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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亚洲玉米螟无害化防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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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新疆一代亚洲玉米螟成虫产卵盛期应用球孢白僵菌 /# 0 !(" 1 2 34( 灌心或 !(" 0 !*" 1 2 34(

喷雾"防效相当或优于 +5呋喃丹 +/-# 0 6#-" 71 2 34($ 螟黄赤眼蜂防治新疆二代亚洲玉米螟效果优于松毛虫赤眼蜂"

放蜂量为 &" 万0 !(" 万头 2 34("放蜂 + 0 6 次"公顷设 6# 0 %" 个放蜂点"放蜂间隔 + 0 # 8"其卵块寄生率为 #&-(5 0
%#-&5"平均 &#-6#5#卵粒寄生率为 ++-/5 0 /(-!5"平均 ##-!5#虫口减退率为 +#-/5 0 **-(5"平均 &(-"5$ 放蜂技

术%蜂卡质量%田间小气候和化学农药等对放蜂效果影响较大$

关键词! 亚洲玉米螟#无害化防治#球孢白僵菌#赤眼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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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玉米生产上主要采用 +5呋喃丹灌心防治

一代亚洲玉米螟" 易造成农药残留和农田生态环境

污染等问题"对于二代亚洲玉米螟"目前尚无有效的

防治方法$ 为此"亚洲玉米螟,<#$-%"%> )&-">/>+%#.是
新疆玉米的主要害虫之一"一年发生二代"以二代危

害最重$据统计"亚洲玉米螟危害一般造成玉米产量

损失约 !"5"严重者达 +"5以上$ !%%% 0 (""+ 年在

新疆北部玉米产区玛纳斯和呼图壁等地开展了球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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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僵菌,=.>&?-%> F>##%>">.防治和赤眼蜂防治一%二

代亚洲玉米螟田间应用技术研究" 以期探索适宜新

疆亚洲玉米螟无害化的综合防治技术$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球孢白僵菌 ,高孢粉每克含孢子量 ("V!"* 个.%
螟黄赤眼蜂,B-%/C(3->66> /C%+(+%# %#C%%.和 松 毛 虫 赤

眼蜂,BE5."5-(+%6% \BLPK4KQ1.$
?@A 试验方法

!"#"! 球孢白僵菌防治一代亚洲玉米螟试验处理

灌 心 ! 球 孢 白 僵 菌 有 效 成 份 +"%6#%/#%!("%
!#"%!*" 和 (6" 1 2 34("呋喃丹 +/-# 71 2 34(,对照.$

喷雾! 球孢白僵菌 /#%%"%!(" 和 !*" 1 2 34( 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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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清水对照"
!"#"# 球孢白僵菌颗粒剂制作方法

用生物搅拌器将高孢粉与滑石粉按 !"#$ 比例

混匀制成生产用粉!再按各处理中所需的有效含量

称取所需生产用粉量!与细沙 %&!# 目’混匀制 成 颗

粒剂"
!"#"$ 球孢白僵菌喷雾剂制作方法

按 #(的吐温 )* 或 +!,!! 分散液!按各处理所

需浓度将高孢粉与分散剂倒入高速捣-搅.碎机内!
搅拌 # /01 后装入瓶中!低温保存备用-#2 3 内’"
!"#"% 赤眼蜂放蜂次数!蜂量和蜂点设置

放蜂量 24 万5 !#* 万头 6 3/#!放蜂 7 5 2 次!放

蜂点 24 5 8* 个 6 3/#!每次放蜂间隔 7 5 4 9" : 月 #4
日至 ) 月 !$ 日! 各次放蜂量分别为 !4 万5 7$ 万

头 ; 3/##7* 万头 ; 3/##!4 万5 7* 万头 ; 3/# 和 !4 万5
7* 万头 ; 3/#!设空白对照田%距放蜂田 4** /."
!"#"& 放蜂方法

根据蜂量和蜂点设置!撕好蜂卡!用牙签别在植

株中部叶片背后即可"
!"#"’ 调查方法

%!.球孢白僵菌灌心和喷雾防治!施药后 : 5 !*
9 调查 ! 次! 共调查 2 5 < 次! 每次随机调查 !** 5
7** 株!调查被害率" 采收前进行剖秆调查百株虫口

数和计算防效"
%#.田间第二次或第三次释放螟黄赤眼蜂后 7 5

2 9 进行调查!共调查 # 次!在对照区和放蜂区各随

机取样调查!调查卵量!采回卵粒分别放入指形管内

观察! 待卵粒全部变黑或出蜂后! 采集卵块不少于

4* 块!统计卵块%粒.寄生率"
%7.在放蜂区和对照区对角线 4 点取样!每点 2*

株!共 调 查 #** 株!统 计 百 株 虫 口 密 度!计 算 防 治

效果"

# 结果与分析

!"# 球孢白僵菌防治新疆一代亚洲玉米螟田间应

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球孢白僵菌灌心试验和示范表明!用量 :4 5
#2* = ; 3/#!药后 7# 5 74 9 防效达 <*>8? 5 8)>:?!对

照 7?呋喃丹 7:>4 @= 6 3/#! 防效为 4<>8? 5 <#>8?"
由此可见! 球孢白僵菌对玉米田一代亚洲玉米螟防

效显著!无毒!对人畜安全!其防效优于目前生产上

广泛应用的高毒#残效期长的农药呋喃丹"田间试验

和示范表明!在一代亚洲玉米螟成虫产卵盛期用 :4
5 !#* = 6 3/# 进行灌心!即可达到较好的防效" 因此!
球孢白僵菌是新疆玉米田一代亚洲玉米螟无害化防

治的理想药剂!可替代 7?呋喃丹-表 !."

被害率-?. 防效-?. 虫口密度-头 6 百株. 防效-?. 被害率-?. 防效-?.

A 7* !: 4*>* A 24 !7# 4<>< A !4* 4>) )2>#
A 24 !7 <!>) A :4 !!8 <*>8 A !)* #>4 87>!
A :4 !* :*>< A !#* !*) <2>4 A #2* *>< 8)>:
B 7: 4** !7 <!>) A !)* 8# <8>: B 7: 4** !7>< <#>8
CD 72 B 7: 4** !7! 4<>8 CD 7<>:

CD 7*2

注$A 为球孢白僵菌!B 为 7?呋喃丹"

-= ; 3/#.-= ; 3/#.-= ; 3/#.

#**7 年-74 9.处 理#*** 年-74 9.处 理!888 年-7# 9.处 理

-!888 5 #**7 年 新疆呼图壁等.表 $ 球孢白僵菌灌心防治玉米田一代亚洲玉米螟田间效果

-#.喷雾试验结果 表 明!球 孢 白 僵 菌 !#* = ; 3/#

以上进行喷雾防效为 <!>#? 5 )!>:?! 相当或优于

7?呋 喃 丹 7:>4 5 24>4 @= ; 3/#-<#>8? 5 <8>:?.的 防

治效果" 表明采用球孢白僵菌喷雾 !#* 5 !)* = ; 3/#

防治效果显著"
!%! 螟 黄 赤 眼 蜂 防 治 亚 洲 玉 米 螟 田 间 应 用 技 术

研究

#"#"! 蜂种的筛选

采取释放赤眼蜂 7* 万5 24 万头 ; 3/#!24 个放

蜂点的田间放蜂技术! 螟黄赤眼蜂卵块寄生率为

27>)? 5 4!>:?!虫口减退率为 4:>*? 5 4)>)?%而松

毛虫赤眼蜂卵块寄生率为 72>8? 5 74>:?!虫口减退

率为 74>)? 5 7:>*?" 表明在新疆相对干燥#高温的

农田生态环境条件下! 螟黄赤眼蜂防治效果优于松

毛虫赤眼蜂"
#"#"# 赤眼蜂田间释放技术对亚洲玉米螟卵块(粒)
寄生率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田间放蜂 2 次条件下!随螟黄赤眼

蜂放蜂量和放蜂点的增加! 其对亚洲玉米螟卵块

-粒.寄生率也增加" 田间释放 !#* 万头 ; 3/##放蜂点

8* 个 ; 3/# 时卵块-粒.寄生率最高-表 #."
#"#"$ 螟黄赤眼蜂对亚洲玉米螟虫口密度和产量的

影响

应用螟黄赤眼蜂防治新疆二代亚洲玉米螟可明

! 期 !*8郭文超等$新疆亚洲玉米螟无害化防治技术研究



显压低虫口密度! 放蜂田的平均穗粒数明显高于对

照" 经田间测产放蜂田单产较对照田增加 !"#$"表

明通过放蜂可有效地减轻亚洲玉米螟对玉米穗部的

危害%表 &’!

放蜂量 放蜂点数 卵块寄生率 卵粒寄生率 虫口减退率 穗部虫口减退率 增产

%万头 ( )*&’ +个 ( )*&, %$, %$, %$, %$, %$,

&--- 林 场 #. /. .01& 2314 5 /316 5
0- /. 4!16 ./16 .013 /!1. 5
!- /. 7610 .31- 0.1/ 0!13 5

乐土驿 !- /. 431! /!1! ..14 0710 !1/
&--6 乐土驿 /. !- 0-10 /-14 3.14 5 5

大 丰 !- !- 0!1. /71. /410 5 5
&--& 大 丰 6&- !- 0.1& .017 ..1! 5 5

二十里店 6&- !- !.10 4&16 771& 5 5
对 照 - - -1- -1-

地 点年 份

%6!!! 8 &--& 年 新疆玛纳斯等,表 ! 螟黄赤眼蜂防治二代亚洲玉米螟的效果

!"!"# 螟黄赤眼蜂防治二代亚洲玉米螟田间释放技

术示范

6!!! 8 &--& 年应用螟黄赤眼蜂防治新疆二代

亚洲玉米螟多点示范" 经调查螟黄赤眼蜂的卵块寄

生率为 .01&$ 8 !.10$"平均 0.1/.$#卵粒寄生率为

3314$ 8 4&16$"平均 ..16&$#虫口减退率为 3.14$
8 771&$"平均 061!.$! 试验和示范还说明"放蜂技

术$蜂卡质量$田间小气候以及使用化学农药等多种

因素对放蜂效果影响较大%表 &,! &--3 年在昌吉六

工乡和榆树沟农场等地推广应用%菌剂9放蜂,玉米

螟防治综合配套技术"蛀穗率仅为 &$ 8 .$%呋喃丹

蛀穗率为 4$ 8 6-$,"防效明显优于呋喃丹对照! 表

明球孢白僵菌菌剂灌心或喷雾防治一代玉米螟与赤

眼蜂防治二代玉米螟田间应用技术相结合" 构建无

害化的玉米螟综防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 讨 论

%6,新疆春播玉米亚洲玉米螟近些年发生十分

严重"这可能与 &- 多年来一直广泛应用 2$呋喃丹

灌心防治一代"因害虫抗药性的提高"生产上呋喃丹

用量呈上升趋势!而且玉米属高秆密播作物"二代亚

洲玉米螟产卵时玉米已抽雄"加之其产卵期长"生产

上无法开展二代亚洲玉米螟的有效防治!因此"害虫

越冬基数逐年增加" 进而造成亚洲玉米螟发生日益

猖獗!同时"由于大量使用高毒$残效期长的呋喃丹"
给玉米秸秆安全有效利用造成极大的影响! 本文应

用球孢白僵菌和螟黄赤眼蜂防治新疆亚洲玉米螟田

间具有显著效果"且采用此技术属生防技术"具有无

污染$无农药残留$对人畜安全等优点!
%&,新疆玉米 田 种 植 密 度 大" 一 般 为 /. --- 8

!- --- 株 ( )*&"二代亚洲玉米螟产卵始期在 4 月底"
产卵盛期在 7 月上中旬"盛末在 7 月下旬"此间降水

偏少"田间相对干燥$高温"同时"玉米田天敌群落以

捕食性天敌占优"未发现卵寄生蜂! 因此"根据新疆

农田生态特殊性"需适当增加田间放蜂量$放蜂次数

和放蜂点"缩短放蜂间隔期!蜂量应根据历年放蜂区

玉米螟发生情况结合当年测报结果确定" 放蜂时应

保证%蜂卵相遇&"以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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