技术之一[14]，能有效减少农药的施用量和施用次
数，降低环境污染，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
当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实现减药增效、绿色
控害的重要举措[15-16]。因此，选择高效、低毒、低残
留、持效期长的杀虫剂和简单易行的方法十分重
要。通过选用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
研究防治蚜虫的效果及对大麦的增产作用，以期为
保山市大麦蚜虫防控提供科学有效的措施。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药剂为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生

产的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和30%噻虫嗪
悬浮种衣剂；大麦品种为保山市大面积推广的二棱

品种“保啤麦28号”。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5个处理。每10 kg种子70%噻虫嗪种子

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的用量为20 g（处理1）、30 g（处
理2）、40 g（处理3）；每10 kg种子30%噻虫嗪悬浮种
衣剂拌种的用量为30 mL（处理4）；以用清水拌种为
对照（处理5）。每处理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区
面积10 m2，四周设保护行。
1.3 施药方法

播种前1天，按照不同的药种比，称量药剂和种
子量，药剂加清水100 mL稀释后拌种（1 kg种子），使
每粒种子都均匀黏附药液，堆捂12 h后晾干即可播
种。2020年11月20日播种，全生育期灌水3次，化学
除草1次，2021年4月25日收获。
1.4 调查方法和时间

药效调查自第2年2月上旬开始，视大麦蚜虫发
生情况而定，每小区对角线5点取样，每点调查30
株，定点定株调查活蚜数量，每7 d调查1次，共调查8
次，计算防治效果。收获前调查各处理有效穗、病害

发生情况，收获时取样调查穗实粒数、千粒重。

防治效果/%=对照区蚜虫数量-处理区蚜虫数量对照区蚜虫数量 ×100 （1）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蚜虫的防效
不同处理对蚜虫的防治效果见表1。

不同浓度、不同剂型的噻虫嗪拌种处理后，大
麦百株蚜虫量均比对照少，说明对大麦蚜虫均具有

一定防效，防效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相同时期、不
同处理防效有差异，按防效从高到低排列为处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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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3、处理2、处理1；2月中旬以前，4个药剂处理之
间防效无差异；2月下旬至3月底，处理4、处理3、处
理2之间防效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处理1。用70%
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防效随着浓度
增加而增加；每10 kg种子用30～40 g的70%噻虫嗪
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与用30 mL的30%噻虫嗪
悬浮种衣剂拌种防效相近。

大麦分蘖盛期至拔节期（2月8日至15日），2种
剂型处理防效均为100%。

大麦孕穗期至抽穗扬花期（2月22日至3月1
日），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对蚜虫的
防效为72.30%～95.70%，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拌
种的防效为87.54%～96.70%。

大麦灌浆期（3月8日至22日），70%噻虫嗪种子
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对蚜虫的防效为33.60%～
80.04%，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拌种的防效为
69.90%～80.24%。

大麦乳熟期（3月29日），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
分散粉剂拌种对蚜虫的防效为14.20%～49.44%，
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拌种的防效为50.04%。

从大麦整个生育期看，前85 d，噻虫嗪拌种对大
麦蚜虫防效均为100%；进入3月，防效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降低，3月末防效降至50%以下。说明用70%噻
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可控制大麦蚜虫危
害至3月中下旬，防效持续时间达4个月，特别是每
10 kg种子用药30、40 g处理的防效更佳，与每10 kg种
子用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30mL拌种防效接近。
2.2 不同处理对大麦产量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区组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处理间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各处理对大麦产量
的影响见表2。

处理4、处理3、处理2、处理1之间产量差异不显
著，但极显著高于对照处理5。处理4单产最高，为
7 983.3 kg/hm2，比对照增产1 183.3 kg/hm2，增产率
为17.4%；处理3单产居第2位，为7 950.0 kg/hm2，比

对照增产1 150.0 kg/hm2，增产率为16.9%；处理2单
产居第3位，为7 866.7 kg/hm2，比对照增产1 066.7
kg/hm2，增产率为15.7%；处理1单产居第4位，为
7 383.0 kg/hm2，比对照增产583.3 kg/hm2，增产率为
8.6%。由此说明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有
效防治蚜虫后对大麦具有增产作用，产量随拌种浓
度的增加而增加。每10 kg种子用30、40 g的处理与每
10 kg种子用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30 mL的处理产
量相近。
2.3 不同处理对大麦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1）有效穗。对照处理5有效穗最低，为659.5万

穗/hm2；处理4有效穗最高，为679.3万穗/hm2，比对照
多19.8万穗/hm2；处理3、处理2、处理1有效穗分别为
678万、673.5万、661.5万穗/hm2，分别比对照多18.5
万、14万、2万穗/hm2。说明用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
分散粉剂拌种防治蚜虫后对大麦有效穗具有促进
作用，每10 kg种子用药30、40 g处理有效穗增加显
著，与每10 kg种子用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30 mL
的处理增加量相近。
（2）穗实粒数。对照处理5穗实粒数最低，仅为

22.5粒；处理4穗实粒数最多，为24粒，比对照多1.5
粒；处理3、处理2、处理1穗实粒数分别为23.8、23.5、
23粒，分别比对照多1.3、1.0、0.5粒。说明用70%噻虫
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防治蚜虫后对大麦穗
实粒数具有促进作用，每10 kg种子用药40 g处理穗
实粒数增加显著，与每10 kg种子用30%噻虫嗪悬浮
种衣剂30 mL的处理增加量相近。
（3）千粒重。对照处理5与处理4千粒重相同且

最高，为50 g，比对照多3 g；处理2、处理1千粒重分别
为49.5、48.5g，分别比对照多2.5、1.5 g。说明用70%
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拌种防治蚜虫后对大
麦千粒重具有促进作用，每10 kg种子用药30、40 g处
理千粒重增加显著，与每10 kg种子用30%噻虫嗪悬
浮种衣剂30 mL的处理增加量相近甚至相同。

3 结论

药剂拌种技术近年来在我国各地得到大力推
广，具有用药量少、防治成本低、对病虫害防效高、
对环境友好及能达到一药多治的优点，同时减少了
田间操作工序，省工、节本、增效。在大麦生产中，拌
种防治大麦蚜虫越来越重要，而药剂拌种对防治蚜
虫具有防效好、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整个生育期不
用喷施任何杀虫剂[17-18]。噻虫嗪是第二代新烟碱类
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及内吸活性，用于茎叶处

处理
增产率/

%
产量
位次

处理1 8.6 4

处理2 15.7 3

处理3 16.9 2

处理4 17.4 1

处理5 5

小区平均产量/
（kg/m2）

7.38

7.87

7.95

7.98

6.80

平均单产/
（kg/hm2）

7 383.3 ABb

7 866.7 Aa

7 950.0 Aa

7 983.3 Aa

6 800.0 Bc

表 2 不同处理产量结果及差异比较

注：区组间P=0.232 3，处理间P=0.000 8，P为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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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种子处理，也可用于土壤处理，具有活性高、安
全性好、杀虫谱广、持效期长等特点，对刺吸式害虫
有良好的防效[19-20]。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拌种防治小麦蚜虫，对苗蚜、穗蚜防效较好，药效持
久，且对小麦生长安全[21]。试验结果表明，每10 kg种
子用20、30、40 g的70%噻虫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拌种对大麦发芽无影响，对大麦蚜虫防治效果较好，
且持效期长，达4个月，同时对大麦具有增产作用，
增产率8.6%～16.9%。对有效穗、穗实粒数和千粒重
等大麦产量构成三因素具有促进作用，有效穗增加
2万～18.5万穗/hm2，穗粒数增加0.5～1.3粒，千粒重
增加1.5～3 g。生产中，每10 kg种子宜采用70%噻虫
嗪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30～40 g拌种防治大麦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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