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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拌种对二化螟和 

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 
韩永强 1**  李丹丹 1  邓权权 1  王龙江 1  侯茂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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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摘  要  【目的】 为实现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 和稻纵卷叶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的轻简化防控，

减少田间化学防治次数及用药量。【方法】 采用 50%氯虫苯甲酰胺种子处理悬浮剂对水稻种子进行拌种

处理，以 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和 3%阿维菌素水乳剂大田喷雾作为对照，以不施药为空白对照，室内

测定拌种处理对种子发芽和稻苗的安全性，田间测定直播和移栽模式下拌种处理对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

防治效果及水稻产量的影响。【结果】 5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拌种处理（150 mL/hm2 和 120 mL/hm2）

对种子发芽及出苗均无影响。直播田播种后 62 d 内，移栽田移栽后 56 d 内，150 mL/hm2 拌种处理的螟害

株率（F ≥ 20.886, df = 4, 14, P < 0.001）和卷叶株率（F ≥ 7.836, df = 4, 14, P ≤ 0.004）均显著低于喷

雾对照，150 mL/hm2 拌种处理对二化螟的防效在 93.33%以上，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效在 70.31%以上。直播

和移栽模式下，150 mL/hm2 拌种处理的有效穗数、穗长、结实率、千粒重和产量均显著高于喷雾对照。

【结论】 5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拌种对水稻种子发芽安全，对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具有很好的防治效

果和持效性，对水稻具有增产作用，可作为水稻鳞翅目害虫轻简化防控的主要措施之一。 

关键词  氯虫苯甲酰胺；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种子处理；防治效果 

Control of the rice stem borer and rice leaf folder using  
the seed dressing agent chlorantranilip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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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introduce a simple and labor-saving method of controlling the rice stem borer (RSB) and rice 

leaf folder (RLF) and thereby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and the amount of pesticide applied. [Methods]  

Rice seed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50% chlorantraniliprole FS. The spray control was 5% 

chlorantraniliprole SC, or 3% abamectin EW in the field, and the control was no pesticide spray. Germination and emergence 

were determined in a laboratory. Control of the RSB and RLF, and rice yields achieved under the different seed treatments, 

were evaluated in both directly seeded, and transplanted, field plots. [Results]  Germination and emergence were not affected 

by treatment with chlorantraniliprole concentrations of 150 mL/hm2 or 120 mL/hm2. Treatment of seeds with 150 mL/hm2 of 

chlorantraniliprole resulted in less RSB and RLF damage to rice plants compared to the spray control in directly seeded plots 

62 days after sowing, and in transplanted plots 56 days after transplanting. The 150 mL/hm2 chlorantraniliprole treatment 

achieved > 93.33% control of the RSB and > 70.31% control of the RLF. Effective panicle number, panicle length, grain-f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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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1000-grain weight and yield, were all higher in the 150 mL/hm2 chlorantraniliprole treatment than in the spray 

control in both cultivation mode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ressing rice seeds with chlorantraniliprole does not 

affect germination and i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controlling both the RSB and RLF, thereby increasing rice yield. This method 

has great potential as a simple and labor-saving method of controlling lepidopteran pests of rice. 

Key words  chlorantraniliprole; Chilo suppressalis;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seed treatment; control efficiency 

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 和稻纵卷叶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是我国及东南亚国家水

稻上的重要害虫。二化螟在分蘖期危害水稻可造

成枯鞘和枯心，在孕穗期、抽穗期和灌浆成熟期

可造成枯孕穗、白穗和虫伤株，严重影响水稻产

量和品质（侯茂林等，2013）。稻纵卷叶螟以幼

虫纵卷并取食水稻叶片，形成白色条斑，影响水

稻叶片的光合作用，严重时可导致水稻减产甚至

绝收（刘欢和侯茂林，2019）。 

目前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防治主要依赖

化学农药（Lou et al.，2013）。氯虫苯甲酰胺是

美国杜邦公司开发的第一个具有邻酰胺苯甲酰

胺类化学结构的新型高效广谱杀虫剂，自进入中

国市场后已成为防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主

要农药品种，田间应用以茎叶喷雾为主（郑雪松

等，2012；刘腾飞等，2015）。氯虫苯甲酰胺对

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田间防效可达 90%以上，

且速效性好、持效期长（刘芳等，2009；于凤泉

等，2013；沈松伟等，2016；唐涛等，2016）。 

由于氯虫苯甲酰胺具有优异的自下而上内

吸传导特性，因此可利用这一特性将其开发为种

子处理药剂（陈小军等，2011）。在国外，采用

50%氯虫苯甲酰胺种子处理悬浮剂处理水稻种

子，可显著减少田间稻水象甲 Lissorhoptrus 

oryzophilus 种群数量；同时，能增加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小蔗螟 Diatraea saccharalis、

墨西哥稻螟 Eoreuma loftini 和 Chilo plejadellus

幼虫的死亡率（Lanka et al.，2013；Hamm et al.，

2014；Adams et al.，2015；Villegas et al.，2019）。

50%氯虫苯甲酰胺种子处理悬浮剂（路明卫®）

已在我国水稻和玉米上获得登记，同时正陆续登

记在其他作物上用于害虫防治。氯虫苯甲酰胺拌

种对玉米和花生地下害虫沟金针虫 Pleonomus 

canaliculatus、铜绿丽金龟 Anomala corpulenta

及小地老虎 Agrotis ypsilon 的防治效果在 80%以

上（何发林等，2019，2020）。 

利用化学药剂处理种子防治水稻害虫的研

究已有报道，主要通过浸种或拌种方式防治二化

螟、稻纵卷叶螟、白背飞虱 Sogatella furcifera 和

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等（唐涛等，2013；

李伟群等，2014；康敏等，2016；何东兵等，2019；

于居龙等，2019，2020；张国等，2019a，2019b；

董金和和康启中，2020）。这些研究表明，利用

药剂处理种子可长效控制水稻害虫的发生，减少

田间施药次数。但氯虫苯甲酰胺用于水稻种子处

理防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研究鲜见报道。本

文报道了氯虫苯甲酰胺处理水稻种子对二化螟

和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及其对稻苗的安全

性，以期为生产上应用氯虫苯甲酰胺处理种子防

控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50%氯虫苯甲酰胺种子处理悬浮

剂（50% chlorantraniliprole FS；科迪华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5% 

chlorantraniliprole SC；市购，深圳诺普信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3%阿维菌素水乳剂（3% abamectin 

EW；市购，江西正邦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供试水稻品种：鄂丰丝苗（常规稻，湖北荃

银高科种业有限公司）和晶两优 1212（杂交稻，

湖南百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试验水稻分为直播和移栽 2

种模式。直播水稻品种为鄂丰丝苗，用种量为

60 kg/hm2。移栽水稻品种为晶两优 1212，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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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15 kg/hm2 。试验设置 150 mL/hm2 和

120 mL/hm2 50%氯虫苯甲酰胺种子处理悬浮剂

拌种处理，以 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简称喷

雾氯虫；450-600 mL/hm2）和 3%阿维菌素水乳

剂（简称喷雾阿维；300-450 mL/hm2）大田喷雾

作为对照，以不施药为空白对照。 

1.2.2  拌种方法  采用人工拌种，用 25 mL 量

筒量取 50%氯虫苯甲酰胺种子处理悬浮剂 10 mL

和 8 mL（667 m2 用量），用清水补齐至 25 mL。

将 4 kg（直播）或 1 kg（移栽）种子与药液同时

加入一次性加厚塑料袋（40 cm×60 cm）中，快

速翻动混匀，使种子与药液充分接触，待整个袋

子中种子呈现均匀蓝色后平铺于纸上，阴干备用。 

1.2.3  田间试验  试验于 2020 年在湖南省长沙

市长沙县梅花镇五福新村（ 113°1729E ； 

28°750N）进行。试验田选择土壤肥力中等、

排灌方便的水稻田，前茬作物为水稻，种植模式

为单季中稻，冬季空闲，二化螟常年发生较重。 

直播或移栽的 5 种处理，每处理设 3 个小区，

小区面积 60 m2，共 15 个小区。各处理小区完全

随机排列，小区间筑田埂隔开，防止田水串流。

直播各处理种子浸种催芽 3 d 后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均匀直播。移栽各处理种子浸种催芽 3 d 后

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育秧，6 月 19 日大田人工

移栽。空白对照和拌种处理小区不施药，喷雾对

照小区分别于 7 月 17 日（直播）和 7 月 31 日（移

栽）喷雾防治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直播和移栽

各处理小区稻飞虱及水稻病害防治参照当地发

布的病虫情报进行喷雾防治。 

1.3  种子发芽率测定 

使用常规方法浸种催芽，随机选取 100 粒籽

粒饱满的稻种用清水浸种 24 h 后，播于带有 3

层湿润滤纸的培养皿（直径=15 cm，高=1.5 cm）

中，并置于室内自然光照和温度下保湿催芽，催

芽 72 h 后观察记录出芽种子数，计算发芽率。

每处理 3 次重复，每重复 100 粒种子。出芽判断

标准：胚芽鞘长度超过 2 mm，则认为该种子已经

发芽。发芽率（%）＝发芽种子数/供试种子数×100。 

1.4  秧苗和根系长势评价 

出苗后 20 d，观察拌种处理及空白对照的秧

苗和根系长势，每处理随机取 3 点（1 个点为 1

次重复），每点面积约 1 m2，目测秧苗长势；同

时，每点连续取 5 株秧苗，用清水冲洗干净，目

测根系长势。与空白对照比较，根据秧苗和根系

长势优劣打分。评分标准如下：1 分：极明显比

空白对照差（拌种处理秧苗和根系长势为空白对

照的 20%：即 20%）；2 分：明显比空白对照差

（50%）；3 分：比空白对照差（80%）；4 分：比

空白对照略差（90%）；5 分：与空白对照相当（即

100%）；6 分：比空白对照略好（110%）；7 分：

比空白对照好（120%）；8 分：明显比空白对照

好（150%）；9 分：极明显比空白对照好（200%）

（董金和和康启中，2020）。 

1.5  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防治效果 

直播田分别在播种后第 20、第 34、第 48、

第 62、第 90 天调查螟害株和卷叶株，移栽田分

别在移栽后第 14、第 28、第 42、第 56、第 70

天调查螟害株和卷叶株。 

调查方法：每小区采用 5 点取样法，每点连

续调查 5 丛，共调查 25 丛，记录各点的螟害株

数和卷叶株数，枯鞘、枯心、枯孕穗、白穗、虫

伤株均归为螟害株，计算螟害株率、卷叶株率和

防治效果。直播田分别于播种后第 48 天和第 62

天调查分蘖数，移栽田分别于移栽后第 14 天和

第 28 天调查分蘖数。稻穗全部抽完后，调查有

效穗数。每小区 5 点取样法，计数每点连续 5 丛

水稻的分蘖数和有效穗数。 

螟害株率（%）=（螟害株数/调查总株数）×100， 

卷叶株率（%）=（卷叶株数/调查总株数）×100， 

 防治效果（%）＝[（CK－PT）／CK]×100。 

其中，CK 为空白对照区螟害株率或卷叶株

率，PT 为药剂处理区螟害株率或卷叶株率。 

1.6  产量 

测产当天，每处理随机选取 90 株稻穗（每

小区 30 株，重复取样 3 次），带回室内，测量穗

长，计数每穗总粒数、实粒数和空秕数，计算结

实率；计数后将每个处理的稻穗分别进行手工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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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待稻谷自然晾干后，随机选取 1 000 粒饱满

谷粒，称千粒重，每处理 3 次重复。各小区水稻

分别收割并称重，最后以 14.5%的标准含水量折

算，记为稻谷实收产量。 

1.7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采用 Tukey HSD

法比较不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百分数数据在

方差分析前进行平方根反正弦转换，以满足方差

分析要求。 

2  结果与分析 

2.1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水稻种子萌发的影响 

与空白对照相比，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处理

后，直播和移栽水稻种子的发芽率无显著差异

（直播：F = 0.206, df = 2, 8, P = 0.819；移栽：

F = 0.958, df = 2, 8, P = 0.436）（图 1）。这说明氯

虫苯甲酰胺拌种对水稻种子发芽安全。 
 

 
 

图 1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水稻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seed dressing with different doses of 

chlorantraniliprole on seed germination 

相同颜色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05，Tukey HSD 检验）。 
Histograms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or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ukey HSD test). 

 

2.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水稻秧苗和根系长势

的影响 

待水稻出苗 20 d 后，按照 1.4 中的评分标准

对直播和移栽各处理秧苗和根系长势进行评分，

结果如表 1 所示。直播和移栽模式下，氯虫苯甲

酰胺拌种处理的秧苗和根系长势均明显好于空

白对照，长势较旺。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直播和

移栽秧苗未产生药害。 

2.3  不同药剂处理对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防

治效果 

直播田的螟害株率和卷叶株率在不同处理

间差异显著（表 2，表 3）。直播后第 20、第 34

和第 48 天，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处理的螟害株率

（F ≥ 28.640, df = 4, 14, P < 0.001）和卷叶株

率（F ≥ 16.492, df = 4, 14, P < 0.001）显著低于

其它处理，对二化螟（F ≥ 6.197, df = 3, 11, P ≤ 

0.018）和稻纵卷叶螟（F ≥ 30.423, df = 3, 11, P < 

0.001）的防治效果显著高于喷雾对照。直播第

48 天调查结束后，喷雾对照小区对二化螟和稻

纵卷叶螟进行了喷雾防治。直播后第 62 天和第

90 天，药剂处理小区的螟害株率（F ≤ 21.974, 

df = 4, 14, P < 0.001）和卷叶株率（F ≤ 18.204, 

df = 4, 14, P < 0.001）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第 62

天，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螟害株率

（F = 22.667, df = 4, 14, P < 0.001）和卷叶株率

（F = 18.661, df = 4, 14, P < 0.001）显著低于喷

雾对照，对二化螟（F = 12.062, df = 3, 11, P = 

0.002）和稻纵卷叶螟（F = 7.178, df = 3, 11, P = 

0.012）的防治效果显著高于喷雾对照。第 90 天，

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卷叶株率显著

低于喷雾阿维（F = 18.204, df = 4, 14, P < 

0.001），对稻纵卷叶螟（F = 10.442, df = 3, 11, P = 

0.004）的防治效果显著高于喷雾阿维。说明

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二化螟和稻纵

卷叶螟的防治效果优于喷雾对照和空白对照。 

移栽田的螟害株率和卷叶株率在不同处理

间差异显著（表 4，表 5）。移栽后第 14、第 28

和第 42 天，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处理的螟害株率

（F ≥ 35.396, df = 4, 14, P < 0.001）和卷叶株

率（F ≥ 15.931, df = 4, 14, P < 0.001）显著低

于其它处理，对二化螟（F ≥ 11.997, df = 3, 11, 

P ≤ 0.002）和稻纵卷叶螟（F ≥ 19.346, df = 3, 

11, P ≤ 0.001）的防治效果显著高于喷雾对照。

移栽第 42 天调查结束后，喷雾对照小区对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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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水稻秧苗和根系长势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seed dressing with different doses of chlorantraniliprole on rice seedling and root growth 

直播 Direct-seeded rice 移栽 Transplanted rice 

处理 Treatments 秧苗长势 
Seedling growth

根系长势 
Root growth

秧苗长势 
Seedling growth 

根系长势 
Root growth

150 mL/hm2 拌种 Seed dressing 150 mL/hm2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120 mL/hm2 拌种 Seed dressing 120 mL/hm2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 – – – 

 

螟和稻纵卷叶螟进行了喷雾防治。移栽后第 56

天和第 70 天，药剂处理小区的螟害株率（F ≥ 

18.101, df = 4, 14, P < 0.001）和卷叶株率（F ≤ 

7.836, df = 4, 14, P ≤ 0.004）显著低于空白对

照。第 56 天，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

螟害株率显著低于喷雾对照（F = 20.886, df = 4, 

14, P < 0.001），对二化螟（F = 7.263, df = 3, 11, P = 

0.011）的防治效果显著高于喷雾阿维。表明

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二化螟的防治

效果优于喷雾对照和空白对照。 

直播后 48-90 d，移栽后 42-70 d，氯虫苯甲

酰胺拌种处理的螟害株率呈上升趋势，喷雾对照

的螟害株率呈下降趋势（表 2，表 4）。氯虫苯甲

酰胺拌种处理中，直播后第 90 天的螟害株率显

著高于第 48 天（F = 10.476, df = 4, 14, P = 

0.001）；移栽后第 56 和第 70 天的螟害株率显著

高于第 42 天（F ≥ 9.378, df = 4, 14, P ≤ 

0.002）。喷雾对照中，直播后第 62 和第 90 天的

螟害株率显著低于第 48 天（F = 15.017, df = 4, 14, 

P < 0.001）；移栽后第 56 和第 70 天的螟害株率

显著低于第 42 天（F ≥ 9.085, df = 4, 14, P ≤ 

0.002）。说明随直播或移栽天数延长，氯虫苯甲

酰胺拌种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逐渐降低，喷雾对

照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逐渐升高。 

2.4  不同药剂处理对水稻产量和产量构成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直播田有效穗数、穗长、每穗粒

数、结实率、千粒重和产量有显著影响（表 6）。

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水稻有效穗数

分别比喷雾氯虫和喷雾阿维的有效穗数显著增

加了 4.4%和 7.8%，12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

种的有效穗数比喷雾阿维的有效穗数显著增加

6.3%（F = 31.365, df = 4, 14, P < 0.001）。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穗长显著长于其它处理（F = 

36.846, df = 4, 449, P < 0.001）。150 mL/hm2 氯虫

苯甲酰胺拌种的每穗粒数比喷雾阿维显著增加

8.4%（F = 5.593, df = 4, 449, P < 0.001）。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结实率显著高于其它处理

（F = 13.416, df = 4, 449, P < 0.001）。氯虫苯甲

酰胺拌种处理的千粒重显著高于其它处理（F = 

18.390, df = 4, 14, P < 0.001）。150 mL/hm2 和

12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产量最高，分

别为 7 580.0 kg/hm2和 7 271.1 kg/hm2。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产量分别比喷雾氯虫和喷

雾阿维显著增加 7.0%和 8.9%（F = 17.074, df = 4, 

14, P < 0.001）。 

移栽田有效穗数、穗长、每穗粒数、结实率、

千粒重和产量在不同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表

6）。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处理的有效穗数（F = 

38.278, df = 4, 14, P < 0.001）和千粒重（F = 

63.852, df = 4, 14, P < 0.001）显著高于其它处理。

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穗长显著长于

其它处理（F = 48.968, df = 4, 449, P < 0.001）。

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每穗粒数比喷

雾氯虫显著增加 7.5%（F = 3.042, df = 4, 449, P = 

0.017）。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结实率

显著高于除 12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以外

的其它处理（F = 22.890, df = 4, 449, P < 0.001）。

150 mL/hm2 和 12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

产量最高，分别为 7 865.2 kg/hm2 和 7 532.5 

kg/hm2。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产量分

别比喷雾氯虫和喷雾阿维显著增加 8.2%和

14.9%，12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产量比

喷雾阿维显著增加 10.1%（F = 42.293, df = 4, 14,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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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长期以来，以茎叶喷雾为主的化学防治是防

控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重要措施（唐涛等，

2016）。但茎叶喷雾存在药剂用量大、施药频率

高、污染环境、害虫产生抗药性等弊端（傅锡敏

和薛新宇，2008；高希武，2010）。药剂拌种作

为一种高效、环保、省工、省力的精准施药技术，

可有效避免上述弊端（张舒和胡洪涛，2017）。

已有报道表明，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可有效防治水

稻、玉米和花生上的多种害虫（Lanka et al.，2013；

Hamm et al.，2014；Adams et al.，2015；何发林

等，2019，2020；Villegas et al.，2019；于居龙等，

2019，2020）。 

本研究发现，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水稻种子

发芽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处

理的秧苗和根系长势明显优于空白对照，长势较

旺。这与其它文献报道的结果相类似。氯虫苯甲

酰胺拌种对水稻、玉米和花生种子萌发没有不良

影响，对出苗和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季正文，2010；

何发林等，2019，2020；于居龙等，2019）。氯

虫苯甲酰胺拌种水稻的秧苗成秧率和长势均好

于空白对照（董金和和康启中，2020）。 

本研究结果表明，直播后 20-62 d，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的卷叶株率显著低于对照，对

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在 71.40%以上；移栽后

14-42 d，150 mL/hm2 和 120 mL/hm2 氯虫苯甲酰

胺拌种的卷叶株率显著低于对照，对稻纵卷叶螟

的防治效果在 66.40%-84.92%之间。说明在直播

和移栽模式下，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稻纵卷叶螟

的防治效果优于喷雾对照和空白对照。其它研究

也报道了类似结果。于居龙等（2019）研究发现，

不同药剂拌种以氯虫苯甲酰胺的防效最好，当氯

虫苯甲酰胺拌种有效药量达 45 g/hm2 时，不同种

植模式播种 88 d 后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效均在

90%以上。于居龙等（2020）用氯虫苯甲酰胺拌

种（有效药量 60-120 g/hm2），直播、手栽和机

插 3 种种植模式，播种后 90-110 d，保叶效果在

82%-97.13%之间，拌种处理的保叶效果及持效

期均优于常规喷雾防治。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稻

纵卷叶螟的防效较好，拌种处理的卷叶率（2.9%）

明显低于农户自防的卷叶率（12.8%）（董金和和

康启中，2020）。噻呋酰胺、氯虫苯甲酰胺和三

氟苯嘧啶混合拌种，对稻纵卷叶螟的保叶防效为

68%-90%，防效与拌种剂量成正比（何东兵等，

2019）。唐涛等（2013）利用氟虫双酰胺拌种，

播 种 后 64 d 对 稻 纵 卷 叶 螟 的 防 效 仍 在

63.19%-77.27%之间。 

詹国荣等（2012）研究发现，水稻直播后

35-48 d，药剂拌种处理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显著

高于空白对照。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花生和玉

米沟金针虫、铜绿丽金龟及小地老虎具有很好的

防治效果和持效性（何发林等，2019，2020）。

本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

二化螟防效较高，持效期长。直播后 20-62 d，

移栽后 14-56 d，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

的螟害株率显著低于对照，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

在93.33%以上。表明在不同种植模式下，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明显高

于喷雾对照和空白对照。 

本文发现，直播和移栽模式下，150 mL/hm2

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处理的有效穗数、穗长、结实

率、千粒重和产量均显著高于喷雾对照和空白对

照。这与董金和和康启中（2020）报道的结果相

一致。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对花生和玉米也具有明

显的增产效应（何发林等，2019，2020）。水稻

增产原因可能与直播和移栽各处理小区稻飞虱

及水稻病害的防治措施相同，而氯虫苯甲酰胺拌

种降低了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危害有关；也可

能与氯虫苯甲酰胺拌种能促进水稻生长（季正

文，2010），增加有效穗数、穗长、每穗粒数、

结实率和千粒重（董金和和康启中，2020）有关，

但增产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湖南一季中稻区，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的常

规防治至少需要两次或两次以上。本研究利用氯

虫苯甲酰胺拌种，播种期一次施药，直播后 90 d

内，移栽后 60 d 内，可有效控制二化螟和稻纵

卷叶螟危害，同时能促进水稻生长，具有增产效

应。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将开放式给药转变为隐蔽

式携药，利用其优异的内吸传导特性将药剂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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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植株各部位，既可有效防控二化螟和稻纵卷叶

螟，减少水稻前、中期防治次数；也可避免茎叶

喷雾对天敌的伤害，有助于发挥天敌的自然控制

作用（于居龙等，2019）。 

本文和前人（詹国荣等，2012；唐涛等，2013；

李伟群等，2014；康敏等，2016；何东兵等，2019；

于居龙等，2019，2020；张国等，2019a，2019b；

董金和和康启中，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药剂

拌种能有效降低害虫的危害，减少大田杀虫剂的

使用次数和使用量，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面积

的面源农药污染，有助于取得较好的生态效益。

综上所述，药剂拌种作为一种对环境友好的害虫

防治方式，具有作用靶标精准、省时省力、持效

期长、对土壤和水体污染小、对种子萌发安全及

利于保护天敌等优点，可作为水稻害虫绿色防控

的主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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