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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2009年在江西、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四川等7省进行20%氯虫苯甲酰胺SC防治稻

纵卷叶螟和二化螟大田示范试验。结果表明:施药后7d氯虫苯甲酰胺对稻纵卷叶螟的杀虫效果为90.2%~
100.0%,药后14d对稻纵卷叶螟的保叶效果为82.9%~96.8%,均高于对照药剂5%氟虫腈SC药后7d杀虫

效果和药后14d的保叶效果;施药后21d氯虫苯甲酰胺对二化螟的杀虫效果和保苗(穗)效果分别为89.0%~
96.9%、82.8%~96.0%,均高于对照药剂5%氟虫腈SC和48%毒死蜱EC药后21d的杀虫效果和保苗(穗)

效果;氯虫苯甲酰胺对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可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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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虫苯甲酰胺(通用名Chlorantraniliprole,商
品名Rynaxypyr®,康宽)是由杜邦公司研发的邻氨

基苯甲二酰胺类(anthranilicdiamede)杀虫剂,它具

有作用机理新颖、杀虫谱广、对哺乳动物毒性低、对
非靶标生物(如鸟、鱼、蚯蚓以及微生物等)影响较小

等特点[1-2]。氯虫苯甲酰胺主要是胃毒型杀虫剂,并
具有一定的触杀作用和内吸渗透性,且持效期较长。
该药剂的杀虫机理主要是作用于昆虫体内的鱼尼丁

受体,鱼尼丁受体在昆虫肌肉运动控制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它作为有选择性的离子通道,能够调节钙离

子的释放,而肌肉细胞的收缩需要钙离子从钙库中

有规律地释放到细胞质中[3-4]。当氯虫苯甲酰胺化

合物分子进入昆虫体内后,与肌肉细胞内的鱼尼丁

受体结合,导致该受体通道长时间开放,钙离子从钙

库中无限制地释放到细胞质中,最终可致使害虫瘫

痪死亡。
氯虫苯甲酰胺是广谱性杀虫剂,对危害水稻、棉

花、蔬菜等农作物重要的鳞翅目害虫,如二化螟、三
化螟、稻纵卷叶螟、大螟、小菜蛾、菜青虫、棉铃虫、甜
菜夜蛾等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同时,该药对哺乳

动物毒性较低,对重要的寄生性天敌、捕食性天敌和

传粉昆虫安全,对非靶标生物,如鸟、鱼、哺乳动物、

蚯蚓、微生物、藻类以及其他植物等影响很小[5]。然

而,研究表明氯虫苯甲酰胺对无脊椎动物具有选择

性,一些水生无脊椎动物如水蚤对氯虫苯甲酰胺敏

感。到2009年2月止,氯虫苯甲酰胺已先后在美

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中国、韩国、巴西等50多

个国家获准登记[6]。2008-2009年,笔者在江西、
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四川等7省进行了大

田示范试验,旨在全面验证氯虫苯甲酰胺对稻纵卷

叶螟和二化螟的田间防治效果,并为大面积示范和

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施 用 药 剂:20% 氯 虫 苯 甲 酰 胺 SC(康 宽

TM200SC),美国杜邦公司生产,用药量30g/hm2

(a.i.,有效成分,下同);对照药剂:5%氟虫腈SC,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用药量37.5
g/hm2;48%毒死蜱EC,陶氏益农生产,用药量576
g/hm2;空白对照为清水。
1.2 试验设计

供试水稻品种、试验田面积、水稻移栽期、防治

对象、移栽期、施药期等详见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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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氯虫苯甲酰胺防治稻纵卷叶螟大田示范试验设计和安排

Table1 ThedesignandarrangementfoethefielddemonstrationexperimentsofriceleafrollerwithChlorantraniliprole

年份
Year

试验地点
Testplace

试验品种
Testvariety

试验面积
/m2

Testarea

移栽期(月/日)
Transplanting
date(m/d)

施药期(月/日)
Pestsideapplication
date(m/d)

代别
Generation

江西 上高
JiangxiShanggao

中稻新两优6号
Mid-seasonrice
Xingliangyou6

2200 06/20
卵孵高峰至1龄幼虫高蜂期7/19
Peakofegghatchingtopeak
of1stinstarlarvae7/19

3

2008
浙江 长兴
ZhejiangChangxing

晚粳武运粳7号
Latejaponica
Wuyunjing7

800 06/25
卵孵高峰期07/24
Peakofegghatching07/24

2

湖南 宁乡
HunanNingxiang

杂交稻富优1号
HybridriceFuyou1

4000 06/20
卵孵高峰期07/01
Peakofegghatching07/01

2

安徽 凤台
AnhuiFengtai

中稻皖稻68
Mid-seasonrice
Wandao68

667 06/22
卵孵高峰期08/11
Peakofegghatching08/11

3

2009
浙江 兰溪
ZhejiangLanxi

单季晚稻福丰优11
Singlelaterice
Fufengyou11

1600 06/12
卵孵高蜂至1龄幼虫高蜂期08/06
Peakofegghatchingtopeak
of1stinstarlarvae08/06

3

江苏 仪征
JiangsuYizheng

武育粳23
Wuyujing23

143 6/17
卵孵高蜂至低龄幼虫高峰期08/04
Peakofegghatchingtopeak
oflowinstarlarvae08/04

3

表2 氯虫苯甲酰胺防治二化螟大田示范试验设计和安排

Table2 ThedesignandarrangementfoethefielddemonstrationexperimentsofstripedriceborerwithChlorantraniliprole

年份
Year

试验地点
Testplace

试验品种
Testvariety

试验面积
/m2

Testarea

移栽期(月/日)
Transplanting
date(m/d)

施药期(月/日)
Pestsideapplication
date(m/d)

代别
Generation

2008
江苏 仪征
JiangsuYizheng

杂交稻协优332、136
Hybridrice
Xieyou332,136

667 06/01-10
卵孵盛末期08/04
Shinglateof
egghatching08/04

2

湖北 潜江
HubeiQianjiang

中稻丰两优Ⅱ号
Mid-seasonrice
FengliangyouⅡ

1333 06/03
卵孵高峰期7/25
Peakofegghatching07/25

2

四川 合江
SichuanHejiang

冈优881
Gangyou881

667 06/01-10
卵孵高峰期6/28
Peakofegg
hatching06/28

2

2009
湖南 湘乡
HunanXiangxiang

晚稻丰源优299
Laterice
Fengyuanyou299

2133 06/20
1龄高峰期07/05
Peakof1st
instarlarvae07/05

2

安徽 凤台
AnhuiFengtai

淮稻9号
Huaidao9 4334 06/17

卵孵高峰期08/01
Peakofegg
hatching08/01

2

1.3 调查与统计方法

1)稻纵卷叶螟。水稻田间各处理在施药后7d
和14d调查分别2次。每小区采用对角线5点取

样,每点取10丛稻株,共调查50丛,摘取卷叶数,并
剥取活虫数,计算杀虫效果和保叶效果。

2)二化螟。于施药后21d空白区螟害基本定

局时进行药效调查。每小区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方

法,每个处理调查100丛稻株。统计其总株数和枯

心数,根据以下公式计算枯心率、杀虫效果和保苗效

果。于施药后24d调查试验小区内稻株白穗(包括

枯孕穗)数,统计其总穗数;每小区随机拔取100株

白穗(带根部的整株),带回室内剥查活虫,根据带虫

率推算处理区内残虫量,或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法,
在每个区选取10个点,每点查5丛稻株,共查50
丛,计算白穗率和防治效果。

3)计算公式。

杀虫效果=
对照区活虫数-处理区活虫数

对照区活虫数 ×100%

保叶效果=
对照区卷叶数-处理区卷叶数

对照区卷叶数 ×100%

枯心率=
调查区枯心稻株数
调查区总稻株数 ×10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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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苗效果=
对照区枯心率-处理区枯心率

对照区枯心率 ×100%

白穗率=
调查区白穗数

调查区有效穗数×100%

保穗效果=
对照区白穗数-处理区白穗数

对照区白穗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氯虫苯甲酰胺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效果

由表3可知,2008年在江西上高、浙江长兴、湖
南宁乡、安徽凤台等稻区用氯虫苯甲酰胺处理后

7d,对 稻 纵 卷 叶 螟 的 杀 虫 效 果 分 别 为92.6%、

97.7%、100.0%、92.9%,对照药剂氟虫腈的杀虫效

果分别为90.5%、89.5%、88.6%、91.2%;施药后

14d的保叶效果分别为94.5%、82.9%、91.8%、

93.5%,对照药剂分别为92.9%、77.2%、76.8%、

92.4%。2009年在浙江兰溪、江苏仪征用氯虫苯甲

酰胺处理后7d,对稻纵卷叶螟的杀虫效果分别为

92.3%、90.2%,对照药剂氟虫腈的杀虫效果分别为

76.9%、80.4%;施药后14d的保叶效果为96.8%、

84.8%,对照药剂氟虫腈的杀虫效果分别为88.8%、

80.7%(表3)。
大田药效示范试验结果表明,氯虫苯甲酰胺对

稻纵卷叶螟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其施药后7d杀虫

效果和施药后14d的保叶效果均高于常用药剂氟

虫腈,且持效期长达14d以上,可在生产上大面积

推广使用。
表3 氯虫苯甲酰胺防治稻纵卷叶螟大田示范试验结果

Table3 Theresultofthefielddemonstrationexperiments

ofriceleafrollerwithChlorantraniliprole

年份
Year

试验地点
Testplace

药剂1)

Insec-
ticides

杀虫
效果/%
Mortality

保叶效果/%
Protect
leafeffect

2008

江西 上高
JiangxiShanggao
浙江 长兴
ZhejiangChangxing
湖南 宁乡
HunanNingxiang
安徽 凤台
AnhuiFengtai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92.6
90.5
97.7
89.5
100.0
88.6
93.3
91.7

94.5
92.9
82.2
77.5
91.8
76.8
93.5
92.4

2009

浙江 兰溪
ZhejiangLanxi
江苏 仪征
JiangsuYizheng

Ⅰ
Ⅱ
Ⅰ
Ⅱ

92.3
76.9
90.2
80.4

96.8
88.8
84.8
80.2

 1)Ⅰ:氯虫苯甲酰Chlorantraniliprole;Ⅱ:氟虫晴Fipronil.

2.2 氯虫苯甲酰胺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

由表4可知,2008年在江苏仪征、湖北潜江等

稻区用氯虫苯甲酰胺处理后21d,氯虫苯甲酰胺对

二化螟的杀虫效果分别为92.1%、93.2%,对照药

剂氟虫腈的杀虫效果分别为84.7%、93.0%;防治

二化螟的保苗(穗)效果分别为91.0%、83.4%,对
照药剂为70.7%、77.1%。2009年在四川合江、湖
南湘乡、安徽凤台等稻区用氯虫苯甲酰胺处理后

21d,氯虫苯甲酰胺对二化螟的杀虫效果分别为

96.0%、96.9%、89.0%,对照药剂毒死蜱的杀虫

效果分别为74.6%、79.6%、74.1%;防治二化螟

的保苗(穗)效果分别为96.0%、94.3%、82.8%,
对照药剂分别为74.6%、80.1%、74.1%。各省用

氯虫苯甲酰胺处理后21d对二化螟的杀虫效果均

高于照药剂氟虫腈和毒死蜱。
大田药效示范试验结果表明,氯虫苯甲酰胺对

二化螟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其施药后21d对二化螟

的杀虫效果和保苗(穗)效果均高于常用药剂氟虫腈

和毒死蜱,且持效期长达21d以上,可在生产上大

面积推广使用。
表4 氯虫苯甲酰胺防治二化螟大田示范试验结果

Table4 Theresultofthefielddemonstrationexperiments

ofriceborerwithChlorantraniliprole

年份
Year

试验地点
Testplace

药剂1)

Insec-
ticides

杀虫
效果/%
Mortality

保苗效果/%
Protect
seedeffect

2008

江苏 仪征
JiangsuYizheng
湖北 潜江
HubeiQianjiang

Ⅰ
Ⅱ
Ⅰ
Ⅱ

92.1
84.7
93.2
93.0

91.0
70.7
83.4
77.1

2009

四川 合江
SichuanHejiang
湖南 湘乡
HunanXiangxiang
安徽 凤台
AnhuiFengtai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96.0
74.6
96.6
79.6
89.0
74.1

96.0
74.6
94.3
80.1
82.8
74.1

 1)Ⅰ:氯虫苯甲酰Chlorantraniliprole;Ⅱ:氟虫晴Fipronil.

3 讨 论

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都是水稻的重要害虫,在
生产上应用化学农药进行大面积防治时,既要保证

效果好,又要保护好天敌。上述大田药效示范试验

结果表明,20%氯虫苯甲酰胺SC对稻纵卷叶螟和

二化螟有很好的杀虫、保叶、保苗(穗)的防治效果,
持效期长达14~21d,且对天敌影响较小,因此可在

生产上大面积推广。使用20%氯虫苯甲酰胺SC防

治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宜在害虫卵孵盛期或发生

高峰期兑水喷雾施药(防治二化螟白穗可在卵孵高

峰至1龄幼虫高峰期施药),用药量30g/hm2,每

667m2 兑水30kg。为了避免害虫产生抗药性,建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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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水稻每生长季限制使用1次为宜,并应与其他

类别的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交替轮换使用。
由于20%氯虫苯甲酰胺SC具有较强的渗透

性,药剂能穿过植物茎部表皮细胞层进入木质部,并
沿木质部传导至未施药的其他部位,因此在田间进

行施药防治时,建议采用弥雾喷洒或细雾喷洒施药。
但当气温高、田间蒸发量大时,应选择上午10:00以

前、下午4:00以后施药,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用药量,
也可以更好地增加作物的受药液量和渗透性,有利

提高防治效果。
致谢 江西省上高县植保站、浙江省长兴县植保站、浙江省

兰溪市植保站、江苏省仪征市植保站、湖北省潜江市植保站、

湖南省湘乡市植保站、湖南省宁乡县植保站、安徽省凤台县

植保站、四川省合江县植保站,在药剂大田示范试验中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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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fielddemonstrationexperimentsofriceleafrollerandstripedriceborerwithChlo-
rantraniliprole20% SC wereconductedinJiangxi,Zhejiang,Anhui,Hubei,Hunan,Jiangsu,Sichuan
Provincefromtheyearof2008to2009inChina.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rangeofinsecticidalac-
tivityandleavesprotectingeffectstowardsriceleafrollerwere90.2%-100.0% (for7daysaftertreat-
ment)and82.9%-96.8%(for14daysaftertreatment)respectively,whichwerehigherthanthoseof
fipronil5% SC.Therangeofinsecticidalactivityandseedling(orspike)protectingeffectstowards
stripedriceborerwere89.0%-96.9%and82.8%-96.0% (for21daysaftertreatment)respectively,

whichwerehigherthanthoseoffipronil5%SCandchlorpyrifos48%EC.Theresultsoffielddemon-
strationexperimentsrevealedthatChlorantraniliprolewasmoreeffectiveinthecontrolofriceleafroller
andstripedriceborer,whichcanbepromotedinpracticeandmeanwhile,theapplicationtechnologiesin
thelargefieldareaswereprovided.

Keywords Chlorantraniliprole;riceleafroller;stripedriceborer;fielddemonstration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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