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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 年在都昌县、新干县早、晚稻田，综合应用绿色防控技术防治水稻主要病虫害的试验示范结果显示：

绿色防控区病虫防治效果明显好于农民常规防治区，二化螟枯心率减少 41.1%~83.3%，稻飞虱百丛虫量减少

39.5%~91.3%，稻纵卷叶螟卷叶率减少 41.0%~49.1%，纹枯病为害率减少 23.8%~36.2%。绿色防控区比常规防治区

平均每季水稻减少打药次数 0.8~1.5 次，减少农药用量 36.8%~80.0%，主要天敌数量增加 33.3%~50.3%，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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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绿色植保理念，示范推广绿色植保技

术，特别是“三生三诱”和农药减量技术，减少化学

农药使用，保障粮食丰收，确保粮食农残安全，保

护生态安全，我局于 2011 年分别在都昌、新干等地

开展综合利用绿色防控防治水稻病虫害试验示范，

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  试验材料 

二化螟性信息素、水盆式诱捕器，宁波纽康公

司生产；频振式杀虫灯，河南佳多公司生产。 

2  试验示范设计 

2.1  绿色防控区统一采用以下绿色防控技术 
2.1.1  物理防治  灯光诱杀害虫，每 2~3 hm2 稻田

安装一盏佳多频振式杀虫灯，灯底部距地面 1.5 m，

在水稻全程生育期，每晚 18:00 至 24:00 点开灯。

信息素诱杀二化螟，每 667 ㎡稻田放一个诱捕器，

内置诱芯 1 枚，每 30 d 更换一次，诱捕器底部高出

水稻 20 ㎝，诱捕器底部距水稻植株高度随着水稻

生育期进行适当调整，诱捕器内加入洗衣粉水，每

3~5 d 加一次水，保持诱捕器中的水量。 
2.1.2  药剂防治  当病虫害发生数量达到防治指标

时，优先使用生物农药防治，或者选用高效低毒低

残留化学农药防治，于阴天或傍晚时施药。 
2.1.2.1  生物农药防治方法  螟虫、稻纵卷叶螟每

667 ㎡用 8 000 IU/g 苏云金杆菌 WP 200 g；稻飞虱

每 667 ㎡用 4×1010 孢子/g 球孢白僵菌 WP 20 g；稻
瘟病每 667 ㎡用 1 000 亿孢子/g 枯草芽孢杆菌 WP 
12~15 g 或 2%春雷霉素 AS 100 mL 或 6%春雷霉素

WP 30~40 g；纹枯病、稻曲病每 667 ㎡用 20%井冈

霉素 WP 50~60 g 或 12.5%井·蜡芽 AS 200 mL；预

防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亩用 2%宁南霉素 AS 
150~200 mL。 
2.1.2.2  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防治方法  螟虫

每 667 ㎡用 40%三唑磷 EC 100 mL 或 20%氯虫苯甲

酰胺 SC 10~15 mL，稻纵卷叶螟亩用 40%毒死蜱 EC 
120~150 mL 或 20%氯虫苯甲酰胺 SC 10~15 mL；稻
飞虱每 667 ㎡用 50%吡蚜酮 WG 10~15 g 或 25%噻

虫嗪 WG 4~6 g 或 40%噻嗪酮 SC 30~40 mL 或 50%
烯啶虫胺 WP 6~8 g；稻瘟病每 667 ㎡用 75%三环唑

WP 30~40 g 或 40%稻瘟灵 EC 80~100 mL；纹枯病、

稻曲病每 667 ㎡用 43%戊唑醇 SC 15~20 mL 或 30%
苯甲·丙环唑 EC 15~20 mL。 
2.1.3  采用以下农业及生物措施预防病虫  一是稻

田及时耕沤灭螟蛹。二是选用抗病品种。三是田埂

种豆或种芝麻，保护利用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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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绿色防控示范区相邻的稻区（至少 200 m 以

外），选择一片农民常规防治稻区作为对照区，农民

常规防治区由农民自行防治。 

表 1  试验示范地点、面积和试验田基本情况 

试验示范地点 示范面积  /hm2 主要种植品种 耕沤时间 杀虫灯挂放时间 性诱剂诱捕时间 

都昌县大沙镇 

店前村伍家垅 
80 淦鑫 203 等 

3 月下旬 

-4 月上旬 

4 月 20 日 

-7 月 21 日 

5 月 7 日 

-7 月 1 日 

新干县溧江乡堆背村 

万亩科技示范园 
60 

淦鑫 203、 

荣优 225 等 
3 月下旬 

4 月 10 日 

-10 月 14 日 

5 月 30 日 

-10 月 12 日 

3  调查方法 

3.1  水稻病虫害防治用药情况调查 
在绿色防控区和农民常规防治区分别定点选择

5 个农户，分户调查记录其每次施药防治的时间、

病虫害种类、农药品种、用药量、用水量和用药成

本。 
3.2  主要病虫害发生为害情况调查 

在绿色防控区内和农民常规防治区内，各选定

3 块田，每 7 天调查一次水稻主要病虫害发生为害

情况。每块田平行跳跃式取样 10 个点，每点查 10
丛，共查 100 丛。 
3.3  稻田天敌种群数量调查 

在绿色防控区和农民常规防治区内，各选定 3
块田，在每季水稻收获前调查一次稻田天敌种群数

量。蜘蛛和黑肩绿盲蝽调查方法：每块田平行跳跃

式取样 10 个点，每点查 5 丛，共查 50 丛，分别调

查水稻上、中、下部的各种蜘蛛和黑肩绿盲蝽数量；

寄生蜂和其他捕食性天敌调查方法：每块田随机网

捕 50 网，分种类记录数量。 
3.4  杀虫灯诱杀害虫及信息素诱杀二化螟数量调查 

在绿色防控区内，分别定点选择 3 盏杀虫灯、5
个诱捕器，每 7 d 收集一次诱杀到的主要害虫，分

别统计各种类的数量。 

4  示范效果与效益评价 

4.1  示范区诱蛾量情况 
杀虫灯、信息素对害虫有较好的诱杀作用，都

昌平均每盏杀虫灯诱杀二化螟达 166头、稻飞虱 231
头、稻纵卷叶螟 108 头，详见表 2。 

表 2  各地杀虫灯和性诱剂诱量 
杀虫灯诱蛾量 性诱剂诱蛾量 

地点 水稻季别 二化螟 
（头/3 盏） 

三化螟 
（头/3 盏） 

稻飞虱 
（头/3 盏） 

稻纵卷叶螟 
（头/3 盏） 

二化螟 
（头/5 盆） 

都昌 早稻 499 50 693 324 151 

早稻 21 0 2 2 31 
新干 

晚稻 171 0 71 54 87 

4.2  田间为害情况 
绿色防控区病虫防治效果明显好于农民常规防

治区，二化螟枯心率减少 41.1%~83.3%，稻飞虱百

丛虫量减少 39.5%~91.3%，稻纵卷叶螟卷叶率减少

41.0%~49.1%，纹枯病为害率减少 23.8%~36.2%，

详见表 3。 
都昌县早稻调查平均数，二化螟田间卵量绿色

防控区比常规防治区减少 65%，枯心率比常规区减

少 41.1%；稻纵卷叶螟亩蛾量、幼虫量较常规区减

少 67.6%、15.1%；稻飞虱百丛虫量较常规区减少

39.5%。新干县调查平均数，二化螟早、晚稻枯鞘

丛率分别比常规区减少 14.9%、87.0%，早、晚稻枯

心率分别减少 83.3、56.6%；稻飞虱百丛虫量早、

晚稻分别减少 50.2%、91.3%，稻纵卷叶螟卷叶率早、

晚稻分别比常规区减少 41.0%、49.1%，纹枯病病丛

率分别减少 23.8%、36.2%。由于用药预防及时到位，

两个县绿色防控示范区早、晚稻稻曲病、南方黑条

矮缩病均未发现，且稻瘟病局部零星发生。 
4.3  天敌数量比较 

根据两地调查，早、晚稻田间主要天敌数量较

常规防治区增加 33.3%~50.3%。新干县，早稻田绿

色防控区 3 块田蜘蛛百丛数量共计 14.5 头，常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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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为 7.8 头；晚稻田绿色防控区 3 块田蜘蛛百丛

数量共计 49.9 头，常规防治区 3 块田为 24.8 头，详

见表 4。都昌县在早稻收割前对绿色防控示范区和

农民常规防治区调查，绿色防控区主要天敌总数量

为 24 头，其中蜘蛛类 6 头、寄生蜂类 4 头、草蛉 4

头、瓢虫 2 头、隐翅虫 2 头、盲蝽 1 头、其他天敌

昆虫 5 头；农民常规防治区天敌总数量 16 头，其

中蜘蛛类 3 头、寄生蜂类 3 头、草蛉 3 头、瓢虫 3
头、隐翅虫 1 头、盲蝽 1 头、其他益虫 4 头，详见

表 5。 

表 3  各地不同防治区病虫为害情况调查 
二化螟 三化螟 稻纵卷叶螟 稻飞虱 纹枯病

地 
点 

季 
别 处理 卵量 

块/667 ㎡ 
枯鞘丛率 

/% 
枯心率 

/% 
白穗率

/% 
卵量 

块/667 ㎡
枯心率

/% 
白穗率

/% 
蛾量 

粒/667 ㎡

幼虫数 
条//667 ㎡ 

卷叶率 
/% 

百丛虫量

/头 
病丛率

/% 
绿控区 22.3 4.7 0.1 0 7  0 275 163  98  都 

昌 

早 

稻 常规区 66.7 4.3 0.17 0 10  0 850 192  162  

绿控区  5.7 0.02 0   0   0.85 133 59.7早 

稻 常规区  7.7 0.12 0   0   1.44 267 78.3

绿控区  2.3 0.39 0   0   0.89 600 55.7

新 

干 晚 

稻 常规区  17.7 0.9 0   0   1.75 6929 87.3

表 4  新干县不同防治区蜘蛛数量（单位：头/百丛） 

季别 处理 田块 1 田块 2 田块 3 合计 

绿控区 3.7 3.9 6.9 14.5 
早稻 

常规区 2.9 2.0 2.9 7.8 

绿控区 18.2 18.2 13.5 49.9 
晚稻 

常规区 4.0 4.3 16.5 24.8 

注：早稻、晚稻各田块数据分别为 7 次和 10 次调查数的平均值。 

表 5  都昌县不同防治区天敌种群数量（单位：头/百丛） 
绿色防控区 常规防治区 

天敌名称 
田块 1 田块 2 田块 3 小计 田块 1 田块 2 田块 3 小计 

蜘蛛类 2 1 3 6 1 2  3 

寄生蜂类 1 2 1 4  1 2 3 

盲蝽  1  1 1   1 

隐翅虫 1  1 2  1  1 

草蛉 1 2 1 4 1  2 3 

瓢虫   2 2   1 1 

其他 2 2 1 5 1 2 1 4 

合计 7 8 9 24 4 6 6 16 

4.4  绿色防控示范区效益分析 
每季水稻成熟后，在绿色防控区和农民常规防

治区，分别选取种植品种相同且具有代表性的 3 块

田，进行实地测产，折亩产量，分析比较投入、产

出情况及亩经济总收益。 
4.4.1  田间用药次数及用药量明显减少  都昌县早

稻、新干县早晚稻绿色防控区和常规区各分别调查

5 户，绿色防控区比常规防治区平均每季水稻减少

用药 0.8~1.5 次，减少农药用量 36.8%~80.0%。如都

昌早稻绿色防控区平均每户打药 2.2 次，平均农药

用量为 201.6g（mL），常规防治区分别为 3.0 次和

319.2g（mL）。新干县早、晚稻绿色防控区平均每

户打药次数分别为 2.5 次、2.8 次，平均农药用量为

446.6g（mL）、448.0g（mL）；常规防治分别为 4.0
次、4.0 次和 2234.0g（mL）、1420g（mL）。 
4.4.2  节约了防治成本  都昌县绿色防控区较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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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平均每户节约农药费用 4.5 元，新干县早、晚

稻分别平均每户节约用药成本 8.2 元和 9.6 元。防治

一次用工按 50 元计，性诱剂和诱盆每 667 ㎡ 10 元

计，杀虫灯每 667 ㎡ 3 元，电费每天 0.3 元。都昌

早稻挂灯时间为 60 天，电费共计 18 元；新干早稻

挂灯时间为 45 天，电费共计 13.5 元；晚稻挂灯时

间为 70 天，电费共计 21 元。根据以上合计，都昌

早稻每 667 ㎡节约防治成本为 3.5 元，新干早、晚

稻分别节约防治成本 46.7 元、25.6 元。 
4.4.3  总经济效益显著  分别对绿色防控区和常规

防治区进行测产分析总经济效益，都昌县早稻绿色

防控示范区较农户常规防治区每 667 ㎡新增总经济

效益为 89.9 元，新干早、晚稻分别增加 114.9 元、

135.0 元。 

表 6  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与常规防治区效益比较（计算面积为 667 ㎡） 
节约费用 

地 
点 

季 
别 处理 

平均 
防治 
次数 

平均 
用药量 
/g(mL) 

平均用

药成本

/元 

平均

产量

/㎏ 

新增

产量

/㎏ 

新增

产值

/元 
农药

/元 
用工

/元 
增加成本 

/元 
小计

/元 

新增

效益

/元 

绿控区 2.2 201.6 40.6 443.3 36 86.4 4.5 40 41 3.5 89.9 都 

昌 

早 

稻 常规区 3.0 319.2 44 407.3        

绿控区 2.5 446.6 69.2 506.8 28.4 68.2 8.2 75 36.5 46.7 114.9早 

稻 常规区 4 2234 77.4 478.4        

绿控区 2.8 448 80.4 504.4 45.6 109.4 9.6 60 44 25.6 135.0

新 

干 晚 

稻 常规区 4 1420 90 458.8        

注：早稻稻谷按 2.4 元/㎏，晚稻按 2.6 元/㎏，每次打药用工按 50 元；杀虫灯按 300 元一盏，覆盖面积 2 hm2，使用 3

年，折算每 667 ㎡ 3 元。 

5 小结与讨论 

通过开展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试验示范结果表

明，此项技术能较大地减少农药防治次数及农药使

用量，减少农户用工投入，节约生产成本，同时能

避免因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引起的农药残留，又能达

到有效控制病虫为害，增加粮食产量和保护田间天

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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