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岭地区的主要杂草依次为鸭跖草!稗草!藜"
抚顺地区主要杂草依次为牛筋草!苦荬菜和铁苋

菜"海城地区主要杂草依次为稗草!反枝苋!苘麻

和鸭跖 草"沈 阳 地 区 主 要 杂 草 依 次 为 藜!蓼 和 稗

草#总之"各地区主要杂草集中在)"’种"禾本科

以稗草为主"阔叶杂草以藜!铁苋菜等为主"其他

有鸭跖草"未见发生!级以上杂草危害地块#而在

大豆生长中!后期较前期疏于农田管理"杂草种类

较多"部分杂草相对高度和盖度增加"危害等级上

升$表!%#

表=!大豆生长后期主要杂草发生=级以上危害频度
杂草名称 危害频度&b 杂草名称 危害频度&b
铁苋菜 $%4#) 苘麻 %4’&
马唐 $"48’ 稗草 ’4#8
鸭跖草 84)[ 马齿苋 )4$)
藜 &4[$ 反枝苋 !4)’

>!结论与讨论

调查数据显示"大豆田草害已基本得到控制"
对大豆生长不构成严重威胁#局部地区草害仍有

猖獗之势#如锦州!铁岭!抚顺地区鸭跖草危害较

严重"辽阳!沈阳地区藜危害较严重#阔叶杂草种

类多"一旦发展为恶性杂草将很难防治"应给予足

够重视#
辽宁省杂草调查相关文献仅见于辽中’#("本次

调查辽阳地区的主要杂草与之相符#由于缺乏资料

对比"未能得到辽宁大豆田杂草群落组成及种群种

类!数量上变化的数据#

参考文献

’$(!张玉东4大豆应成为辽宁省农业的优势产业’F(4杂粮作物"

!""%"!%$!%)$$% $$#4
’!(!R̂ SH;<;Y4=556J3IM5PJPJK5,3J56.7J5JL-K215O-7EAI

25I5-/-76A./J5562IAQJ’F(4=556<2.5725"$8[%"))))’ ’)4
’)(!张朝贤"胡祥恩"钱益新"等4江汉平原麦田杂草调查’F(4植物

保护"$88["!’$)%)$’ $#4
’’(!唐洪元"王学鹗4上海市小麦"油菜田杂草种群变化及防除对策

的研究’F(4杂草学报"$88$"%$)%)$ [4
’%(!强 胜4杂草学’=(4第$版4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4
’#(!肇艳坤"张纪缓"张国锋4大豆田杂草种群普查及防治’F(4垦植

与稻作"!""’$("’%)#" #$4

应 用 与 交 流
)**+$,-.$/0ZMV,?-05"

收稿日期!!!""# $")$!!!修订日期!!!""& ") "$

=PPC年鲁西地区夏玉米穗期蚜虫暴发成灾
原因分析及防治措施

孙广勤!!王春云!!杨中旭

$山东省聊城市农业科学院!!%!"""%

摘要!调查并分析了导致!""#年玉米穗期玉米缢管蚜"K2#=.$#6*=2,BB.*0*6#D.K21$%暴发成灾的主要因素!认
为田间有一定的初始种群数量&感蚜寄主品种的大面积种植&适宜玉米缢管蚜种群高速增长的气候条件以及防

治工作的缺失是导致!""#年当地夏玉米田穗期玉米缢管蚜暴发成灾的主导因素’提出了以清除田间&路&沟旁

杂草!隔行去雄&品种抗性改良和促进田间自然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措施与精准化学防治措施相结合的综

合防治对策(

关键词!夏玉米’!玉米缢管蚜’!暴发因素’!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4$)!

!!玉米缢管蚜’K2#=.$#6*=2,BB.*0*6$D.K21%(
在鲁西地区夏玉米田常年均有发生"但尚无大面积

暴发成灾的记录#近年"随着当地种植结构的调

整!耕作制度及气候条件的变化!玉米感蚜品种的

连续大规模连片种植"导致!""#年玉米缢管蚜穗

期大发生"其发生面积和为害程度为当地历史所

少见"聊城市发生危害面积达!’48’万1,!"占夏

玉米总面积的[&4’b"损失惨重#对此笔者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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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分析了玉米缢管蚜在当

地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发生为害特点及成灾主要因

素!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穗期玉米缢管蚜的

综合防治措施"

;!发生概况

玉米缢管蚜在鲁西夏玉米产区常年均有发生!
但由于虫口密度低!发生为害面积小!时空分布不均

匀!为害损失较小!因此农民常年不进行防治已形成

习惯"但是!!""#年玉米缢管蚜的发生情况超出了

人们的预料!据抽样调查统计!全市发生为害面积达

!’48’万1,!!占夏玉米总面积的[&4’b!其中轻发

生地块占!84#b!严重发生#单株玉米蚜量万头以

上$地块占’$4!b!绝产#商品产量等于或低于生产

成本$地块占$#4#b"

=!为害特点及损失

夏玉米穗期蚜虫的为害!主要集中在抽雄穗前

后和雌穗灌浆期以成%若蚜刺吸所在器官!主要是心

叶%雄穗及中%上部叶片的营养物质和水分&严重为

害时!雄穗%穗梗和上部嫩叶上的玉米缢管蚜聚集成

堆!可遍布整个雄穗!形成’黑穗(!使花粉难以发育

成熟&成熟的花粉!散粉%授粉困难!造成雌穗缺粒和

秃顶!甚至籽粒空秕&雌穗穗)叶#雌穗下$叶%雌穗

苞叶%雌穗上$叶的总称$及其他上部叶片上玉米缢

管蚜分泌大量’蜜露(覆盖叶表面!且易感霉污病!形
成黑霉层!严重影响功能叶片的光合作用!减少了光

合产物的形成和积累!最终导致玉米产量和质量下

降"据8月初在冠县甘屯%兰沃%东昌府区侯营镇%
道口铺镇%张炉集%朱老庄#个乡镇调查!重发生田

空籽雌穗占)$b"["b!秃顶率’#b"8"b!缺粒

穗率%"b以上!产量损失平均达#"4%b!其中甘屯

乡一 个 村 的)个 农 户 损 失 最 重!平 均 产 量 损 失

[’4%b!空穗率平均’"4%b"

>!发生特点

><;!虫口密度大!为害期长

据[月上旬对冠县的兰沃%甘屯%梁堂!东阿县

的牛角店%陈集!阳谷县的定水镇%周店!东昌府区

的张炉集%道口铺%堂邑等)个县区$"个乡镇的调

查!单株蚜量调查参照丁伟等的方法)$*!夏玉米田

有’窝腻(地块达&"4%b!虫株率平均[[4’b!穗)

叶蚜量平均![#"头&[月中旬调查!玉米田中’窝

腻(地块占[[4%b!有虫株率$""b!雄穗黑穗率

#&4#b!最高地达[[4"b!单株穗)叶平均蚜量

#%%"头!最高达$"’#"头!平均单株蚜量["!"
头!最高单株蚜量)!)""头&[月下旬田间有虫株

率仍为$""b!穗)叶平均蚜量![’"头!雄穗黑穗

率&"4%b!单株蚜量%"%"头"虽 然 田 间 蚜 量 有

所下降!但 总 体 上!田 间 玉 米 缢 管 蚜 的 种 群 数 量

仍在一个较高的密度水平上!继续在田间为害夏

玉米"由于 当 地 农 民 没 有 专 门 防 治 夏 玉 米 穗 期

缢管蚜的传统习惯!导致8[b以上的农户均没有

进行及时有效的防治!使得玉米缢管蚜在夏玉米

的整个生长期全程为害"

><=!发生为害的不均匀性

!""#年鲁西地区夏玉米穗期玉米缢管蚜发生

为害范围及程度虽然为有历史记录以来之最!但调

查结果显示!就发生范围和发生程度而言!同比条

件下!较大跨度区域间%田块间%田 内 株 间 存 在 着

不同程度的差异!如冠县的重发生面积比莘县多

#’b!单株虫口密度平均比莘 县 高!’"b"据 气

象资料 分 析!同 期 降 雨 量 莘 县 比 冠 县 多&#b"
$["b#因 乡 镇 间 有 差 异$"研 究 表 明!雨 量 可 有

效压低玉米缢管蚜的田间密度!而干旱少雨则有

利于田间玉米缢管蚜种群的增长"由此表明!较

大跨度区域 间 玉 米 缢 管 蚜 发 生 范 围 及 为 害 程 度

存在的差异!可能与玉米缢管蚜在不同地域发生

为害的 环 境%气 候 的 差 异 有 关"田 块 间%株 间 玉

米缢管蚜发生为害的不均匀性!主要是由于能够

直接影响田 间 小 气 候 的 植 株 密 度 差 异 及 害 虫 在

田内的时空分布特征所致"

><>!玉米品种间的抗虫性差异

调查显示!不同玉米品种间!玉米缢管蚜的发生

为害存在不同程度差异!调查发现 浚 单!"%郑 单

8%[!玉米缢管蚜发生为害偏轻!而聊玉$[%聊玉8)+
$等品种种植田玉米缢管蚜发生为害较重!调查中

未发现高抗品种"

@!玉米缢管蚜暴发成灾的原因分析

@<;!玉米缢管蚜的生物学特性

玉米缢管蚜属于典型的I对策昆虫)!*!在夏玉

米生殖生长阶段!玉米缢管蚜的生育历期短!繁殖速

率高"据研究!此期的平均世代历期#"[6!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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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头左右!日产仔量)4["%4&头!成"若蚜比例

大体为$h8!内禀增长率最高#)$!有翅和无翅蚜混

生!有翅成蚜极有利于在田内和田间扩散为害!由此

可见!玉米缢管蚜独特的生物学特性是极易导致其

突发为害的内因%

@<=!田间一定的初始种群数量

当地夏玉米田穗期玉米缢管蚜大发生所需的虫

量基数&以虫株率表示’主要来源于&月中旬至[月

初&夏玉米心叶末期至孕穗期’田内的蚜量%据&月

下旬抽样调查!冠县"东昌府区"阳谷"东阿夏玉米田

蚜株率平均高于!"b![$b的调查田虫株率高于

)"b%有研究提出!这一阶段的田间 虫 株 率 高 于

!"b即 为 穗 期 玉 米 缢 管 蚜 大 发 生 的 虫 源 基 数

指标#’$%

@<>!大面积种植玉米感蚜品种

目前!鲁西夏玉米产区的主推品种均为感玉

米缢管蚜品种!另外高感玉米缢管蚜的特种用途

&甜"糯"菜"青 饲 等’玉 米 品 种 近 年 面 积 也 有 增

加!为玉米 缢 管 蚜 的 取 食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寄 主&食

物源’条件%

@<@!气候条件

已有研究表明!玉米缢管蚜活动的温度为!)"
![d#%$!最适宜玉米缢管蚜生长"发育"繁殖的温度

为!%d#)$%当地历史资料分析表明!夏玉米蚜害最

重的阶段一般在食物源条件良好的&月底至[月中

旬!!""#年的这一时间段当地气温均在!#"![d
范围内!为玉米缢管蚜种群的高速率增长提供了极

为适宜的温度条件(其次!玉米缢管蚜在田间的种

群密度与降雨量密切相关%研究认为!穗期玉米缢

管蚜在旬内连续)6降雨量低于!%,,时!有利于

田间玉米缢管蚜种群的增长##$%而当地此期除极

个别乡"镇降雨达到%",,以上 外!全 市 大 多 数

乡"镇夏玉米种植区域旬内连续)6降雨均在""
!%,,!较常年同期偏少!!b"$["b!这种少雨

干旱的气候条件有利于玉米缢管蚜的生长"发育和

繁殖%

@<B!防治工作不到位

常年玉米缢管蚜虽有发生!但多为点片或零星

轻度发生!故当地农民对玉米缢管蚜的严重危害性

认识不足!加上田间高温炎热!植株高而密!农事操

作环境恶劣!形成了常年不防治玉米穗期蚜虫的习

惯%据调查!重发生区内有8[b以上的农户未采取

有效防治措施%

B!防治措施

B<;!充分利用农业措施

首先!结合田间管理!人为调控玉米缢管蚜适生

环境!根据市场和种植结构调整的需要!适度压缩夏

玉米种植面积!插花种植一些玉米缢管蚜的非寄主

植物种类%
其次!应及时清除田&间’边"路"沟旁的禾本科

杂草!尽可能压低向夏玉米田转移的虫源基数(再就

是于夏玉米抽雄前或刚抽雄穗这一时期!采用隔行

去雄穗&可带$片顶叶’的措施!去掉的雄穗应带出

田外集中处理!既可增加玉米群体产量!又能有效减

少田间一部分玉米缢管蚜种群数量(同时!有关育种

单位和种子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玉米缢管蚜抗源的引

进和抗性品种的选育工作%

B<=!实施精准施药技术

根据玉米缢管蚜在田间的分布特点!喷施药剂

要精准到位!提高杀虫剂的靶标效率%据观察穗期

玉米缢管蚜发生高峰一般出现在抽雄穗初盛期至小

穗未散开之前阶段!在当地一般年份为&月底至[
月中旬!此时田间气温较高!熏蒸"触杀内吸性杀虫

剂的作用可得到最充分发挥%因此!根据杀虫剂的

不同杀虫特点!在此阶段可选用以下化学防治方法)
在田间玉米缢管蚜种群上升初期!&一般在玉米心叶

期’可采用’"b氧乐果乳油"["b敌敌畏乳油$""
倍液浸麦秆$1后在每株玉米喇叭口内放置!")
根浸药麦秆!防治效果可达8"b以上(抽雄穗前也

可采用毒沙法!施用方法)用)b呋喃丹颗粒剂!按

$h!的比例与同粒径细沙混匀后!直接将毒沙放入有

蚜株的心叶内!每株$4%"!B!一般$1,! 用&%"
8"LB(也可将毒沙施于玉米根部周围&"$"2,处的

表土下!$4%"!B*株!如土壤干旱!需浇水!以利玉

米根部吸收%当田间玉米缢管蚜种群数量较大时

&单株蚜量达)"""头以上’或上述方法不足以控制

为害时!可随时喷施$"b吡虫啉乳油!"""倍液"

)b啶虫脒乳油)"""倍液"’"b氧乐果乳油$%""
倍液"’%b马拉硫磷乳油$"""倍液"!4%b高效氯

氟氰菊酯乳油!%""倍液!均可有效控制田间玉米

缢管蚜种群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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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 R5/$"!% [#%[$$&)**+,-./$6P,88"[!1AK,-./42A,

创制杀菌剂氰烯菌酯的应用研究"

刁亚梅""!!倪珏萍!!马亚芳!!冯红梅

"国家南方农药创制中心江苏基地!南京!!$""$8#

摘要!!""%]!""#年防治小麦赤霉病田间登记试验表明!!%b氰烯菌酯悬浮剂在有效成分)&%"&%"B"1,! 的剂

量下能有效控制小麦赤霉病的发生与危害!对小麦生长安全#!""%年防治水稻恶苗病田间筛选试验表明!!%b氰

烯菌酯悬浮剂 在$h!""""%"""倍液浸种时!秧苗期防效达$""b$在$h!"""")"""倍液浸种时!大田防效达

8%b以上!对水稻生长安全#

关键词!氰烯菌酯$!小麦赤霉病$!水稻恶苗病

中图分类号!<’[!4!

!!氰烯菌酯"试验代号$F<)88+$8#属!]氰基丙烯

酸酯类杀菌剂!是一种结构新颖+作用方式独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杀菌剂,由江苏省农药研究

所$88[年合成!!""$年进入田间试验!!""#年已完

成!%b悬浮剂防治小麦赤霉病临时登记田间药效

试验,该类化合物已申请发明专利$个!专利号

@?"$$$%%8)%$&!应 用 专 利 ! 个!公 开 号 分 别 为

Y:$%%8!$";%!&+Y:$#!))8";%)&!经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卫生分析检测中心应用毒理研究所检测!F<)88+$8
原药及!%b悬浮剂属微毒类农药,

通过前期的研究发现!氰烯菌酯 对 镰 刀 菌 高

效%’&!对植物病害具有保护和治疗作用!能有效控制

小麦赤霉病+水稻恶苗病等的危害,现将氰烯菌酯

防治小麦赤霉病+水稻恶苗病的应用研究情况介绍

如下,

;!材料与方法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为!%b氰烯菌酯悬浮剂"国家南方农

药创制中心江苏基地#!%"b多菌灵超微可湿粉"上
海顺华化工有限公司#!!%b咪鲜胺乳油"江苏辉丰

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防治对象

小麦赤霉病菌"8*AA%)%$$.@%.%#和水稻恶苗病

菌"I,6.)*,BB#/*$*#)B%#,由国家南方农药创制

中心江苏基地生测室保存!X<;上继代培养后!待

用,供试 水 稻 品 种 为 镇 稻$8#!小 麦 和 水 稻 均 为

!""’年度恶苗病菌接种的种子,

;<>!防治小麦赤霉病田间登记试验"%#

;4>4;!药剂处理

试验设!%b氰烯菌酯悬浮剂有效成分8)4&%+

$[&4%+)&%+%#!4%+&%"B-1,!!对照药剂%"b多菌

灵超微可湿粉有效成分%#!4%B-1,!,试验地点为

江苏省农药检定所+湖南省农药检定所+湖北省农业

科学院土肥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各试验点小区面积)",!!各处理设’次重复,施药

时间和方法在小麦抽穗扬花期施药!喷液量%"LB-

##&,!,

;4>4=!调查内容及方法

施药后$"6目测药害情况!在小麦腊熟期"小
麦赤霉病发病稳定后#!各小区对角线五点取样!每

点调查$""穗!共计%""穗!分别记载病穗数+病穗

级别!计算病穗率和病情指数!并在小麦收割前取样

测产,

.$!$.应用与交流
!!!!!!!!!!!!! !第))卷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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