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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种杀虫剂对稻纵卷叶螟的田间防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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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田间小区试验，考察7种杀虫剂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40%氰虫·甲虫
肼SC 600 mL/hm2处理对稻纵卷叶螟表现出良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药后14 d的杀虫效果和保叶效
果分别达到86.67%和86.25%， 生产上有较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25%乙基多杀菌素WG 150 g/hm2和
15%多杀·茚虫威SC 300 mL/hm2处理防效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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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comparison of seven insecticide against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SUI Dan, GUAN Lingjun, HONG Sudi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tion of Danyang, Jiangsu Danyang 212300, China)

Abstract: Field trials were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control effects of seven insecticides against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the dosage of 600 mL/hm2, metaflumizone+methoxyfenozide 40% SC had good quick

efficacy and persistent control effect on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with the control effect and the leaf protection effect of

86.67% and 86.25% on the 14th day after treatment. It wa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in rice production. Spinetoram

25%WG 150 g/hm2 and spinosad+indoxacarb 15% SC 300 mL/hm2 also had good contro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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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纵卷叶螟（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ee）
是危害水稻的主要迁飞性害虫之一，也是我国一类
农作物病虫害之一，在江苏省年发生2～3个世代，
第四（2）代和五（3）代为主害代[1]。若水稻生长后期
功能叶被害严重，将大幅增加空瘪粒数量，降低粒
重，最终影响水稻的品质和产量。
目前，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治仍以化学防治为

主。防治稻纵卷叶螟的登记农药产品有1 203个，其
中，单剂744个，复配剂459个；涉及的主要有效成分
包括毒死蜱、茚虫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
虫苯甲酰胺等。农药的大量、长期不合理使用导致
稻纵卷叶螟抗药性产生和增强。据报道，稻纵卷叶
螟已对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沙蚕毒素类杀虫
剂产生中等至高水平抗性，对氯虫苯甲酰胺、阿维
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茚虫威、乙基多杀
菌素等常用药剂产生低至中等水平抗性，部分地区

种群对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茚虫
威产生高水平抗性[2]。为寻找更多安全、高效、低毒、
低残留的产品，同时也为下阶段防治稻纵卷叶螟
做好相应的技术储备，选用25%乙基多杀菌素WG、
40%氰虫·甲虫肼SC、20%氯虫·茚虫威SC、20%多杀
霉素SC、5%多杀·茚虫威SC、200 g/L四唑虫酰胺SC
等7种杀虫剂进行了田间药效试验，筛选出对靶标
害虫防效良好的药剂。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作物
水稻，品种为武香粳9127，移栽时间为2023年6

月17日，田间长势良好。
1.2 试验设计
参照《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3]，试验共设9个

处理（表1），每个处理设3次重复，共27个小区，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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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处理
杀虫效果/%

药后7 d 药后14 d

1 25%乙基多杀菌素WG 120 g/hm2 70.00 abA 76.67 abA

2 25%乙基多杀菌素WG 150 g/hm2 77.78 abA 80.00 aA

3 40%氰虫·甲虫肼SC 600 mL/hm2 83.33 abA 86.67 aA

4 20%氯虫·茚虫威SC 300 mL/hm2 88.89 aA 53.33 abcA

5 20%多杀霉素SC 300 mL/hm2 71.11 abA 20.00 bcA

6 15%多杀·茚虫威SC 300 mL/hm2 77.78 abA 80.00 abA

7 200 g/L四唑虫酰胺SC 150 mL/hm2 38.89 bA 0 cA

8 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 450 mL/hm2 77.78 abA 66.67 abA

面积66.7 m2，随机区组排列。各药剂处理用药量为 制剂用量，根据登记或厂家推荐确定。

序号 供试药剂 制剂用量 生产厂家

1 25%乙基多杀菌素WG 120 g/hm2 科迪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25%乙基多杀菌素WG 150 g/hm2 科迪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 40%氰虫·甲虫肼SC（氰氟虫腙20%＋甲氧虫酰肼20%） 600 mL/hm2 江苏东宝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4 20%氯虫·茚虫威SC（氯虫苯甲酰胺10%＋茚虫威10%） 300 mL/hm2 江苏华农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5 20%多杀霉素SC 300 mL/hm2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15%多杀·茚虫威SC（多杀霉素2.5%＋茚虫威12.5%） 300 mL/hm2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200 g/L四唑虫酰胺SC 150 mL/hm2 拜耳股份公司

8 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 450 mL/hm2 科迪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 空白对照（CK）

表 1 供试药剂及试验处理

1.3 试验概况
试验地点设在丹阳市延陵镇宝林村，各处理用

药时间为2023年8月15日，五（3）代稻纵卷叶螟低龄
幼虫盛发期。使用背负式电动静电喷雾器均匀喷雾，
用水量450 kg/hm2，其他管理与大田一致。用药时天气
晴好，无风。同时使用25%吡呀酮SC 300 mL/hm2＋
240 g/L噻呋酰胺SC 300 mL/hm2防治稻飞虱和水稻
纹枯病。试验期间未再使用药剂防治其他病虫害。
1.4 调查方法
药后不定期观察试验药剂对水稻的安全性。
用药前调查稻纵卷叶螟基数，药后7 d、14 d分别

调查卷叶数和残留虫量。调查方法：每小区对角线
调查5个点，每点10穴，共调查50穴。参照文献[4]进
行药效计算。

虫口减退率/%=药前虫量-药后虫量药前虫量 ×100

杀虫效果/%=施药区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卷叶率/%=卷叶数总叶数×100

保叶效果/%=对照区卷叶率-施药区卷叶率对照区卷叶率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作物的安全性
药后通过不定期观察，各处理均未发现明显的

药害现象。各药剂在推荐剂量和使用次数下对水稻
生长安全。
2.2 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
2.2.1 田间杀虫效果
从表2可以看出：药后7 d，杀虫效果最好的是

20%氯虫·茚虫威SC 300 mL/hm2处理，防效接近
90%；200 g/L四唑虫酰胺SC 150 mL/hm2处理防效不

理想，两者间差异显著；其他6个处理的杀虫效果优
于200 g/L四唑虫酰胺SC 150 mL/hm2，但处理间差异
均不显著。药后14 d，40%氰虫·甲虫肼SC 600 mL/hm2

处理的杀虫效果最好，超过了85%；其次是25%乙基
多杀菌素WG 150 g/hm2处理和15%多杀·茚虫威SC
300 mL/hm2处理，杀虫效果均达到了80%；25%乙基
多杀菌素WG 150 g/hm2处理、40%氰虫·甲虫肼SC
600 mL/hm2处理、15%多杀·茚虫威SC 300 mL/hm2

处理与20%多杀霉素SC 300 mL/hm2处理、200 g/L四
唑虫酰胺SC 150 mL/hm2之间差异显著；20%氯虫·
茚虫威SC 300mL/hm2、20%多杀霉素SC 300mL/hm2、
200 g/L四唑虫酰胺SC 150 mL/hm2防效较差，均未
超过55%。

40%氰虫·甲虫肼SC 600 mL/hm2处理的杀虫效
果在药后7 d和14 d均能保持在80%以上，在所有处
理中防效最稳定，说明40%氰虫·甲虫肼SC速效性、
持效性良好；在本次试验中，200 g/L四唑虫酰胺SC
150 mL/hm2速效性和持效性表现较差。

表 2 试验药剂对稻纵卷叶螟的杀虫效果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1、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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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田间保叶效果
7种药剂田间保叶效果见图1。药后7 d，40%氰

虫·甲虫肼SC 600 mL/hm2处理和15%多杀·茚虫威
SC 300 mL/hm2处理的保叶效果最佳，均在55%以上，
与20%多杀霉素SC 300 mL/hm2处理、200 g/L四唑虫
酰胺SC 150 mL/hm2处理和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
450 mL/hm2处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药后14 d，40%
氰虫·甲虫肼SC 600 mL/hm2处理的保叶效果仍为最
好，达到86.25%，与20%多杀霉素SC 300 mL/hm2处
理、200 g/L四唑虫酰胺SC 150 mL/hm2处理和60 g/L
乙基多杀菌素SC 450 mL/hm2处理之间差异极显著；
25%乙基多杀菌素WG 150 g/hm2处理、20%氯虫·茚
虫威SC 300 mL/hm2处理、15%多杀·茚虫威SC 300
mL/hm2处理的保叶效果在70%～80%；20%多杀霉
素SC 300 mL/hm2处理、200 g/L四唑虫酰胺SC 150
mL/hm2处理、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 450 mL/hm2处
理保叶效果不理想，均低于50%。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各药剂在推荐剂量下使用对水
稻生长安全。药后14 d，40%氰虫·甲虫肼SC杀虫效
果、保叶效果均保持在86%以上，在供试药剂中表现
最好。与其他处理相比，其速效性和持效性都具有
一定的优势，在生产上有较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此外，25%乙基多杀菌素WG和15%多杀·茚虫威SC
也有较为理想的杀虫效果，且持效期能达15 d。
25%乙基多杀菌素WG对稻纵卷叶螟的杀虫效果和
保叶效果随着用量的增加而提高，150 g/hm2的高剂
量处理药后14 d的杀虫效果和保叶效果分别达到
80.00%和73.75%。多杀霉素单剂的杀虫效果和保叶

效果均不如多杀霉素与茚虫威的复配剂。
本研究中，200 g/L四唑虫酰胺SC杀虫效果、保

叶效果均不够理想。双酰胺类药剂一直作为防治
稻纵卷叶螟的主力药剂之一在丹阳市广泛使用，这
类杀虫剂作用于昆虫的鱼尼丁受体，迫使细胞钙离
子通道持续开放，导致钙离子流失进入肌肉组织，
使昆虫的肌肉纤维持久处于收缩状态，从而造成害
虫死亡[5-6]。尽管双酰胺类杀虫剂兼具高效、对非靶
标生物安全等优势，但多年连续、大面积使用，靶标
害虫已出现一定的抗药性或耐药性[7-9]。基层植保技
术推广人员有必要筛选储备部分作用机理不同的
高效药剂，并进行替代。
氰氟虫腙为日本农药公司和德国巴斯夫公司

联合开发的一类缩氨基脲类杀虫剂，作用于昆虫神
经系统的电压依赖性钠离子通道，对鳞翅目幼虫、
鞘翅目幼虫和成虫均有明显的防治效果[10]。甲氧虫
酰肼为双酰肼类昆虫生长调节剂，乙基多杀菌素和
多杀霉素为微生物源农药，在防效稳定的前提下应
用于大面积生产能有效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且
田间残留少，对环境友好，对保护天敌和生态环境
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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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药剂的保叶效果

注：同一组中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1、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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