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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对褐飞虱控制效果研究* 
马明勇**  吴生伟  彭兆普*** 

（湖南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长沙 410125） 

摘  要  【目的】 明确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对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的防控效果，为利用三氟苯嘧

啶种衣剂防控褐飞虱提供试验数据。【方法】 2019-2021 年，通过田间小区试验，调查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不同剂量下对褐飞虱若虫和成虫始见期和种群动态的影响，研究各处理条件下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对褐飞虱

的防治效果。【结果】 三氟苯嘧啶种衣剂能滞后田间褐飞虱成虫和若虫的始见期，50.0 ga.i./hm2 种子及以

上剂量的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处理后，褐飞虱成虫和若虫的始见期分别滞后 19 d 和 25 d 以上。在三氟苯嘧

啶种衣剂各剂量条件下，六（4）代和七（5）代褐飞虱种群数量均未超过防治指标。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对

褐飞虱防治效果表现出较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各剂量在播后 53 d 之内对褐飞虱防控效果均超过 94%，

50.0 ga.i./hm2 种子及以上剂量处理播种后 102 d 对褐飞虱防控效果依然达 94%以上。【结论】 三氟苯嘧啶

种衣剂能达到用药一次连续防控褐飞虱六（4）代和七（5）代的效果，实现减少化学药剂用量，轻简化栽

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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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ssing seeds with triflumezopyrim controls the brown  
planthopper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 

MA Ming-Yong**  WU Sheng-Wei  PENG Zhao-Pu*** 

(Plant Protection Institute of Hu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Changsha 41012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dressing seeds with triflumezopyrim as a means of controlling the 

brown planthopper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 [Methods]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N. lugens adults and nymphs were 

surveyed in paddy fields after host plant seeds had been dressed with triflumezopyrim between 2019 and 2021. [Results]  

Dressing seeds with ≥ 50.0 ga.i./hm2 (grams active ingredient per ha) doses of triflumezopyrim delayed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both adults and nymphs by ≥ 19 days and 25 days, respectively. Population density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all plots 

treated with triflumezopyrim, indeed, there was not a single day on which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riflumezopyrim treated 

plots reached the control threshold. The level of control achieved by dressing seeds with triflumezopyrim exceeded 94% over 

53 days. Even when the survey was extended to 102 days, control still exceeded 94% at dosages of ≥ 50.0 ga.i./hm2. 

[Conclusion] Dressing seeds with ≥ 50.0 ga.i./hm2 triflumezopyrim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ixth and the seventh 

generations of N. lugens, thereby reducing pesticide use and simplifying cultivation. 

Key words  seed dressing; triflumezopyrim;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 control effects 

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是我国水稻

主产区最主要的害虫之一，每年随着迁飞习性，

从中南半岛进入我国海南和两广地区，后续阶梯

式推进危害至江浙地区，更甚者可跨海迁飞至日

本危害当地水稻生产（全国褐稻虱科研协作组，

1981），2020 年农业农村部将其列入《一类农作

物病虫害名录》。湖南省水稻种植面积居全国前

列，稻飞虱是湖南省水稻最主要害虫之一，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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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飞虱对中稻和晚稻危害尤为严重，常年造成区

域性“虱烧”情况发生（彭兆普等，2012）。褐

飞虱繁殖力强，在合适条件下易落地成灾，在对

其综合防控的策略下，化学防控依然是防治褐飞

虱等水稻害虫的快速有效的方法（吴孔明，

2018）。早期虫源基数是褐飞虱暴发成灾的重要

前提条件，扼杀早期迁入虫源是控制褐飞虱种群

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Hu et al.，2014）。 

近几年褐飞虱对市场常用化学药剂，如烯啶

虫胺、呋虫胺和吡蚜酮等产生较强的抗药性，（肖

汉祥等，2017；Wu et al.，2018），具有新颖作

用机理的杀虫剂三氟苯嘧啶对褐飞虱防控起到

了重要作用（Cordova et al.，2016）。三氟苯嘧

啶是一种新型介离子类或两性离子类烟碱乙酰

胆碱受体拮抗剂，作用于靶标害虫烟碱型乙酰胆

碱受体正位结合位点（Cordova et al.，2016），

2016 年获得我国首次登记。三氟苯嘧啶具有活

性高、持效期长、对环境友好和内吸性强等优点

（Suri and Makkar，2018；韦世训等，2018）。

已有研究表明，三氟苯嘧啶采用人工喷雾和植保

无人机作业方法对褐飞虱防效均超过 90%（韦世

训等，2018；张国等，2019b），且超长持效期（药

后 60 d）后依然表现出非常优异的防治效果（韦

世训等，2018）；不仅如此，三氟苯嘧啶复配溴

氰虫酰胺和氯虫苯甲酰胺等其他化学药剂，实现

多靶标协同防控的目的（唐涛等，2016）。 

种衣剂提前将内吸性较强的化学药剂包裹

于种子表面，待种子萌发和生长过程中将化学药

剂吸收，起到防虫抗病的“疫苗”作用（陈泽南

等，2018）。种衣剂技术已成为减少化学农药使

用、预防病虫害早期发生、降低病虫害基数及实

现“预防为主”防治策略的一项重要技术（甘林

等，2021），在粮食作物病害防控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汪芳琳等，2019）。但受困于化学药剂

产品特性，利用种衣剂防控水稻害虫的研究较

少。研究表明以吡蚜酮、吡虫啉、丁硫克百威和

噻虫嗪等为药剂的种衣剂在白背飞虱 Sogatella 

f u rc i f e ra  (Horvá th )和灰飞虱 Laode lphax 

striatellus 防控方面具有防治效果好和持效期长 

等优点（何忠雪等，2012；李伟群等，2014；纪

祥龙等，2017），张国等（2019a）研究了不同种

植方式下 10%三氟苯嘧啶悬浮剂拌种水稻后对

稻飞虱的田间防治效果及对天敌蜘蛛和水稻的

安全性，但是利用种衣剂防控水稻褐飞虱方面研

究较少。为有效降低褐飞虱早期虫口基数，减少

化学药剂用量，研究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对褐飞虱

的防治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研究不同剂

量的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对褐飞虱的防控效果和

持效期，为利用三氟苯嘧啶种衣剂防控褐飞虱提

供试验数据和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圃 

2019-2021 年调查圃均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长

沙县春华镇龙王庙村，该地水稻连片种植面积超

百公顷，常年稻飞虱和二化螟等主要水稻害虫发

生较重。供试水稻品种为当地种植面积较大的优

质常规稻黄华占，3 年均采用直播的方法，用种

量为 4 kg/667 m2，种子经催芽后于 6 月中旬撒

播。整个试验期间肥料、除草剂和杀菌剂按当地

常规农事操作进行，杀虫剂仅使用 25%乙基多杀

菌素水分散粒剂防治鳞翅目害虫二化螟 Chilo 

suppresalis 和 稻 纵 卷 叶 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禁用防治稻飞虱类杀虫剂。 

1.2  供试药剂 

供试种衣剂为科迪华农业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提供的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对照药剂

30%噻虫嗪种衣剂和 60%吡虫啉种衣剂均为市

售产品。 

1.3  试验处理 

2019 年种衣剂处理设置每公顷水稻种子包

衣三氟苯嘧啶有效成分 35.0、50.0、65.0 和 75.0 

ga.i./hm2 种子；2020 年设置 50%三氟苯嘧啶种衣

剂 40.0、50.0、60.0 和 70.0 ga.i./hm2 种子梯度；

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研究基础上，2021 年设置

50%三氟苯嘧啶 50.0 和 70.0 ga.i./hm2 种子梯度

种子处理，同时设置 30%噻虫嗪种衣剂 4 mL/kg

种子和 60%吡虫啉 4 mL/kg 种子处理。种子包衣

时，将计算好的供试药剂用清水配置成 25 mL/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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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种子的药浆，然后将药浆与所需种子量混合，

放入包衣盒内充分搅拌 3-5 min，直至包衣盒内

壁无明显药剂和种子均匀着色为止。包衣完毕后

的种子阴凉风干后按常规浸种催芽的方法即可

播种。2019 年和 2020 年试验各小区面积 30 m2，

2021 年试验各小区 100 m2，均以未包衣的处理

为对照，各处理设置 3 次重复。 

1.4  调查方法 

采用盆拍法（白瓷盘，33 cm×45 cm）调查

田间稻飞虱发生情况。各小区调查 5 点，每点调

查 0.25 m2，自播种后各小区每隔 7 d 进行一次调

查，直至水稻黄熟期止。调查时将白瓷盘依靠稻

丛基部，上端与稻株呈 45°左右夹角，快速拍打

稻株基部 2-3 下，记录盆中褐飞虱若虫和成虫

数量。 

1.5  数据处理 

褐飞虱若虫和成虫数据换算成每平米虫量

后，再经对数转换通过 Origin 6.0 进行制图。 

种衣剂对褐飞虱（成虫与若虫之和）防治效

果计算公式如下： 

防治效果（%）= 100



对照虫量 处理区虫量

对照虫量
。 

采用 SPSS 160.0 软件先将防治效果数据进

行平方根反正弦转换，然后经 Dancan’s 新复极

差(DMRT) 法对 2019 年至 2021 年各处理防治效

果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褐飞虱成虫和若虫始见期 

2019 年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35.0、50.0、

65.0 和 75.0 ga.i./hm2 种子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始

见期分别为 8 月 12 日、8 月 20 日、8 月 25 日和

8 月 26 日（图 1），分别为播后 53、61、66 和

67 d 出现；若虫始见期分别为 8 月 26 日、8 月

26 日、9 月 2 日和 9 月 2 日，分别在播后的 67 d

和 74 d 出现。空白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和若虫始

见期分别为 7 月 4 日和 7 月 12 日，分别在播后

的 14 d 和 22 d 出现。相较于空白处理，50%三

氟苯嘧啶种衣剂 35.0、50.0、65.0 和 75.0 ga.i./hm2

种子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始见期分别滞后 39、47、

52 和 53 d，若虫始见期分别滞后 45、45、52 和 52 d。 

 

 
 

图 1  2019 年褐飞虱若虫（A）和成虫（B）在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处理下种群动态 

Fig. 1  Population dynamics of Nilaparvata lugens nymphs (A) and adults  
(B) by seed dressing with triflumezopyrim in 2019 

a：五（3）代褐飞虱；b：六（4）代褐飞虱；c：七（5）代褐飞虱，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褐飞虱在湖南省发生的代数。图 2，图 3 同。 

a: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N. lugens in China; b: The sixth generation of N. lugens in China;  
c: The seventh generation of N. lugens in China. Arabic numbers in brackets mean generation of  

N. lugens in Hunan province. The same as Fig. 2 and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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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40.0、50.0、 

60.0 和 70.0 ga.i./hm2 种子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始

见期分别为 7 月 21 日、7 月 24 日、8 月 6 日和

8 月 15 日（图 2），分别在播后 37、40、53 和

62 d 出现；若虫始见期分别为 8 月 1 日、8 月 7

日、8 月 13 日和 8 月 28 日，分别在播后的 48、

54、60 和 75 d 出现；空白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和

若虫始见期分别为 7 月 5 日和 7 月 13 日，分别

在播后的 21 d 和 29 d 出现。与空白对照比较，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40.0、50.0、60.0 和

70.0 ga.i./hm2 种子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始见期分

别滞后 16、19、32 和 41 d，若虫始见期分别滞

后 19、25、31 和 46 d。 

2021 年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50.0 ga.i./hm2

种子和 70.0 ga.i./hm2 种子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始

见期均为 7 月 21 日（播后 45 d），比空白处理推

迟 23 d 出现，且整个调查期内未见褐飞虱若虫

出现。30%噻虫嗪和 60%吡虫啉处理区褐飞虱成

虫始见期分别为 6 月 27 日（播后 21 d）和 6 月

28 日（播后 22 d），若虫始见期分别为 7 月 11

日（播后 35 d）和 7 月 13 日（播后 37 d）。空

白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和若虫始见期分别为 6 月

28 日和 7 月 11 日，分别为播后的 22 d 和 35 d

（图 3）。 
 

 
 

图 2  2020 年褐飞虱若虫（A）和成虫（B）在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处理下种群动态 

Fig. 2  Population dynamics of Nilaparvata lugens nymphs (A) and  
adults (B) by seed dressing with triflumezopyrim in 2020 

 

 
 

图 3  2021 年褐飞虱若虫（A）和成虫（B）在 3 种种衣剂处理下种群动态 

Fig. 3  Population dynamics of Nilaparvata lugens nymphs (A) and  
adults (B) by three seed dressings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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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褐飞虱成虫和若虫种群动态 

2019 和 2020 年调查期间褐飞虱若虫和成虫

在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处理下均呈上升趋势，

但各剂量处理下褐飞虱种群数量均未超过防治

指标。2019 年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35.0 

ga.i./hm2种子和 50.0 ga.i./hm2种子处理区褐飞虱

若虫和成虫均从六（4）代开始缓慢增长，65.0 

ga.i./hm2种子和 75.0 ga.i./hm2种子处理区褐飞虱

若虫和成虫均从七（5）代开始缓慢增长。2019

年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35.0、50.0、65.0 和 75.0 

ga.i./hm2 种子处理区褐飞虱，若虫最大发生量为

386（9 月 23 日）、267（9 月 30 日）、61（9 月

30 日）和 13 头/m2（9 月 30 日），成虫最大发生

量为 211、43、20 和 11 头/m2（9 月 30 日）；空

白处理区七（5）代褐飞虱若虫和成虫最大发生

量分别为 3 777 头/m2（9 月 16 日）和 961 头/m2

（9 月 30 日）。2020 年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40.0、50.0 和 60.0 ga.i./hm2 种子处理区褐飞虱成

虫均从五（3）代开始呈增长趋势，而若虫均从

六（4）代开始缓慢增长。2020 年 50%三氟苯嘧

啶种衣剂 40.0、50.0、60.0 和 70.0 ga.i./hm2 种子

处理区褐飞虱若虫最大发生量分别为 191、68、

22 和 3 头/m2（9 月 20 日），成虫最大发生量为

61、23、5 和 5 头/m2（9 月 27 日）；空白处理区

七（5）代褐飞虱若虫和成虫最大发生量分别为

2483 头/m2（9 月 20 日）和 817 头/m2（9 月 27

日）。 2021 年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50.0 

ga.i./hm2种子和 70.0 ga.i./hm2种子处理区褐飞虱

发生量均很小，整个调查期内未见褐飞虱若虫，

成虫发生量不到 5 头/m2。30%噻虫嗪和 60%吡

虫啉处理区褐飞虱若虫发生量均迅速增加，9 月

15 日七（5）代褐飞虱最大发生量分别为 1 522

头/m2 和 1 808 头/m2；成虫最大发生量出现在六

（4）代褐飞虱羽化期，分别为 730 头/m2 和 638

头/m2。空白处理区七（5）代褐飞虱若虫和成虫

最大发生量分别为 1 870 头/m2（9 月 15 日）和

812 头/m2（9 月 1 日）。 

2.3  种衣剂对褐飞虱防治效果 

2019-2021 年期间，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各剂

量处理区在播后 53 d 之内对褐飞虱防控效果均

超过 97%（图 4）。2019 年 50%三氟苯嘧啶种衣

剂 35.0 ga.i./hm2 种子处理 67 d（8 月 26 日）对

褐飞虱防治效果显著低于 50.0、65.0 和 75.0 

ga.i./hm2 种子处理（P<0.05），而 50.0、65.0 和

75.0 ga.i./hm2 种子对第六（4）代褐飞虱防效均

达 94% 以 上 ， 且 三 者 之 间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P>0.05）；随着七（5）代褐飞虱陆续孵化，

50.0 ga.i./hm2 种子处理播后 95 d（9 月 23 日）开

始对七（5）代褐飞虱防效显著低于 65.0 ga.i./hm2

和 75.0 ga.i./hm2 种子处理（P<0.05），但防效依

然 高 达 94.62% ， 而 65.0 ga.i./hm2 种 子 和

75.0 ga.i./hm2 种子直至播后 102 d（9 月 30 日）

对褐飞虱防效依然均高于 97.93%。2020 年 50%

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40.0、50.0、60.0 和 70.0 ga.i./hm2

种子处理对六（4）代褐飞虱防效均高于 98%；

播后 84 d（9 月 6 日）低剂量处理 40.0 ga.i./hm2

种子对七（5）代褐飞虱防治效果显著低于其他

处理（P<0.05），播后 98 d（9 月 20 日）开始 50.0 

ga.i./hm2种子处理防治效果显著低于65.0 ga.i./hm2

种子和 75.0 ga.i./hm2 种子处理（P<0.05），但是

播后 105 d（9 月 27 日）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40.0、50.0、60.0 和 70.0 ga.i./hm2 种子处理对七

（5）代褐飞虱防效均高于 95%。2021 年 30%噻

虫嗪和 60%吡虫啉对六（4）代和七（5）代褐飞

虱防治效果均显著低于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50.0 ga.i./hm2 种子和 70.0 ga.i./hm2 种子处理

（P<0.05），播后 115 d（9 月 29 日）50%三氟苯

嘧啶种衣剂 50.0 ga.i./hm2 种子和 70.0 ga.i./hm2

种子处理对褐飞虱防治效果依然超过 99%。 

3  结论与讨论 

褐飞虱是一种迁飞性害虫，兼具 r生殖策略，

因此早期褐飞虱迁入时间和虫源数量对其种群

定殖与发展至关重要（Hu et al.，2014），有效控

制早期褐飞虱虫源基数，并滞后田间褐飞虱下一

代出现时间是控制褐飞虱种群危害的一项重要

措施。在直播稻面积依然占据一部分比例的水稻

栽培模式下，种衣剂通过带药随种子下田的“疫

苗”机理，在作物病虫害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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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9（A）、2020（B）和 

2021 年（C）种衣剂对褐飞虱防治效果 
Fig. 4  Control effects of seed dressings against 

Nilaparvata lugens in 2019 (A), 2020 (B) and 2021 (C) 
 

（陈泽南等，2018）。2019 年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35.0 ga.i./hm2 种子低剂量处理区成虫出现时间

为播种 53 d 以后，较空白处理区滞后 39 d 出现，

高剂量处理区更是在 2 个月以后；而褐飞虱在种

衣剂处理区成功定殖后，下一代若虫出现较空白

处理区滞后 45 d 以上；2020 年三氟苯嘧啶种衣

剂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和若虫较空白处理区晚 

16 d 和 19 d 以上出现，表明三氟苯嘧啶种衣剂

能滞后田间褐飞虱始见期，起到降低前期褐飞虱

虫源基数的作用。调整剂量后，2021 年 50%三

氟苯嘧啶种衣剂 50.0 ga.i./hm2 种子和 70.0 

ga.i./hm2 种子处理区褐飞虱成虫始见期较空白

处理区滞后 24 d，且田间始终未见下一代褐飞虱

若虫出现，表明适宜剂量条件下，三氟苯嘧啶种

衣剂不仅能滞后田间褐飞虱始见期，还有阻断褐

飞虱成功定殖与繁衍可能性。六（4）代或七（5）

代多为褐飞虱主要发生区域的主害代（全国褐稻

虱科研协作组，1981；彭兆普等，2012），控制

主害代褐飞虱种群数量是防控褐飞虱危害的关

键。本研究中，2019-2021 年空白处理区褐飞虱

发生高峰期均为七（5）代，若虫峰值数量超过

1 870 头/m2（2021 年），2019 年若虫最大发生量

达到 3 777 头/m2，成虫最高虫量超过 812 头/m2

（2021 年），但是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处理区褐飞

虱种群数量均未超过防治指标。研究结果表明三

氟苯嘧啶种衣剂防治方法能为解决水稻主要害

虫褐飞虱防控难题提供新的角度和策略。 

研究表明褐飞虱对市场主要化学药剂均产

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如烟碱类的吡虫啉、噻虫

嗪、烯啶虫胺和呋虫胺等（肖汉祥等，2017；

Wu et al.，2018），吡啶杂环类的吡蚜酮（Wu 

et al.，2018）等。目前市场上针对防治刺吸式口

器害虫的种衣剂主要有噻虫嗪和吡虫啉，但是本

研究中该 2 种种衣剂对褐飞虱防控效果均较差，

可能与其抗性较高有关。三氟苯嘧啶自 2018 年

在中国上市以来，以其对稻飞虱高敏感性和优异

的持效期成为业界研究的重点。研究表明三氟苯

嘧啶对褐飞虱比较敏感（Xu et al.，2019），其致

死中剂量在 0.045-1.139 g/L 之间（张国等，

2019a；吴帅等，2022），因此在田间防控褐飞虱

方面表现优异。张国等（2019a）研究表明三氟

苯嘧啶对褐飞虱药后 14 d 的防治效果超过 90%，

药后 35 d 防治效果超过 97%；吴帅等（2022）

研究也表明三氟苯嘧啶对褐飞虱田间防治效果

超过 95%；韦世训等（2018）利用植保无人机施

药技术下，研究发现三氟苯嘧啶对褐飞虱药后 7 

d 和 60 d 防治效果依然达到 97%以上。三氟苯嘧

啶除常规茎叶喷雾施药方法外，也可用于拌种处

理，研究发现 10%三氟苯嘧啶悬浮剂拌种使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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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过 22.5 ga.i./hm2 种子时，98 d 后在直播粳稻

和杂交稻上对稻飞虱防治效果均超过 90%，且

112 d 后在机插粳稻和杂交稻上对稻飞虱防治效

果均超过 90%（张国等，2019a）。同时张国等

（2021）研究发现 10%三氟苯嘧啶悬浮剂对种子

进行干拌、湿拌和药剂浸种处理，播种后 100 d，

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均超过 90%。进一步研究表

明，三氟苯嘧啶悬浮剂拌种种子后，能诱导提升

水稻草酸、黄酮类、酚类和胼胝质等抗褐飞虱物

质的水平，同时延长褐飞虱口器非刺探水稻叶鞘

时间等方式影响褐飞虱正常取食，并降低褐飞虱

雌虫产卵能力，从而达到降低褐飞虱田间种群数

量的目的（Wu et al.，2021）。本研究结果表明

试验期间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各剂量对五（3）代

和六（4）代褐飞虱表现出较好的防治效果，除

2020 年因田间褐飞虱成虫迁入量较大导致防治

效果降低以外（94.14%），在播后 53 d 之内对褐

飞虱防控效果均超过 97%。本研究结果发现，在

褐飞虱发生较严重年份，如 2019 年褐飞虱田间

虫量高于 2020 年和 2021 年，50%三氟苯嘧啶种

衣剂 75.0 ga.i./hm2 种子及以下剂量对六（4）代

和七（5）代褐飞虱防治效果有下降趋势，其结

果也表明在褐飞虱大发生年份使用 50%三氟苯

嘧啶种衣剂防控褐飞虱需加强后期田间褐飞虱

的监测。但是，2019-2021 年试验结果表明使用

50%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在 50.0 ga.i./hm2 种子及

以上剂量条件下，对六（4）代和七（5）代褐飞

虱表现出优异的防控效果，即使播后 102 d 防治

效果均超过 94%。因此，综合以上结果表明三氟

苯嘧啶作为种衣剂使用，同样能够达到三氟苯嘧

啶经喷雾作业方式防治褐飞虱所体现的速效性

和持效性。 

综上所述，三氟苯嘧啶种衣剂处理方法不仅

具有省时省工和“疫苗”优点，同时能实现用药

一次防控褐飞虱 2 个主害代六（4）代和七（5）

代的效果，达到减少化学药剂用量和轻简化栽培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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