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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吸颗粒杀虫剂防治

棉 苗 期 害 虫 的初 步 研 究

刘绍友 赵博虎

(西北农学院植物深护系 )

摘 要

应用 内吸杀虫剂 处理棉 种是预防棉花苗期害虫为害的主要措施
。

防治棉 蚜 Ap h is

0 9 5盯P i i Gl ov e r,

用 5 %涕灭威颗粒剂每亩有效药量 50 克
、

75 克
、

1 00 克的持效期达 57 一

6 0天以 上 ; 比 3 %吠喃丹颗 粒剂 (每亩有 效药量 45 克
、

60 克 ) 长 5一 7 天 ; 比 4 % 3 9 1 1

颗粒剂 (每亩有效药量 9 0克 )长 一2一 2 0天 ; 比 7 5 % 3 9 1 1闷种 ( 6 0克 /亩 ) 长 2 9天以上
。

防治烟蓟马 T ir p “ t a b a Ci L in dm a n , 5%涕灭威 颗粒剂和 4 % 3 9 1 1颗粒剂 (有效药量

同前 ) 的持效期达 42 一 50 天
,

比 3 % 咬喃颗粒剂和 75 % 3 9 1 1闷种 (有效药量同前 ) 长 10 一

2 0天以 上
。

防治棉叶瞒 T et r a n y hc su u r it C a e K o C h
,

用 5 %涕灭威颗粒剂和 4 % 3 9 1 1颗粒剂的持

效期达 50 天左右
; 比 3 % 吠喃丹颗粒剂长 10 天

。

蕾期根际追施 5 %涕灭威颗粒剂 (每亩

有效药量 5 0克
、

1 0 0克
、

1 5 0克 )
, 1 0天后杀虫效果分别达 5 5

.

4 %
、

9 0
.

7 7 %和 9 3
.

3 0%
。

有效控制棉花苗期害虫为害
,

是实现壮苗早发
、

夺取棉花高产的基础
。

自六十年代

初期以来
,

应用 3 9 1 1浸
、

拌棉种对控制苗期棉蚜等主要害虫有良好的作用
。

但长期连续

使用的结果导致害虫产生了抗药性
,

害虫的药效持续期缩短
。

如应用 75 % 39 1 1乳剂 (药

量为种子重量的 0
.

6一 0
.

8%
,

拌闷棉种
,

对棉蚜持续药效期由原来的 40 一 50 天
,

缩短到

2 0一 30 天
。

当39 1 1乳剂失去药效时
,

害虫的天敌尚未大量上升
,

难以 控制蚜害
.

当 加大

药量
,

棉苗易发生药害
; 如果苗期过早用化学农药喷雾

,

虽然在短时间内可把害虫压下

去
,

而天敌却同时惨遭杀伤
,

会引起害虫严重为害的恶性循环
。

因此
,

选择取代 3 9 1 1拌

种的药剂种类
、

剂型和方法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

我们于 1 9 8 3年在韩城
、

杨陵两地
,

进行 了 5 % 涕灭威颗粒剂
、

3 %峡喃丹颗粒剂
、

4 % 3 9 1 1磷肥颗粒剂等拌种防治苗期害虫的试验
,

现将初步结果整

理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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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一 ) 供试药剂及用且

5 %涕灭威颗粒剂 (粒度 10一 40 目 )
,

由天津农药工业研究所提供
。

设每亩施有效

药量 2 5克
、

5 0克
、

7 5克
、

1 0 0克四种处理
。

3 %吠喃丹颗粒剂 (粒度 20 一 40 目 )
,

美国 F M C公司生产吠喃丹原粉
,

江苏铜山农

药厂加工
。

设每亩施有效药量45 克
、

60 克两种
。

4 % 3 9 1 1磷肥颗粒剂 ( 10 一功 目 )
,

天津农药厂生产
,

用碾细过筛的过磷酸钙制成
,

每亩施有效药量 90 克
。

75 % 3 91 1乳剂
,

以棉籽重量的0
.

8% 闷种作对照
。

(二 ) 笼罩试验

各处理均于 4 月 2 0日进行播种施药
,

颗粒剂盖施于种子上
, 3 9 1 1乳剂闷种 6 小时作对

照
。

每处理重复三次
,

面积 3 平方米
。

播种后 2 。天开始每 5 天接蚜一次
,

48 小时后检查
、

记载棉蚜减退率
。

(三 ) 大田试验

共设 8 个处理
,

每处理面积 0
.

7一 1 亩
,

供试棉花品种岱罕 16 号
。

于 3 月 30 日播种
,

播种量 13 斤
,

用各种颗粒剂搓拌棉种
,

均为地膜复盖
。

棉苗出土开始调查出苗率和生长

状况
。

播种 20 天后开始调查有蚜株率
、

百株蚜量
,

卷叶株率和其它害虫数量变化情况
。

( 四 ) 涕灭威颗粒剂追施试验

于 6 年下旬盛蕾期施药
,

每亩施有效药量 50 克
、

1 00 克
、

1 50 克三种用量和不施药作

对照
,

共四个处理
。

施药距棉株 3 寸左右
,

深度 4 一 5 厘米
,

施药后复土
。

施药后 3 天
、

6天
、

1 0天调查棉叶蜻的减退率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 笼罩下接蚜的虫口减退率

为避免棉蚜自然着落和天敌干扰
,

准确测定各处理的治蚜效果和持续药效时间
,

在

笼罩下定期接蚜
, 4 8小时后检查蚜 口减退率

,

结果见表 1
。

1
.

5%涕灭威颗粒剂每亩 有效药量 25 克盖种
,

施药后 40 一 45 天 的虫口减退率达 97
.

5

一 7 8
.

4% ;
每亩有效药量 50 一 1 00 克

,

施药后 55 天
,

虫口减退率 仍达 6 4
.

2一 9 1
.

4%
,

是

几种内吸颗粒剂中防蚜效果最佳的药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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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笼罩下接蚜防治效果比较

处 理
}

每亩有效

{
药量 ( 克 )

药剂处理后不同时间蚜口减退率 ( % )

2 0天
}

2 5天
{
3。天 { 3 5天 {

` O天 {
` 5天 {

50天 { 5 5天

2
.

3 %映喃丹颗粒剂每亩用有效药量 4 5克盖种
,

施药后 3 5一 40 天的蚜 口减退率达

95
.

5一 7 9
.

5% ; 比 39 11 闷种 (每亩有效药量 60 克 ) 和 3 9 H颗粒剂 (每亩有效药量 90 克 )

持效期长 10 天左右
; 但均比 5 %涕灭颗粒剂 (每亩有效药量 25 克以上 ) 的持效期短

。

每

亩有效药量 60 克的 3 % 映喃丹颗粒剂与有效药量 25 克 / 亩的 5 %涕灭威颗粒剂持效期相

似
,

均为 4 5一 5 0天
。

(二 ) 几种内吸颗粒剂对棉田 蚜虫数皿的控制作用

八个处理对棉蚜数量的控制作用
,

以施药后不同天数的百株蚜量和卷叶株率为指标
。

对棉蚜控制期的标准
,

以作者五年来的试验结果
,

棉苗 3 叶期前百株蚜量 1 5 0 0一 2 0 0 0头
,

卷叶株率在 10 一 15 %的防治指标为依据进行衡量
,

各处理的蚜虫数量消长的结果见图 l

和表 2
。

从图 1
、

表 2 可以看出
:

1
。

每亩用 5 %涕灭威颗粒剂 2 斤
、

3 斤
、

4 斤 (即有效药量 50
、

75
、

10 0克 /亩 )

处理种子的控制蚜害效果最佳
,

控制蚜害期分别达 57 一 60 天以上
。

2
。

3 %吠喃丹颗粒剂也是控制棉苗期蚜害良好的药剂
。

当每亩用药量 4 斤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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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几种颗粒剂处理对棉蚜的防治效果 ( 1 9 8 3
·

5 陕西韩城 )

药剂种类

…
一

;
一

鳄
-

一 l斤 /亩

繁殖速率 (们 实际控制天数 理论控制天数

0
。

4 2 9

5 %涕灭威
2斤 /亩 0

。

3 0 2

4 5

-

一 一一一
-

5 7
一_

4 3
。

6

5 6
。

9

一一
颗粒剂

3 % 映喃丹

颗粒剂

3 9 1 1颗粒剂

一竺堕
-

l -

生些2
_ _ ! _一 竺

_

_
一 _ 胜兰

_

罕乞钾
- { 一

.02
91

一
60

一
61二

一

一川巴一里进仁…一少一
, -

兰 i
-

一

邺一…一 O

竺…一 :
-

一6厅 /丽 1 0
。

5 6 4
一

3 9 1 1闷种 0
.

8% 0
。

6 6 5 4 3 4 2

效药量 60 克 /亩
,

对棉蚜的控制期可达 55 天
,

但次于有效药量50 克 / 亩的 5 %涕灭威颗

粒剂
。

1 5 0 0
X一 互-

吞-
.

几
.

一几
.

二 X
.

一 `

一 O

泽灭威颗牡剂

吠喃丹颗粒 剂
3 9 1 1颖拉剂
3 9 1 1 闷种

1 2 0 0

9 0 0

6 0 0

3 0 0

2 5 3 0 3 2 3 4 3 6 3 5 4 0 4 2 4 4 4 6 4 5 5 0 6名 6 生 5 6 5 8 6 0 处理后天带

图 1 几种内吸箱粒 剂处理后棉蚜的数 t 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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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几种内吸颗粒剂处理对棉蓟马的防洽效果

每 亩 有

效 药 量

( 克 )

药剂处理后不同天数棉蓟马数量( 头 /百株 )

处 理 5 / 5

( 2 5天 )

10 / 5

( 0 3天 )

1 5 / 5一

( 3 5天 )

2 2 / 5

( 2 4 天 )

2 9 / 5

( 4 9天 )

7 /6

( 56天 )

12 /6

( 6 3天 )

毛竺祥乎…
_

…
威塑杠掣… “ 5… 0

粤 {丫更…
- -

一…一

色兰步引
_

…
厥赞杠到… 5。

一
”

竺〔界 {
- -

一…一
几兰些王…

_

…
厥塑砰掣… 7 5… 0

竺f
一

到
-

-

一…一
呈兰些王… 一
欲塑杠荆 …’ 00 一

0

州叫
- -

一 }一
呈竺竺罗 …
对糊杜刑 … 0 3“

终耳亨…
-

一
…一

三兰终咧 …
厅狈租刑 {6 0 }2

{婴龟…
-

一…一
生绷 91` }一
颗剪 “叫

” 0 一 `

兰竺了更
一

…
-

一…
一

赞 %3势 … 一

呈下耀
_

…
_

6 0
__

_

…
_ _ _

里
不 施 药 …

0
.

。

{
3

6 38 3 3 1

12 54

一
一 _

_ _

2 3

2 3 14

2 96 1

1 7 14 32 16 84

4 186 1 12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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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2 9 1 72 6 4 3 1 16

4 16 82 4 3 5 7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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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用 5 %涕灭威颗粒剂 1斤 / 亩和 3 %吠喃丹颗粒剂 2斤 / 亩
,

由于药量过少
,

加之施药不 均匀
,

对棉蚜的控制期达 40 天左右
,

不 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

4
.

3 9 1 1颗粒剂加大用药量虽然有延长药效作用
,

仅比种子重量 0
.

8%的 39 川门种
长 4 一 5 天

,

效果仍不理想
。

(三 ) 对棉蓟马
、

棉叶蜻的控制作用

几种内吸颗粒剂对棉蓟马
、

棉叶瞒均有防洽效果
,

但药剂种类和用量不同
,

持效期

有明显的差异
。

1
.

对棉蓟马的防治效果 (表 3 )
:

几种颗粒杀虫剂
,

以 5 %涕灭威对棉蓟马的防治

效果最好
,

亩施有效药量 25 克的
,

在 30 天 内未发现蓟马为害
;
亩施有效药量 50 克

、

75 克
、

1 00 克 5 %涕灭威颗粒剂
,

施药后对棉蓟马的控制期达 4 2一 50 天
。

3 9 1 1颗粒剂和 闷种对于控制蓟马为害有一定的效果
,

其持续药效时间较短
,

仅达 25

一 30 天
。

3 %吠喃丹的效果最差
,

棉蓟马的发生数量略比对照有减少
,

防治效果不明显
。

2
.

对棉叶瞒的防治效果
:

经各种药剂的不同用药量处理后
,

分别在 40 天
、

4 5天
、

50 天和 55 天调查
,

棉叶蜡的百株虫量情况见表 4
。

表 4 几种内吸颗粒剂虫剂对棉叶蜻持续药效的比较

被害
_

处 下”
一 ’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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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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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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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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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
: ll _ _

…
二

_ 2_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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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上
.

由表 4可知
,

以 5 %涕灭威有效药量75 克 / 亩
、

1 00 克 / 亩和 3 9 1 1颗粒剂
、

闷种对

棉叶蜡的效果最好
,

控制期可达 50 天左右
。

3 % 吠喃丹颗粒剂对棉叶蜡防治效果较差
,

控制期仅有 40 天左右
。

(四 ) 涕灭威颗粒剂追施防治棉叶蜻的效果 (表 5 )

用 5 %涕灭威颗粒剂于棉花盛蕾期追施
,

对防治棉叶瞒有较好效果
,

且随用药量增

加而防治效果提高
。

每亩有效药量50 克
、

1 00 克
、

15 0克
,

在施药后 10 夭调查
,

其防治效

果分别为 8 8
.

94 %
、

9 0
.

77 %和 9 3
.

3 0%
。

追施后 10 天内随时间延长
,

防治效果随之提高
。

以亩施 5 %涕灭威颗粒剂有效药量 150 克处理
,

施药后 3 天
、

6 天
、

10 天 虫口下降率分别

为 5 5
.

17%
、

5 4
.

9 8% 和 9 3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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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用 5 %涕灭威颗粒剂 1斤 / 亩和 3 %吠喃丹颗粒剂 2斤 / 亩
,

由于药量过少
,

加之施药不 均匀
,

对棉蚜的控制期达 40 天左右
,

不 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

4
.

3 9 1 1颗粒剂加大用药量虽然有延长药效作用
,

仅比种子重量 0
.

8%的 39 川门种
长 4 一 5 天

,

效果仍不理想
。

(三 ) 对棉蓟马
、

棉叶蜻的控制作用

几种内吸颗粒剂对棉蓟马
、

棉叶瞒均有防洽效果
,

但药剂种类和用量不同
,

持效期

有明显的差异
。

1
.

对棉蓟马的防治效果 (表 3 )
:

几种颗粒杀虫剂
,

以 5 %涕灭威对棉蓟马的防治

效果最好
,

亩施有效药量 25 克的
,

在 30 天 内未发现蓟马为害
;
亩施有效药量 50 克

、

75 克
、

1 00 克 5 %涕灭威颗粒剂
,

施药后对棉蓟马的控制期达 4 2一 50 天
。

3 9 1 1颗粒剂和 闷种对于控制蓟马为害有一定的效果
,

其持续药效时间较短
,

仅达 25

一 30 天
。

3 %吠喃丹的效果最差
,

棉蓟马的发生数量略比对照有减少
,

防治效果不明显
。

2
.

对棉叶瞒的防治效果
:

经各种药剂的不同用药量处理后
,

分别在 40 天
、

4 5天
、

50 天和 55 天调查
,

棉叶蜡的百株虫量情况见表 4
。

表 4 几种内吸颗粒剂虫剂对棉叶蜻持续药效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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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知
,

以 5 %涕灭威有效药量75 克 / 亩
、

1 00 克 / 亩和 3 9 1 1颗粒剂
、

闷种对

棉叶蜡的效果最好
,

控制期可达 50 天左右
。

3 % 吠喃丹颗粒剂对棉叶蜡防治效果较差
,

控制期仅有 40 天左右
。

(四 ) 涕灭威颗粒剂追施防治棉叶蜻的效果 (表 5 )

用 5 %涕灭威颗粒剂于棉花盛蕾期追施
,

对防治棉叶瞒有较好效果
,

且随用药量增

加而防治效果提高
。

每亩有效药量50 克
、

1 00 克
、

15 0克
,

在施药后 10 夭调查
,

其防治效

果分别为 8 8
.

94 %
、

9 0
.

77 %和 9 3
.

3 0%
。

追施后 10 天内随时间延长
,

防治效果随之提高
。

以亩施 5 %涕灭威颗粒剂有效药量 150 克处理
,

施药后 3 天
、

6 天
、

10 天 虫口下降率分别

为 5 5
.

17%
、

5 4
.

9 8% 和 9 3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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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颗粒剂处理与7 5%3 9 n种子重量的 0
.

8%闷种相比
,

棉苗的生长速度有加快表现
。

尽管 5 % 涕灭 威颗粒剂亩施 3一 4 斤的出苗期推迟 2一 4 天
,

由于出苗后无蚜虫为害
,

生长速度较快
,

6() 天后其真叶数略高于 3 9 11 闷种并表现叶面积增大
。

三
、

结论 与讨论

(一 ) 经笼罩接蚜观察及大田试验证明
,

涕灭威颗粒剂拌种防治棉蚜的 效 果 优 于

吠喃丹
。

5 %涕灭威颗粒剂拌亩施 2斤
、

3 斤
、

4 斤防治棉蚜的持续药效期达 57 一 60 天以

上
,

比 3 %吠喃丹颗粒剂亩施 4 斤的药效期长 4 一 10 天
。

并且涕灭威颗粒剂对棉蓟马
、

棉叶靖有良好的兼治效果
,

控制期可达 50 天左右
,

远比吠喃丹颗粒剂效果好
,

持续药效

期长
。

因此
,

涕灭威颗粒剂是目前较好的种子处理用的药剂
。

(二 ) 应用 吠喃丹颗粒剂盖种
,

防蚜效果 良好
,

亩施 4斤的持续药效期可达 52 天
,

仅次于涕灭威颗粒剂
。

但兼治棉蓟马
、

棉叶瞒持续药效期较短
,

在苗期不发生或很少发

生上述两种害虫的地区仍可推广使用
。

(三 ) 3 9 1 1闷种对棉蚜的持续有效期仅 25 一 39 天
,

用75 % 3 9 1 1制成的 4 %颗粒剂亩

施 6 斤
,

虽有延长药效期的作用
,

但仅可达 30 一 35 天
。

种子处理失效后
,

当时蚜虫天敌

尚未大量发生
,

仍需用药剂治蚜
。

因此
,

应考虑逐步用涕灭威或映喃丹颗粒剂取代
。

(四 ) 棉花播种期使用颗粒剂
,

对棉苗安全
,

经济
。

有效的使用剂量以 50 一 70 克为

宜
,

如再高药量对出苗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鉴于涕灭威对人
、

畜毒性大
,

因此要严格执

行操作规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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