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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种药剂拌沙撒芯对干旱地区玉米
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

谢显彪，沈云峰 *，杨祚斌，孟继枝，赵国安，杨园耘，许金波，鲁凤书，肖文祥

（云南省保山市植保植检站，云南保山 678000）

摘要：为简便、高效、低成本地防控干旱山区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本研究选用0.5%噻虫胺颗粒剂、1%
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50%噻虫嗪水分散粒剂、25%乙基多杀
菌素水分散粒剂、20%多杀霉素悬浮剂6种对草地贪夜蛾毒力效果较好的药剂拌沙撒芯防治玉米草
地贪夜蛾。 结果表明，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180 g/hm2（拌沙45 kg/hm2）、20%多杀霉素悬浮
剂225 mL/hm2 （拌沙45 kg/hm2） 速效性和持效性较好， 药后1～7 d防效分别在95.87%～97.29%、
91.24%～94.46%之间；药后21 d，防效分别可达77.86%和73.93%，显著高于其余4个处理，且对玉米
生长安全，可针对干旱地区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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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Efficacy of Six Insecticides Mixed with Sand against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Ari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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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Wen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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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asily, efficiently prevent and control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arid mountain area at low-cost, the

sand-cored cor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with 6 kinds of insecticides, including 0.5% clothianidin granules, 1%

chlorantraniliprole granules, 3% emamectin benzoate micro-emulsion, 50% thiamethoxam water dispersible granules, 25%

spinetoram water dispersible granules and 20% spinosad suspen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5% spinetoram water

dispersible granule 180 g/hm2(sand 45 kg/hm2) and 20% spinosad suspension 225 mL/hm2 (sand 45 kg/hm2) had good,

quick and sustained effects.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95.87%-97.29% and 91.24%-94.46% after 1-7 d. And after 21 d, the

control effect reached 77.86% and 73.93%,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4 treatments. The

two insecticides were safe for corn growth, which could be popularized in large areas in ari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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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又名秋黏
虫，属鳞翅目、夜蛾科、灰翅夜蛾属，原产于美洲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并在美洲大陆广泛分布，是联合国
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跨国界迁飞性重大害虫。草地
贪夜蛾于2018年12月入侵中国，2019年已经扩散至
26个省（市、区）[1]。云南省保山市地处滇西边境，与

缅甸接壤，是草地贪夜蛾境外迁入的通道，于2019
年1月发现草地贪夜蛾，同时保山境内怒江流域、枯
柯河流域、龙江流域等低热河谷地区和次热区是草
地贪夜蛾越冬周年繁殖区域，有本地虫源和境外迁
入虫源相交织，2019和2020年发生面积均超过4万
hm2，2021年发生面积达6万hm2，成为影响保山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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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最主要的害虫之一。玉米是保山市第一大粮
食作物，2019年玉米播种面积达10.01万hm2，占全市
粮食播种面积的38.6%，总产66.18万t，占粮食总产
量的45.6%[2]，保山市又处于云南边境山区，属于横
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形地貌复杂，山地多平地少，
全市80%以上玉米种植区分布在山区、半山区，特别
是干旱山区，因缺水不便于甚至无法进行喷雾防治，
致使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困难加大，成本较高，严重
影响到当地的粮食生产安全，对山区农户生产、生
活造成一定影响。为做到简便、高效、低成本地防控干
旱山区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与危害，保障粮食生产安

全，切实做到“虫口夺粮”，本研究选用0.5%噻虫胺
颗粒剂、1%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3%甲氨基阿维菌
素苯甲酸盐微乳剂、50%噻虫嗪水分散粒剂等6种对
草地贪夜蛾毒力效果较好的药剂[3-12]开展了拌沙撒
芯玉米试验，明确6种不同有效成分的药种拌沙对
玉米的安全性以及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及持效期。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信息见表1。供试玉米品种为当地主

栽品种‘保玉19号’。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区域选择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蒲缥镇

双河村，该地区为草地贪夜蛾发生较重的周年发
生次热区，海拔为1 310 m，试验地面积为2 000 m2，
周边大面积种植玉米。播前施肥：有机肥14 992.50
kg/hm2，氮磷钾复合肥（15∶15∶15）749.63 kg/hm2。
试验于2021年5月11日播种，期间未施用任何药剂，
当玉米生育期为苗期至小喇叭口期，虫株率达
到90%以上时开始试验，于6月16日开始药剂撒芯
试验。
1.3 试验设计与处理
试验设6个施药处理，另设空白对照（表1）。3次

重复，每个小区67 m2，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周围设保
护行。试验地日常管理均按照当地常规操作执行。商

品颗粒剂直接使用，非商品颗粒剂（如悬浮剂、水分
散粒剂等）用适量水稀释溶解均匀，按每公顷拌细
沙45 kg。细沙为当地隆阳区潞江坝江沙，不掺泥土
等杂质，药剂兑水量控制在刚好能使细沙半潮（潮而
松散）。将药液和细沙充分混匀晾干，按小区面积折算
用量，均匀撒施进玉米喇叭口内。
1.4 试验调查与计算
施药前进行定点定株，每个小区按棋盘式排列

定5个点，每个点定20株，合计100株，分别调查每株
各龄虫口基数。于药后1、3、7、14和21 d定点定株调
查草地贪夜蛾各龄活虫数量，记录玉米药害情况。
数据处理采用Excel和SPSS进行分析和显著性测
验，多重比较采用Duncan氏新复极差法。按式（1）和
（2）分别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效。

药剂名称 制剂用量 拌细沙量/(kg·hm-2) 生产厂家

0.5%噻虫胺颗粒剂 15 000 g/hm2 江门市新会区农得丰有限公司

1%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 4 500 g/hm2 河北博嘉农业有限公司

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 450 mL/hm2 45 山东一览科技有限公司

50%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450 g/hm2 45 燕化永乐（乐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 180 g/hm2 45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20%多杀霉素悬浮剂 225 mL/hm2 45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空白对照 45

表 1 试验用拌种药剂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药剂的安全性
试验期间发现，在本试验使用的剂量下，经0.5%

噻虫胺颗粒剂、1%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3%甲氨基

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浮剂、50%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和20%多杀霉素悬浮
剂撒芯处理的玉米在生长期间未出现药害现象。
2.2 不同撒芯处理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
不同撒芯处理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见表2，施药

虫口减退率/%=施药前虫数-施药后虫数施药前虫数 ×100 （1）

防效/%=处理区虫口减退率-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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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药前
虫口
基数/头

药后1 d 药后3 d 苗后7 d 药后14 d 药后21 d

虫口减
退率/%

防效/
%

虫口减
退率/%

防效/
%

虫口减
退率/%

防效/
%

虫口减
退率/%

防效/
%

虫口减
退率/%

防效/
%

0.5%噻虫胺颗粒剂 182.67 59.49 57.04 c 60.77 67.54 c 54.20 65.58 c 49.27 59.48 c 33.03 41.65 c

1%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 149.33 80.80 79.64 b 82.37 85.41 b 77.90 83.39 b 52.90 62.38 c 41.07 48.65 bc

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 140.00 98.09 97.98 a 98.34 98.62 a 94.52 95.88 a 73.81 79.08 b 48.34 54.98 b

50%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128.67 91.19 90.66 a 92.48 93.78 a 86.53 89.88 b 67.36 73.93 b 49.74 56.20 b

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 162.67 96.11 95.87 a 96.72 97.29 a 95.08 96.30 a 85.04 88.05 a 74.59 77.86 a

20%多杀霉素悬浮剂 149.33 91.74 91.24 a 93.30 94.46 a 91.52 93.62 a 82.14 85.73 a 70.09 73.93 a

空白对照 169.33 5.71 -20.87 -33.07 -25.20 -14.76

表 2 不同撒芯处理对玉米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差异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药后1～3 d各处理防效逐渐
增加，在药后3 d时，6个处理防效均达最高，药后3～
7 d防效维持稳定，药后7～21 d防效逐渐减弱，药效
持续期约为21 d。通过药剂拌（45 kg/hm2）沙撒芯
防治草地贪夜蛾，0.5%噻虫胺颗粒剂15 000 g/hm2

速效性和持效性都较差；1%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4
500 g/hm2速效性适中，持效性较差；3%甲氨基阿维

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450 mL/hm2速效性最佳, 药后
1、3和7 d，防效分别为97.98%、98.62%和95.88%，持
效性适中；50%噻虫嗪水分散粒剂450 g/hm2速效性
较好，药后1、3 d，防效分别为90.66%和93.78%，持
效性适中；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180 g/hm2、
20%多杀霉素悬浮剂225 mL/hm2速效性和持效性
都较好，药后1～7 d防效分别在95.87%～97.29%、
91.24%～94.46%之间；药后21 d，防效分别可达
77.86%和73.93%，显著高于其余4个处理。

前，6个施药处理的虫口基数在128.67～182.67头之
间，空白对照为169.33头。药后1 d，6个施药处理的
虫口减退率为59.49%～98.09%，空白对照为5.71%。
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50%噻虫嗪水
分散粒剂、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20%多杀
霉素悬浮剂4个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效较好，分
别为91.19%～98.09%和90.66%～97.98%，其处理间
防效差异不显著，显著高于0.5%噻虫胺颗粒剂、1%
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2个处理。其中，1%氯虫苯甲酰
胺颗粒剂防效较差，为79.64%；0.5%噻虫胺颗粒剂
效果最差，为57.04%。

药后3 d，6个施药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在60.77%
～98.34%之间，空白对照为-20.87%。防效和虫口减
退率均以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50%
噻虫嗪水分散粒剂、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
20%多杀霉素悬浮剂4个处理较好，分别为93.78%～
98.62%和92.48%～98.34%，处理间防效差异不显
著，均显著高于1%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0.5%噻虫
胺颗粒剂2个处理。

药后7 d，6个施药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在54.20%
～95.08%之间，空白对照为-33.07%。虫口减退率和
防效以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25%乙
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20%多杀霉素悬乳剂3个处

理较好，分别为91.52%～95.08%和93.62%～96.30%，
处理间防效差异不显著，均显著高于0.5%噻虫胺颗
粒剂、1%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50%噻虫嗪水分散
粒剂3个处理。

药后14 d，6个施药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在49.27%
～85.04%之间，空白对照为-25.20%。虫口减退率和
防效以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20%多杀霉
素悬浮剂2个处理较好，分别为82.14%～85.04%和
85.73%～88.05%，处理间防效差异不显著，均显著
高于其余4个处理。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
乳剂、50%噻虫嗪水分散粒剂防效较前2者差，分别
为79.08%和73.93%。0.5%噻虫胺颗粒剂、1%氯虫苯
甲酰胺颗粒剂2个处理防效较差，分别为59.48%和
62.38%。

药后21 d，6个施药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在33.03%～
74.59%之间，空白对照为-14.76%。虫口减退率和防
效结果与药后14 d相似，以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
粒剂、20%多杀霉素悬浮剂2个处理较好，分别为
70.09%～74.59%和73.93%～77.86%，处理间防效差
异不显著，显著高于其余4个处理。50%噻虫嗪水分
散粒剂、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1%氯
虫苯甲酰胺颗粒剂、0.5%噻虫胺颗粒剂4个处理效
果较差，分别为56.20%、54.98%、48.65%和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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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多杀菌素和多杀霉素具有杀虫谱广、活性
高、有选择性、易降解、对非靶标生物毒性低、对动
物和环境较友好等优点，可有效防控多种鳞翅目害
虫[13]，对草地贪夜蛾田间防控效果显著，在实际生产
中优先推荐选用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180
g/hm2、20%多杀霉素悬浮剂225mL/hm2（各45 kg/hm2）
进行撒芯防治草地贪夜蛾，尤其是在干旱缺水山区
可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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