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８－０９－０３　 　 接受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基金项目: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２０１１ＤＦＢ３００４０)ꎻ 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ＩＡ００９)ꎻ云南省现代农业水稻产业技术体系

作者简介: 尹艳琼ꎬ 女ꎬ 副研究员ꎮ 研究方向:农业害虫综合治理ꎮ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ｙｑ１９７７＠ ｓｉｎａ.ｃｏｍ
∗通信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ａｄ６８＠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７８７.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２

滇中稻区稻水象甲的卵巢发育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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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开展稻水象甲卵巢发育、扩散能力和防治药剂的筛选研究ꎬ为云南稻水象甲的防治提供依据ꎮ 【方法】对成虫

采用卵巢解剖法ꎬ确定卵巢的发育进度和产卵期ꎻ采用田间系统调查法和染色法明确扩散范围ꎻ采用浸叶法对常用杀虫剂

进行室内筛选ꎮ 【结果】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下旬至 ５ 月上旬秧苗期ꎬ稻水象甲Ⅱ级卵巢达 １００％ꎬⅢ级卵巢的平均抱卵量为 ８
粒头－１ꎬ最大抱卵量为 ２３ 粒头－１ꎮ 秧田返栽田的幼虫、成虫虫口密度明显高于大田ꎬ秧田返栽田的幼虫虫量是大田的

４.８２ 倍ꎬ第一代成虫是大田的 ６.５０ 倍ꎮ 烯啶虫胺、毒死蜱、辛硫磷、三唑磷、锐劲特对稻水象甲成虫防效在 ９６.１１％以上ꎮ
【结论】滇中稻水象甲自然传播的范围小ꎬ随稻秧移栽是稻水象甲的主要传播方式ꎬ秧苗揭膜 １ 周后至移栽前是化学防治的

关键期ꎬ建议选用烯啶虫胺、辛硫磷、三唑磷、锐劲特在此期间开展田间防控ꎮ
关键词: 稻水象甲ꎻ 卵巢发育ꎻ 扩散能力ꎻ 药剂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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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水象甲 Ｌｉｓｓｏｒｈｏｐｔｒｕｓ ｏｒｙｚｏｐｈｉｌｕｓ (Ｋｕｓｃｈｅｌ)是
一种危险的检疫性害虫ꎬ孤雌生殖型(翟保平等ꎬ
１９９８)ꎬ一旦侵入新区ꎬ将很快上升为水稻的主要常

发性害虫(孙富余等ꎬ１９９７)ꎮ 稻水象甲主要通过成

虫啃食稻叶、幼虫蛀食稻根对水稻造成危害(何永

福等ꎬ２０１７)ꎬ幼虫蛀食稻根造成植株矮化ꎬ分蘖少ꎬ
导致减产ꎮ 卵巢解剖法能为稻水象甲大发生区域

的监测、预报和及时防控提供依据 (朱晓敏等ꎬ
２０１５)ꎬ准确预测成虫产卵期ꎬ将其消灭于产卵之前

(翟保平等ꎬ１９９９ａ)ꎮ 滇中稻区稻水象甲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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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代ꎬ４ 月份越冬代成虫会随秧苗被携带迁移

到大田移栽苗上取食产卵ꎬ形成 １ 代致害种群ꎬ因
此ꎬ越冬代成虫是防治的重点(尹艳琼等ꎬ２０１６)ꎮ
本研究通过定期调查和解剖稻水象甲ꎬ掌握越冬代

成虫的卵巢发育进度ꎬ准确预测预报迁入水稻秧田

的越冬代稻水象甲产卵时间ꎬ确定田间的最佳防治

时期ꎬ并筛选适合的有效药剂进行及时防控ꎬ以减

轻其危害程度ꎬ减少成灾面积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在位于昆明市嵩明县

(２５°１７′４７″ Ｎꎬ１０３°８′３７″ Ｅꎬ海拔 １９０３ ｍ)大桥村和

腰站村中稻粳稻区的秧田返栽田和大田进行ꎬ水稻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上旬播种ꎬ５ 月中旬移栽ꎬ１０ 月上旬

收获ꎮ
１.２　 稻水象甲卵巢发育进度和卵量调查

在嵩明县大桥村和腰站村稻水象甲发生区ꎬ采
集秧田返栽田田埂土壤中的越冬虫态和稻株上的

成虫进行解剖ꎬ解剖数量为 ３０ 头ꎮ 解剖方法及卵

巢发育程度的分级标准参照翟保平等(１９９９ｂ)所述

方法ꎬ记录卵巢发育级别和卵巢内的成熟卵粒数ꎮ
１.３　 稻水象甲幼虫和成虫调查

１.３.１　 幼虫调查　 调查时间为水稻移栽期至抽穗

期(５ 月 ２６ 日—８ 月 １８ 日)ꎮ 幼虫的调查采用水洗

法ꎬ分别选取秧田返栽田和大田(各 ５ 块)进行调

查ꎬ每块稻田随机选取 ５ 丛带泥稻苗ꎬ将带泥土的

水稻根部放入 ６０ 目分样筛ꎬ用水冲洗干净ꎬ然后分

离泥土水中的植株残渣和细泥土ꎬ记录幼虫的数

量ꎮ 每 １５ ｄ 调查一次ꎬ共 ６ 次ꎮ
１.３.２　 成虫调查　 调查时间为水稻移栽期至抽穗

期(５ 月 ２６ 日—８ 月 １８ 日)ꎮ 成虫的调查采用拍盘

法ꎬ分别选取秧田返栽田和大田(各 ５ 块)进行调

查ꎬ每块稻田随机选取 １０ 丛稻株ꎬ每 ２ 丛 １ 盘ꎬ记
录每盘的成虫数ꎮ 每 １５ ｄ 调查一次ꎬ共 ６ 次ꎮ
１.４　 标记释放方法

１.４.１　 标记液的配比　 酒精 ∶ 碱性品红 ∶ 紫外荧

光粉 ∶ 阿拉伯树胶 ∶ 水 ＝ ７０ ∶ ０.３ ∶ ０.１５ ∶ ０.０１ ∶
２９.５４(体积比)(沈慧梅等ꎬ２０１６)ꎮ
１.４.２　 标记方法　 在田间观察稻水象甲迁飞生物

学行为特点的基础上ꎬ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 １７ 时至

日落天黑ꎬ进行稻水象甲的标放试验ꎮ 将水稻植株

顶部的稻水象甲用扫虫网收集ꎬ去除蜘蛛、水稻花

粉等杂物后ꎬ把所收集到的稻水象甲倒入已经配制

好的染色液中浸泡 １０ ｓ 后滤出ꎬ在纸上均匀摊开ꎬ
接在稻株上ꎬ观察其迁飞行为、迁飞方向ꎮ
１.４.３　 虫源回收　 在水稻收割完毕后ꎬ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结合越冬调查ꎬ每月一次ꎬ共 ６
次ꎮ 每次从释放点顺着观察到的迁飞方向ꎬ在距离

释放点 １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 ｍ 处采集田埂土壤的

越冬态稻水象甲ꎬ观察其中是否有染色过的虫体ꎮ
１.５　 杀虫剂室内筛选方法

实验材料:５０％烯啶虫胺可湿性粉剂 ＷＰ(南通

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ꎬ４８％毒死蜱乳油 ＥＣ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ꎬ４０％辛硫磷乳油 ＥＣ(江苏宝

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三唑磷乳油 ＥＣ(湖北

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ꎬ５％锐劲特乳油 ＥＣ(吉林力

生农化农药有限公司)ꎬ１.８％阿维菌素乳油 ＥＣ(湖
北仙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ꎬ７０％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ＷＰ(德国拜耳公司)ꎬ５％茚虫威乳油 ＥＣ(美国杜

邦公司)ꎮ
采用浸叶法ꎬ设 ９ 个处理:烯啶虫胺、毒死蜱、

辛硫磷、三唑磷、阿维菌素、锐劲特、艾美乐、茚虫威

分别为 １０００、５００、１５００、５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倍液ꎬ清水为对照处理(ＣＫ)ꎬ每个处理 ４ 个重复ꎮ
水稻移栽返青后(６ 月 ５ 日)ꎬ在大田采集第一代稻

水象甲成虫ꎬ密封带回室内ꎮ 用预先处理的药剂分

别浸泡 ３ ｃｍ 长的水稻叶片 １０ ｓꎬ然后取出晾干ꎬ放
入直径 ６ ｃｍ 的培养皿内ꎬ接入 ２０ 头稻水象甲成

虫ꎬ用封口膜密封处理ꎮ 接虫后的培养皿放置于

ＲＸＺ￣３８０Ｂ 型人工气候箱(温度:２５ ℃ꎻＲＨ:６５％ ~
７０％ꎻ光照:Ｌ / Ｄ＝ １６ ｈ / ８ ｈ)ꎬ ４８ ｈ 后检查成虫死亡

率ꎬ以虫体侧翻或仰卧不动为死亡标准ꎮ
防治效果计算:虫口减退率 / ％ ＝ (施药前虫口

基数－施药后残存虫数) /施药前虫口基数×１００ꎻ 防

治效果 / ％ ＝(处理虫口减退率－对照虫口减退率) /
(１－对照虫口减退率)×１０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稻水象甲卵巢的发育进度

腰站村调查结果 (图 １) 显示ꎬ越冬代成虫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下旬至翌年 ４ 月下旬)的卵巢以 ０ 级

和Ⅰ级为主ꎬ４ 月中旬以前Ⅰ级卵巢占 １００％ꎬ稻水

象甲在 ４ 月下旬取食杂草或秧苗ꎬ４ 月下旬—５ 月

上旬卵巢开始发育为Ⅱ级ꎬ ５ 月下旬和 ６ 月中旬开

始出现Ⅲ级卵巢的高峰期ꎬ６ 月下旬后卵巢逐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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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Ⅳ级和Ⅴ级ꎮ ７ 月下旬ꎬ第一代成虫始见ꎬ卵巢

级别均为 ０ 级ꎮ 初羽化的稻水象甲在取食水稻叶

片后ꎬ卵巢逐步发育至Ⅰ级ꎮ ９ 月上旬ꎬ土壤中采集

到的稻水象甲卵巢以Ⅰ级为主ꎮ 此后ꎬ卵巢一直保

持不发育状态ꎬ直到翌年的 ２—３ 月均处于Ⅰ级ꎮ
大桥村调查(图 ２)与腰站大体一致ꎬ因大桥的

播种期比腰站村提前ꎬ大桥稻水象甲的Ⅲ级卵巢高

峰期(５ 月 １３ 日—６ 月 ２５ 日)和第一代 ０ 级卵巢高

峰期(７ 月 ３ 日—８ 月 １４ 日)比腰站Ⅲ级卵巢高峰

期(５ 月 ２２ 日—６ 月 ２５ 日)和第一代 ０ 级卵巢高峰

期(７ 月 ２５ 日—８ 月 ２７ 日)分别提前了 ９ 和 ２２ ｄꎬ
说明稻飞象甲的生态学特性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ꎮ

图 １　 腰站村稻水象甲卵巢发育进度
Ｆｉｇ.１　 Ｏｖ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ｅｅｖｉｌ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ꎬ Ｙａｏｚｈａｎ)

２ 月 ２７ 日—５ 月 ２２ 日为土壤中越冬代虫源卵巢发育进度ꎬ５ 月 ２２ 日—７ 月 １７ 日为稻株上越冬代虫源卵巢发育进度ꎬ
７ 月 ２５ 日—８ 月 ２１ 日为稻株上第一代虫源卵巢发育进度ꎬ８ 月 ２１ 日—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土壤中第一代越冬虫源卵巢发育进度ꎮ

Ｆｅｂ. ２７ ｔｏ Ｍａｙ. ２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ｓｏｉｌꎬ
Ｍａｙ. ２２ ｔｏ Ｊｕｌ. １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Ｊｕｌ. ２５ ｔｏ Ａｕｇ. ２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Ａｕｇ. ２１ ｔｏ Ｎｏｖ. ３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ｓｏｉｌ.

图 ２　 大桥村稻水象甲卵巢发育进度
Ｆｉｇ.２　 Ｏｖ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ｅｅｖｉｌ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ꎬ Ｄａｑｉａｏ)

２ 月 ２７ 日—５ 月 ２２ 日为土壤中越冬代虫源卵巢发育进度ꎬ５ 月 １３ 日—６ 月 ２５ 日为稻株上越冬代虫源卵巢发育进度ꎬ
７ 月 ３ 日—９ 月 ４ 日为稻株上第一代虫源卵巢发育进度ꎬ８ 月 １４ 日—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土壤中第一代越冬虫源卵巢发育进度ꎮ

Ｆｅｂ. ２７ ｔｏ Ｍａｙ. ２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ｓｏｉｌꎬ
Ｍａｙ. １３ ｔｏ Ｊｕｎ. ２５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Ｊｕｌ. ３ ｔｏ Ｓｅｐ. 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Ａｕｇ. １４ ｔｏ Ｎｏｖ. ３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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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级卵巢是稻水象甲产卵繁殖的主要时期ꎬ全
年只有 １ 个高峰期ꎬ此时正值水稻生长的分蘖期ꎬ
稻水象甲产卵后ꎬ幼虫取食新根ꎬ给水稻的正常生

长、分蘖等带来不利影响ꎬ在其产卵期来临之前即

在Ⅱ级卵巢发育时期(水稻的秧苗期:４ 月下旬—５
月上旬)展开及时防控ꎬ较为省时、省力、高效ꎮ
２.２　 稻水象甲Ⅲ级卵巢的持卵量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稻水象甲田间成虫的平均抱

卵量均在 ８ 粒头－１以上ꎬ７ 月 １０ 日腰站的最大抱卵

量为 ２３ 粒头－１ꎮ 稻水象甲的卵巢发育为逐级发

育ꎬ解剖记录仅为中输卵管内的成熟卵粒数ꎬ未包括

在卵巢小管内的未成熟和已产的卵粒ꎮ 因此ꎬ单头

稻水象甲的实际产卵量应大于解剖记录所得结果ꎮ
稻水象甲产卵部位集中在第 １ 叶鞘(最外叶鞘)ꎬ占
６５％ꎬ其次是第 ２ 叶鞘ꎮ 田间调查稻水象甲的产卵情

况时ꎬ需注意水稻秧苗的最外一个叶鞘部分ꎮ

表 １　 田间成虫抱卵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ｇｇｓ ｌａｉｄ ｂｙ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调查日期 Ｄａｔｅ 地 点 Ｓｉｔｅ 解剖数 / 头
Ｎｏ. 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平均抱卵量 / (粒头－１)
Ｎｏ.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ｇｇｓ

范围 / (粒头－１)
Ｒａｎｇｅ

２００９￣０６￣１８ 腰站 Ｙａｏｚｈａｎ ４５ ８.８４±０.４５ ５~１８
大桥 Ｄａｑｉａｏ ３５ ８.４３±０.６６ ４~１８

２００９￣０６￣２５ 腰站 Ｙａｏｚｈａｎ ３９ ８.７７±０.４８ ４~１６
大桥 Ｄａｑｉａｏ １５ ９.６０±０.８４ ５~１６

２００９￣０７￣１０ 腰站 Ｙａｏｚｈａｎ １４ ７.５０±１.２８ ４~２３
大桥 Ｄａｑｉａｏ ０ ０ ０

２.３　 稻水象甲的扩散行为

如图 ３ 所示ꎬ６ 月上旬为幼虫的初见期ꎬ在整个

生育期内ꎬ秧田返栽田内水稻根部的幼虫量均高于

大田ꎬ６ 月 ２５ 日秧田返栽田内的最高虫量为 ８. ２
头株－１ꎬ大田为 ０.８ 头株－１ꎮ ５ 月 ２６ 日秧田返栽

田越冬代成虫量为 ４.８ 头株－１ꎬ６ 月 １３ 日为 ２.４
头株－１ꎬ分别是大田越冬代成虫虫量的 ４.８ 和 １
倍ꎮ ７ 月中旬第一代成虫出现ꎬ７ 月 １３ 日—８ 月 １８
日ꎬ秧田返栽田的成虫数量明显高于大田ꎬ７ 月 ２６
日秧田返栽田第一代成虫 ８.７ 头株－１ꎬ是大田(１.１
头株－１ ) 的 ７. ９ 倍ꎬ８ 月 １８ 日秧田返栽田 １３. ７
头株－１ꎬ是大田(０.８ 头株－１)的１７.１倍ꎮ 调查结

果说明大田内的越冬代成虫随水稻的移栽而迁入

大田ꎬ秧田返栽田的繁殖率高于大田ꎮ

图 ３　 秧田返栽田与大田成虫和幼虫虫量动态对比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ｃ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ａｎ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如表 ２ 所示ꎬ稻水象甲的迁飞能力较弱ꎬ只在染

色点附近的田埂上发现ꎬ且飞行距离不远ꎬ仅 ３ ~ ５
ｍꎮ 由于稻水象甲在土中越冬的特性ꎬ标记回收的

难度比其他迁飞昆虫要大ꎬ结合秧田与大田幼虫、
成虫田间虫量对比表明ꎬ滇中稻区稻水象甲自然传

播的范围小ꎮ 在长期的调查中发现ꎬ水稻移栽期灌

溉沟渠中的杂草上有一定数量的稻水象甲ꎬ说明滇

中稻区稻水象甲随稻秧移栽和水流传播是其主要

扩散方式ꎮ

表 ２　 稻水象甲的染色标记回收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ｒｉ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ｅｅｖｉｌ

回收
日期
Ｄａｔｅ

采集虫
量 / 头

Ｎｏ.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回收标记
虫量 / 头

Ｎｏ.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飞行
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ｍ

迁飞
方向
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１０￣２１ ５０ ６ ３~５ 西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３３ ３ ５ 西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２.４　 室内药剂筛选

如表 ３ 所示ꎬ在所测药剂中ꎬ４８％毒死蜱 ＥＣ、
４０％辛硫磷 ＥＣ、２０％三唑磷 ＥＣ、５％锐劲特 ＥＣ、５０％
烯啶虫胺 ＷＰ 对稻水象甲均有较好的效果ꎬ４８ ｈ 防

效分别为: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９６.１１％ꎬ可用

于秧苗揭膜至移栽前ꎬ以及第一代成虫羽化后至迁

移越冬期间的化学防治ꎮ １.８％阿维菌素 ＥＣ４８ ｈ 防

效为 ５０.６５％ꎻ表现较差的是 ５％茚虫威 ＥＣ 和 ７０％
吡虫啉 ＷＰꎬ４８ ｈ 防效仅达２９.８７％和 ２４.６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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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８ 种药剂对稻水象甲成虫存活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ｒｉ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ｅｅｖｉｌ ａｄｕｌｔｓ

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处理虫数 / 头
Ｎｏ.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药后 ４８ 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４８ ｈ

活虫数 / 头
Ｎｏ.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ａｌｉｖｅ

平均虫口减退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 ％

平均防治效果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 ％

４８％毒死蜱 Ｃｈｌｏｒｐｙｒｉｆｏｓ ＥＣ ８０ 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４０％辛硫磷 Ｐｈｏｘｉｍ ＥＣ ８０ 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２０％三唑磷 Ｔｒｉａｚｏｐｈｏｓ ＥＣ ８０ 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５％锐劲特 Ｒｅｇｅｎｔ ＥＣ ８０ 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５０％烯啶虫胺 Ｎｉｔｅｎｐｙｒａｍ ＷＰ ８０ ３ ９６.２５ａ ９６.１１ａ
１.８％阿维菌素 Ａｖｅｒｍｅｃｔｉｎ ＥＣ ８０ ３８ ５２.５０ｂ ５０.６５ｂ
５％茚虫威 Ｉｎｄｏｘａｃａｒｂ ＥＣ ８０ ５４ ３２.５０ｃ ２９.８７ｃ
７０％吡虫啉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 ＷＰ ８０ ５８ ２７.５０ｃ ２４.６８ｃ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ａｔｅｒ) ８０ ７７ ３.７５ ０

　 　 同列数据后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３　 讨论
研究表明ꎬ滇中稻区稻水象甲全年只有一个产

卵繁殖期ꎬ产卵期主要处于水稻的分蘖期(５ 月下

旬和 ６ 月中旬)ꎬ产卵之前即 ４ 月下旬—５ 月上旬水

稻移栽前是防治的关键期ꎮ 秧田返栽田幼虫量比

大田高ꎬ这与贵州发生区研究结果一致(何永福等ꎬ
２０１３ꎻ 廖国会等ꎬ２０１２)ꎮ 云南滇中稻区水稻秧田

期为稻水象甲的主要防治时期ꎬ不同地区具体的防

治期又有差异ꎬ滇中稻区最佳防治期 ４ 月 ２２ 日—５
月 １３ 日ꎬ贵州发生区开展田间防控的最佳时期是 ４
月 ２０ 日前ꎬ贵州发生区移栽苗已带幼虫(张昌容

等ꎬ２０１８)ꎬ而滇中稻区稻水象甲到分蘖期才开始出

现幼虫ꎮ 稻水象甲的发生世代和发育阶段与水稻

生长发育同步ꎬ与水稻的耕作制度密切相关(商晗

武等ꎬ２００３)ꎬ 在中国北方单季稻区ꎬ稻水象甲一年

仅发生 １ 代ꎬ而在浙江的双季稻区一年可发生 ２ 代

(翟保平等ꎬ１９９９ａ)ꎻ不同育秧方式下稻水象甲幼虫

空间分布也会有差异(峗薇等ꎬ２０１３)ꎬ直播稻田稻

水象甲增殖倍数明显低于移栽稻田 (郑宏海等ꎬ
２００６)ꎻ稻水象甲越冬后成虫在春季获得寄主水稻

前所经历的时间长短对其产卵、取食和存活率影响

显著(商晗武等ꎬ２００３)ꎮ
研究表明ꎬ很多可供稻水象甲防治的药剂ꎬ如

４８％毒死蜱、４０％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２０％丁硫

克百威、１０％阿维氟酰胺和 ２０％辛三唑等ꎬ对
稻水象甲成虫都具有较好的控制作用(杨少雄等ꎬ
２０１７ꎻ 叶照春等ꎬ２０１２)ꎻ１００ 亿个孢子ｍＬ－１白僵

菌、１.５％除虫菊素、７.５％鱼藤酮和 ６％乙基多杀菌

素等也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王小武等ꎬ２０１７)ꎻ狄

雪塬等(２０１７)通过研究发现ꎬ插秧后 ３~７ ｄ 是施用

ＹＳ０３ 球孢白僵菌防治稻水象甲的最佳时期ꎬ药后

２４ ｄ 杀虫效果达 １００％ꎮ 本研究筛选的 ４８％毒死蜱

ＥＣ、４０％辛硫磷 ＥＣ、２０％三唑磷 ＥＣ、５％锐劲特 ＥＣ、
５０％烯啶虫胺 ＷＰ 对稻水象甲均有较好的效果ꎬ４８
ｈ 防效分别为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９６.１１％ꎮ
翟保平等(１９９８)研究表明ꎬ１００ ｍｇｋｇ－１剂量的吡

虫啉浸秧根后对稻水象甲的卵巢发育和产卵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ꎬ可有效控制越冬代稻水象甲主迁种

群在本田的产卵ꎬ是苗期防治首先药剂ꎮ
在中国ꎬ９０％以上水稻种植区均适合稻水象

甲生存ꎬ南方稻区是高度适生区域 (齐国君等ꎬ
２０１２)ꎬ而云南全省稻区均是适生区ꎬ其中东南部

高度适生ꎮ 对稻水象甲的防治ꎬ除了加强检疫、掌
握关键防治期、选用有效药剂及时防治外ꎬ还要根

据生物学特性、耕作制度、地理气候特征构建常态

化、环保化的区域防控体系ꎮ 如:利用稻水象甲的

越冬场所需要一定湿度的特性ꎬ通过铲除田埂的

杂草ꎬ降低湿度ꎬ可降低越冬代稻水象甲的成活

率ꎻ通过延缓水稻 ５ ~ １０ ｄ 的播种期ꎬ延长水稻供

食时间ꎬ可致使冬后虫产卵历期缩短ꎬ卵量下降

(商晗武等ꎬ２００３)ꎻ稻水象甲对水的依赖性较高

(杨茂发等ꎬ２０１３)ꎬ取食、产卵和分布均表现出明

显的喜水习性(郑宏海等ꎬ２００６)ꎬ水旱轮作能有

效防控稻水象甲的发生与危害(刘志峰等ꎬ２０１６)ꎻ
赵旭等(２０１２)研究表明ꎬ稻田养鸭对稻水象甲成虫

的防效达９２.５６％ꎮ 总之ꎬ对滇中稻区稻水象甲的防

治应形成“严控秧田虫源基数ꎬ做好监测ꎬ综合防

治”的共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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