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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走访种植大户及田间实地调查等方式，对新疆玉米主产区玉米有害生物发生与用药情

况进行系统调查，明确新疆玉米有害生物发生种类、农药使用水平，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减药对策，从而为新疆

玉米有害生物的科学防控及化学农药增效提供指导。结果表明，新疆玉米主要病害6种、害虫36种、杂草38种，主

要以“6虫6草”为主。玉米有害生物防治常用农药共26类，其中杀虫剂14类，主要为拟除虫菊酯类、新烟碱类及生物源

类；除草剂12类，主要为三氮苯类、磺酰脲类及酰胺。农药使用频次为2～6次/年，制剂施用量为1.938～6.193 kg/hm2，

其中，昌吉州农药使用频次和制剂施用量最高，分别为5～6次/年、4.033～6.193 kg/hm2；喀什地区农药使用频次和制

剂施用量最低，分别为2~3次/年、1.938～3.356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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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cidence of pests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on maize production was investi⁃

gated in Xinjiang, by questionnai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of maiz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ould clear and def⁃
inite maize pest species in Xinjiang, pesticide use level, and analysis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risk issues and reduc⁃
tion measures,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trol maize pests and chemical pesticides reduction of efficien⁃
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80 kinds of maize pests in Xinjiang, including 6 diseases, 36 insect pests and
38 weeds, mainly including 6 insects and 6 weeds. There were 26 kinds of common pesticides, which contained 14
types of pesticides, mainly pyrethroids, neonicotinoids and biological sources, and 12 types of herbicides, mainly tri⁃
azines, sulfonylureas and amides. The frequency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was 2-6 times/year, and 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 was 1.938- 6.193 kg/ha, among which Changji had the highest application frequency and application
amount of pesticides, which were 5-6 times/year and 4.033-6.193 kg/ha. Kashgar area had the lowest application
frequency and application amount of pesticides, which were 2-3 times/year and 1.938-3.356 kg/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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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Zea mays L.)作为一年生 C4植物，具有耐

旱、耐贫瘠、增产潜力大以及产业链条长等特点 [1]。

玉米是新疆农业与畜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柱作

物，至 2017年，新疆玉米种植总面积已达 91.289×
104 hm2，占全疆农作物总播面积的 15.06%，占粮食

总播面积的40.4%[2]，位于粮食作物第2位。目前，玉

米有害生物的发生与危害已成为制约新疆玉米生产

的突出问题之一 [3，4]。在生产实际中新疆玉米有害

生物的防控仍主要采用化学防治 [5]，虽然取得了较

好的防效[6～8]，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农户滥混滥配、盲目加大用药量、未适时用药以及过

度依赖化学防控等现象，进而引发农药残留、环境污

染、有害生物抗药性等问题[9,10]。为了减少化学农药

过量使用带来的危害，农业部在 2015年制定了《到

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11]，农药减施增

效已成为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上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之一。因此，开展玉米有害生物的发生种类与农药

使用现状的本底调查分析，对指导玉米有害生物的

科学防控和减药增效显得极为重要。本文采用问卷

调查、走访种植大户及田间实地调查等形式，对新疆

7个玉米主产区有害生物发生情况及用药水平开展

系统调查研究，分析农药过量使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对策，从而为新疆玉米有害生物的科学防治及减

药增效提供科学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地点

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类型形成了北疆春

播玉米产区和南疆复播玉米产区的种植格局，其中，

北疆春播玉米产区以乌鲁木齐、昌吉州、伊犁州、塔

城地区、博尔塔拉州及克拉玛依市为主要玉米产区；

南疆复播玉米产区主要包括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东

疆春播玉米产区主要是哈密地区。本次调查涉及到

乌鲁木齐、昌吉州、伊犁州、塔城、博尔塔拉州、克拉

玛依及喀什等新疆玉米主要产区。

1.2 调查方法

1.2.1 玉米有害生物种类调查

通过采用实地调查结合文献查阅的方法，于

2019年对新疆各主要玉米产区玉米有害生物的种

类及实际发生情况进行系统调查统计。

1.2.2 玉米有害生物农药使用种类调查

2019年4～10月，通过采用问卷调查、走访种植

大户及田间实地调查等形式，对 7个地州玉米主产

区包括当地农户、种植大户及农资店共计 201个调

查对象的农药的使用与销售情况进行系统调查。详

细记录玉米生长期病虫草害防治所使用的各类药剂

的有效成分、施药量、施用时间、施用次数等信息。

1.3 数据处理

采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0进行数据录入

和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新疆玉米有害生物发生种类概况

经田间调查结合文献查阅结果发现，新疆玉米

整体有害生物共计 80种，其中，病害 6种、虫害 36
种、草害38种，主要以“6虫6草”为主。虫害方面以

亚洲玉米螟为第一大害虫，近年来先后在南、北疆呈

爆发性危害，造成严重损失；其次，玉米蚜虫、玉米叶

螨也在南、北疆普遍发生并在部分区域危害严重；棉

铃虫、玉米三点斑叶蝉、玉米双斑萤叶甲近年来在北

疆部分地区发生呈逐年上升趋势。草害方面以稗

草、狗尾草、灰绿藜、苘麻、野西瓜苗和凹头苋为主的

玉米杂草在南北疆各玉米主产区普遍发生，是新疆

玉米苗期最为突出的植保问题之一。病害方面，新

疆各玉米产区整体发生较轻，一般鲜见化控，但在极

少数地块玉米瘤黑粉病、茎腐病等呈点状暴发并危

害。就各个玉米主产区发生情况来看，伊犁州以虫

害发生种类最多，主要为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

米蚜虫、双斑长跗萤叶甲、白星花金龟和棉铃虫；喀

什地区则以杂草种类最为丰富，共有杂草12科24属
26种，其中稗、小藜、马齿苋、反枝苋和苘麻是优势

种(表1)。
2.2 新疆玉米生产中农药施用现状分析

目前，新疆玉米有害生物防控常用农药的有效

成分约有 52种(表 2)，其中，杀虫剂 28种、除草剂 22
种、杀菌剂 2种。根据其化学结构可分为 26类，其

中，杀虫剂14类，除草剂12类。杀虫剂以拟除虫菊

酯类最多，达 27.7%，主要是高效氯氟氰菊酯、高效

氯氰菊酯等；其次是新烟碱类，占比为 22.9%，主要

包括吡虫啉、噻虫嗪等；生物源类占比为 21.7%，主

要包括阿维菌素。除草剂以三氮苯类占比最高，达

26.7%，主要包括莠去津、扑草净等；其次是磺酰脲

类占比达25.7%，主要包括烟嘧磺隆等；酰胺类占比

为 12.9%，主要包括乙草胺、精异丙甲草胺等，不同

地州玉米产区所使用的药剂也有所差异。在常用杀

虫剂方面，昌吉州使用种类最多，达 9类，以新烟碱

类、拟除虫菊酯类药剂为主，具体为噻虫嗪、高效氯

氟氰菊酯等(图 1)；其次是伊犁州，为 7种；使用种类

最少的是克拉玛依市及博尔塔拉州，均为 3类。在

常用除草剂方面，伊犁州使用种类最多，为 9类，以



磺酰脲类及三氮苯类药剂为主(图2)，具体为烟嘧磺

隆、莠去津等；克拉玛依市其次，为8类，以三氮苯类

药剂为主；喀什地区使用种类最少，为4类。

表1 2019年新疆玉米主要有害生物种类

Table 1 Maize pests of maize in Xinjiang2019

地 区

Area

喀什地区

乌鲁木齐地区

昌吉州

伊犁州

塔城地区

博尔塔拉州

克拉玛依地区

栽培模式

Cultivation
pattern

不覆膜

覆膜

覆膜

不覆膜

覆膜

覆膜

覆膜

灌溉方式

Irrigation
method

漫灌

滴灌

滴灌

漫灌

滴灌

滴灌

滴灌

主要有害生物发生类型

Main pest species
害 虫

Insect pests species
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米蚜虫、棉铃虫

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米蚜虫、双斑长跗萤叶甲、玉米三点斑

叶蝉

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米蚜虫、双斑长跗萤叶甲、玉米三点斑

叶蝉

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米蚜虫、双斑长跗萤叶甲、白星花金龟、

棉铃虫

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米蚜虫

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米蚜虫、棉铃虫

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米蚜虫、棉铃虫

杂 草

Weed species
稗、小藜、马齿苋、反

枝苋、苘麻

苘麻、野西瓜苗、灰绿

藜、凹头苋

龙葵、田旋花、稗草、

香附子

灰绿藜、狗尾草、凹头

苋、苘麻

稗草、苘麻

稗草、苘麻、灰绿藜、

狗尾草

稗草、芦苇

表2 新疆地区玉米生产常用农药情况

Table 2 Common pesticides used for maize production in Xinjiang
地 区

Area
喀什地区

乌鲁木齐地区

昌吉州

伊犁州

塔城地区

博尔塔拉州

克拉玛依地区

杀虫剂

Insecticide
高效氯氟氰菊酯、四氯虫酰胺、高效氯氰菊酯、

阿维菌素、乙螨唑

高效氯氟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阿

维菌素、噻虫嗪、氯氰菊酯、四氯虫酰胺、高效氯

氰菊酯、乙螨唑、茚楝素

灭多威、噻虫嗪、哒螨灵、阿维菌素、呋喃丹、高

效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四氯虫酰胺、吡

虫啉、乙唑螨腈、四螨嗪、啶虫脒、三锉锡

氯虫苯甲酰胺、乙基多杀菌素、甲氧虫酰肼、虫

螨腈、茚虫威、四氯虫酰胺、高效氯氰菊酯、高效

氯氟氰菊酯、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噻虫嗪、吡虫啉、溴氰菊酯、啶虫脒

阿维菌素、螺螨酯、高效氯氰菊酯、吡虫啉、毒死

蜱、噻虫嗪、啶虫脒

高效氯氟菊酯、稻丰散、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

阿维菌素、螺螨酯、高效氯氟氰菊酯、苏云金芽

孢杆菌、白僵菌

除草剂

Herbicide
烟嘧磺隆、莠去津、硝磺草酮、二甲戊灵

二甲戊灵、氯氟吡氧乙酸、扑草净、硝磺草酮、莠

去津、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烟嘧磺隆

乙草胺、扑草净、仲丁灵、2,4-D、精异丙甲草胺、

二甲戊灵、烟嘧磺隆、莠去津、三氯吡氧乙酸、草

甘膦

烟嘧磺隆、莠去津、苯磺隆、二甲四氯钠、氯氟吡

氧乙酸异辛酯、硝磺草酮、精异丙甲草胺、2,4-滴
二甲胺盐、草甘膦、辛酰溴苯氰、二甲四氯钠、乙

草胺

莠去津、二甲四氯、精异丙甲草胺、烟嘧磺隆、烯

草酮、乙草胺、二甲戊灵、高效氟吡甲禾灵

烟嘧磺隆、莠去津、硝磺草酮、氯氟吡氧乙酸、2,
4-滴丁酯

三氯吡氧乙酸、草甘膦、乙草胺、乙氧氟草醚、烟

嘧磺隆、莠去津、二甲戊灵、扑草净、辛酰溴苯腈

杀菌剂

Antiseptic

戊唑醇、嘧菌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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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9年新疆不同玉米产区玉米杀虫剂种类统计

Fig.1 Types of insecticides used in different maize production areas in Xinjiang

图2 2019年新疆不同玉米产区玉米除草剂种类统计

Fig.2 Types of herbicides used in different maize production areas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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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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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玉米生产中，农药使用频次为 2～6次/年，

其中，杀虫剂使用 1～4次/年，除草剂 1～2次/年。

常用农药制剂施用量为 1.938～6.193 kg/hm2。不同

地州在玉米种植过程中对农药的使用频次及施用量

也有所差别。昌吉州使用频次和制剂施用量均最

高，分别为5～6次/年、4.033～6.193 kg/hm2，其中，对

杀虫剂的使用最高，达到4次/年；伊犁州其次，其农

药使用频次和施用量依次为 2～3 次/年、2.765～
4.833 kg/hm2；喀什地区农药的使用频次和施用量最

低，分别为2～3次/年、1.938～3.356 kg/hm2(表3)。
表3 新疆各玉米产区玉米种植过程中农药使用情况统计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n the use of pesticides in maize growing process in various maize production areas in Xinjiang(2019)

地 区

Area

喀什地区

乌鲁木齐地区

昌吉州

伊犁州

塔城地区

博尔塔拉州

克拉玛依地区

杀虫剂 Insecticide
有效成分化学

结构种类

Types of chemical
structures of effective
ingredients

4
5
9
7
5
3
3

年平均施用量

(kg/hm2)
Annual average
application rate

0.313
0.473
1.873
0.697
0.375
0.402
0.500

使用频次

(次/年)
Frequency
of usage

1
1
4
1
1
1
1

除草剂 Herbicide
有效成分化学

结构种类

Types of chemical
structures of effective
ingredients

4
5
7
9
6
5
8

年平均施用量

(kg/hm2)
Annual average
application rate

1.625～3.250
2.100～4.200
2.160～4.320
2.068～4.136
1.892～3.784
1.770～3.540
1.613～3.226

使用频次

(次/年)
Frequency
of usage

1-2
1-2
1-2
1-2
1-2
1-2
1-2

年施药总量

(kg/hm2)
Annual
application

1.938～3.356
2.573～4.673
4.033～6.193
2.765～4.833
2.267～4.159
2.172～3.942
2.113～3.726

3 结论与讨论

本次调查中发现，新疆虫害发生类型为 36种，

以亚洲玉米螟、玉米叶螨、玉米蚜虫危害最为严重，

与之前的报道一致[12]，不同区、州主要危害种类有差

异。玉米螟在全疆各玉米产区均有分布，年均发生

面积 11.4万 hm2，占玉米虫害发生面积的 25.8%，危

害平均造成玉米产量损失平均3.88万 t/年。喀什地

区莎车县2005～2011年6月份黑光灯诱集玉米螟从

37头/月/灯增加到576头/月/灯。2012年9月调查疏

勒县复播玉米平均危害率83.5%，最高达96%，平均

幼虫数 12.5头/株，最高达 37头/株。2014、2015年，

喀什地区疏勒县越冬虫量达到平均 529、163头/100
秆[13，14]。伊犁河谷地区伊宁县2010～2013年玉米螟

发生面积从1.2×104 hm2发展至1.5×104 hm2。伊宁市

2012年 11月越冬前基数为 213.4头/100秆，比上年

同期高出 162.1头，2013年继续攀升，达 262头/100
秆。昌吉州双斑萤叶甲、玉米蚜虫等害虫发生较为

严重[15]，塔城地区玉米螟发生轻。

尽管科研工作者已在玉米抗性育种、品种筛选

及以人工繁殖赤眼蜂防治玉米螟为代表的生物防治

技术、植物诱集、生态调控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

作[16～20]，并对玉米病虫害的防控起到了一定积极作

用，但对技术的集成应用不足及配套技术不够协同

高效，或费用高、可操作性不强，制约了其大面积推

广和应用。

草害发生类型为38种，以稗草、苘麻、田旋花危

害最为严重。由于新疆气候及地理环境的独特造成

了病害发生较轻，这与国内其他玉米产区病害发生

严重的现象截然不同 [21，22]。同样，各个地州之间有

害生物的发生情况也不尽相同，伊犁州以虫害发生

种类最多，喀什地区则以杂草种类最为丰富。造成

这一差异的原因一方面与新疆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特

殊的生态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有关 [23，24]，一方面又

与当地的种植结构、栽培模式(覆膜/不覆膜，滴灌/漫
灌)、农民用药意识、防控水平等因素有关[25，26]。

农药的使用对农业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生产中不使用农药进行防治，会导致玉米减产

35.7%[27]。但如果使用不当，一方面会对自然环境、

人体健康、生态平衡、农产品安全等产生危害[28]，另

一方面还会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漂移到环境中未

被利用的农药经生物富集后对生态平衡造成破

坏[29]。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新疆玉米有害生物防控

用药类种类较多(生产上主要农药有效成分化学结

构共 26类)，使用频次多(最高达 6次/年)。各地、州

之间对农药的使用频次及施用量也有所差别，主要

与种植结构和生产力水平相关。昌吉州使用频次和

制剂施用量最高，其中杀虫剂的使用最高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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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年，这与该地区玉米连片种植区域多，尤其是制

种玉米较为集中，玉米螟、双斑长附萤叶甲、玉米蚜

虫等害虫及杂草发生较为严重且用药时间存在差

异，制种玉米单位面积收益高，种植户田间管理精细

有关。喀什地区农药使用频次及制剂施用量最低，

这与该地区果、棉、粮间套作种植结构有关，玉米收

益低、农民用药意识不强、防控水平不高。

针对新疆有害生物发生及农药使用现状，要达

到合理使用农药，就要针对当地主要有害生物的发

生种类、发生程度和发生规律等，集成生态调控、物

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措施，达到常年持续防

控。协调大发生年化学农药应急控制，做到科学选

药、合理施药、适时用药，并配套新型高效施药器

械。将绿色防控技术与成套操作技术流程，培训农

户等。最终达到农药减施增效，减少对化学农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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