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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植物上喷药对大螟产卵选择性的影响

梁　 齐１，２ 　 鲁艳辉１∗　 王国荣３ 　 郑许松１ 　 吕仲贤１，２∗

（１．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所，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１； ２．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３．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农业局， 萧山 ３１１２０３）

摘要： 为明确稻田适量喷施保护性农药是否影响周边香根草对水稻螟虫的诱集效果，通过室内盆

栽试验测定了在水稻和香根草上分别喷施氯虫苯甲酰胺对大螟成虫趋性及产卵选择性的影响。 结

果表明：在水稻上喷药后第 １ 天，栖息在香根草上的大螟雌、雄成虫总量分别为 ４ ２ 头和 ３ ８ 头，显
著高于水稻上雌、雄成虫的总量 １ ００ 头和 ０ ６０ 头；在水稻上喷药后 １ ～ ３ ｄ 接入大螟，在水稻上不

产卵，直到第 ６ 天才出现卵块；喷药后 ６ ｄ 和 １２ ｄ 接入大螟，在香根草上的卵粒数分别为 ２８７ ２ 粒

和 ３０９ ２ 粒，显著高于其在水稻上的 ５７ ２ 粒和 ８１ ４ 粒，约为水稻上的 ５ ０ 倍和 ３ ８ 倍。 在香根草

上喷药后 １ ～ ３ ｄ 接入大螟，成虫选择水稻居多，在香根草上的产卵量为 ０；喷药后 ６ ｄ 接入大螟，成
虫对 ２ 种寄主植物的选择性无显著差异；喷药后 １２ ｄ 接入大螟，在香根草上的成虫数量为 ９ ８ 头，
约为水稻上的 ２ ５ 倍，产卵量也约为水稻上的 １ ９ 倍，二者均差异显著。 表明香根草喷施氯虫苯甲

酰胺后其对大螟的诱集作用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会随着施药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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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是一种钻蛀性害虫，寄主范围较广，是典型的杂

食性昆虫，能够取食水稻、茭白、玉米、高粱、小麦、甘
蔗等多种禾本科植物。 很长时间以来，大螟由于食

性杂等原因在水稻上一直被认为是次要害虫，并未

获得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Ｍｉｄｅｇ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随着水稻耕作制度的演变，大
量使用氟虫腈来防治水稻二化螟 Ｃｈｉｌ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ｌｉｓ，
而氟虫腈对大螟的防治效果较差，导致其种群数量

逐年增加，由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且为害范围

从田边扩展到田块中心。 虽然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水稻田禁止使用氟虫腈，但随着单双混栽和

超级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大螟的危害已逐渐成

为影响水稻安全生产的主要障碍（杨廉伟等，２０１０；
Ｉｓｌａｍ ＆ Ｃａｔｌｉｎｇ，２０１３）。

目前，稻田螟虫的防治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化

学农药，主要药剂为氯虫苯甲酰胺，是由美国杜邦公

司研制出的新一代杀虫剂。 该药剂通过激活昆虫细

胞内的鱼尼丁受体并与之结合，引起该受体通道长

时间开放，从而过度释放细胞内的钙离子，导致昆虫

出现麻痹症状，最后瘫痪死亡。 化学农药作为害虫

的主要防治措施目前仍不可能被完全替代，只能在

减少化学农药施用的同时尽快开发其它防治措施，
如利用诱集植物的生态防控措施（Ａａｒｔｈｉ ＆ Ｍｕｒｕ⁃
ｇａｎ，２０１０）。 香根草 Ｖｅｔｉｖｅｒｉａ ｚｉｚ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是一种多年

生草本植物，可用于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治理，对玉

米蛀茎害虫具有诱集作用，可作为玉米田诱集植物

引诱玉米禾螟 Ｃｈｉｌｏ ｐａｒｔｅｌｌｕｓ，从而降低对主栽作物

的为害（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室内盆栽试验

和田间试验的研究表明，香根草具有诱集水稻螟雌

成虫产卵的特性 （ 陈先茂等， ２００７； 郑许松等，
２００９）。 因此，香根草作为诱集植物防治螟虫已经

成为稻田害虫绿色防控的重要措施，具有很大的开

发潜力（夏岳章和孙文岳，２０１２；赵中华和杨普云，
２０１２）。 但关于施用化学农药是否影响诱集植物的

诱集能力的研究鲜见报道。
鉴于香根草对螟虫有较强的引诱能力，那么适

当施用化学农药保护香根草的生长是否会影响香根

草对螟虫的诱集效果？ 诱集植物与农药有机结合能

不能有效提高对螟虫的防效？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
本研究以水稻大螟为对象，对水稻和香根草分别喷

施氯虫苯甲酰胺，观察记录大螟成虫对这 ２ 种寄主

植物的趋性和产卵选择性，以期为水稻害虫生态防

控措施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供试植物：水稻品种为 ＴＮ１，种子由国际水稻研

究所提供。 将 ＴＮ１ 水稻播种于温室塑料槽内，部分

在播种约 ３０ ｄ 后移栽至直径 １２ ｃｍ 的塑料盆中，供
后期试验使用。 香根草种苗购于深圳市鑫淼森园林

草坪有限公司，将种苗种于温室内，以分蘖苗作为繁

殖体，供翌年培育新苗用，待香根草分蘖较多时，以
每 ５ 个分蘖为 １ 个单位，将其挖出种于直径 ３５ ｃｍ
的塑料盆中，株高剪为 ５０ ｃｍ，用于后期试验。

供试昆虫：大螟采自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稻田，
在实验室内建立并维持种群，幼虫采用人工饲料饲

养，饲料配方由中国水稻研究所提供，于温度 ２６ ±
１℃、光照 Ｌ ∶ Ｄ ＝ １４ ｈ ∶ １０ ｈ、光照强度 ＞ １ ０００ ｌｘ、相
对湿度 ６０％ ～ ８０％ 的智能人工气候室内饲养。 待

大螟化蛹后将蛹收集起来，放置在干净的养虫笼中，
注意保湿，让其继续发育羽化，对羽化后的成虫以

１０％的蜂蜜水提供营养，羽化后 ０ ～ ２ ｄ 的成虫配对

进行产卵选择性试验。
药剂及仪器：２０％ 氯虫苯甲酰胺（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

ｉｐｒｏｌｅ）悬浮剂 （康宽），持效期为 １０ ｄ 左右，按照

１５０ ｍＬ ／ ｈｍ２的田间推荐剂量配制，即每 １０ ｍＬ 药剂

加 ３０ Ｌ 水混合均匀，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 ＳＸ⁃
１６ 手动背负式喷雾器，浙江市下喷雾器有限公司；
三格选择性试验笼，江苏世泰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１ ２ 方法

试验在三格选择性试验笼里进行，试验笼中间

格子释放大螟，左右 ２ 个格子分别摆放 １ 盆香根草

与 ４ 盆水稻，确保二者的生物量基本一致。 于寄主

０４ 植　 物　 保　 护　 学　 报 ４４ 卷



植物上喷药后第 １、３、６ 和 １２ 天接入试虫，即为 ４ 个

处理，每处理 ５ 次重复。
水稻上喷药处理：将 ４ 个处理中共计 １６ 盆水稻

同时集中喷药，喷药完成后分别放入 ４ 个试验笼中，
每个笼子的边格各放置４ 盆，另外一个边格各放置

１ 盆未喷药的香根草。 分别于第 １、３、６ 和 １２ 天在

试验笼中间位置释放 ８ 对大螟初羽雌、雄成虫，每格

中各放置一团蘸有 １０％ 蜂蜜水的脱脂棉球供成虫

补充营养，试验在温度为 ２６ ± １℃、相对湿度为 ８０％
的黑暗条件下进行。 每个处理在接入成虫 ２４ ｈ 和

７２ ｈ 后分别观察记录水稻和香根草上的雌、雄成虫

数量；且于 ７ ｄ 后取出寄主植物，拨开茎秆统计并记

录着卵量（含卵块数和卵粒数）。
香根草上喷药处理：与水稻上喷药处理相同，将

４ 个处理中共计 ４ 盆香根草同时集中喷药，喷药完

成后分别放入 ４ 个试验笼中，每个笼子的边格各

放置１ 盆，另外一个边格各放置 ４ 盆未喷药的水

稻。 分别于第 １、３、６ 和 １２ 天在试验笼中间位置

释放 ８ 对大螟初羽雌、雄成虫，其它步骤与水稻上

喷药处理相同，在接入成虫 ２４ ｈ 和 ７２ ｈ 后观察记

录水稻和香根草上的雌、雄成虫数量；７ ｄ 后取出

寄主植物，拨开茎秆统计并记录着卵量（含卵块数

和卵粒数）。
１ ３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ｔ 测验法对大螟成虫产卵选择性进行

差异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水稻上喷药后对大螟成虫趋性的影响

水稻上喷药后第 １ 天接入大螟，雌、雄成虫对香

根草和水稻的趋性就产生了显著差异，接虫 ２４ ｈ 后

选择香根草的雌、雄成虫数分别为 ４ ２ 头和 ３ ８ 头，
是水稻上的 ４ ２ 倍和 ６ ３ 倍，而 ７２ ｈ 后则分别是水

稻上的 ５ ３ 倍和 ６ ０ 倍；水稻上喷药后第 ３、６ 天接

入大螟，这种选择差异性有所降低；喷药后第 １２ 天

接入大螟，２４ ｈ 和 ７２ ｈ 后的统计结果显示，选择香

根草的雌、雄成虫数分别为 ５ ０、 ５ ６ 头和 ３ ４、
３ ８ 头，是选择水稻的 ３ １、３ ５ 倍和 １ ９、２ ４ 倍（表
１）。 总体来看，水稻上喷药后第 １２ 天接入试虫的

处理，选择水稻的雌、雄成虫是喷药后第 １ 天接入试

虫处理的 １ ６ 倍和 ２ ～ ３ 倍。

表 １ 水稻上喷药后大螟成虫不同时间接入对水稻和香根草的趋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ｓａｍｉａ ｉｎｆｅｒｅｎ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ｏ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ｏｎ ｒｉｃｅ

接虫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

调查时间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ｈ）

性别
Ｓｅｘ

寄主植物上的成虫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水稻
Ｒｉｃｅ

香根草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选择比例
（香根草 ／水稻）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 ｒｉｃｅ）

１

３

６

１２

２４ ♀
♂

１ ０ ± ０ ７ ｂ
０ ６ ± ０ ６ ｂ

４ ２ ± ０ ８ ａ
３ ８ ± １ ３ ａ

４ ２
６ ３

７２ ♀
♂

１ ０ ± ０ ０ ｂ
０ ８ ± ０ ５ ｂ

５ ２ ± ０ ５ ａ
４ ８ ± ０ ８ ａ

５ ３
６ ０

２４ ♀
♂

１ ２ ± ０ ５ ｂ
０ ８ ± ０ ５ ｂ

４ ４ ± ０ ９ ａ
４ ０ ± １ ２ ａ

３ ７
５ ０

７２ ♀
♂

１ ２ ± ０ ８ ｂ
１ ０ ± ０ ７ ｂ

５ ４ ± ０ ６ ａ
４ ６ ± ０ ６ ａ

４ ６
４ ６

２４ ♀
♂

１ ４ ± ０ ６ ｂ
０ ８ ± ０ ５ ｂ

４ ６ ± ０ ６ ａ
３ ６ ± ０ ９ ａ

３ ３
４ ５

７２ ♀
♂

１ ４ ± ０ ６ ｂ
１ ４ ± ０ ６ ｂ

５ ２ ± ０ ８ ａ
４ ２ ± ０ ５ ａ

３ ７
３ ０

２４ ♀
♂

１ ６ ± ０ ６ ｂ
１ ８ ± ０ ５ ｂ

５ ０ ± ０ ７ ａ
３ ４ ± １ １ ａ

３ １
１ ９

７２ ♀
♂

１ ６ ± ０ ６ ｂ
１ ６ ± ０ ６ ｂ

５ ６ ± ０ ６ ａ
３ ８ ± ０ ５ ａ

３ ５
２ ４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 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ｔ 测验法检验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ｔ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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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水稻上喷药后对大螟雌虫产卵选择性的影响

在水稻上喷药后不同时间接入大螟雌虫的 ４ 个

处理中，其在香根草和水稻上的产卵量均差异显著。
调查结果显示，香根草上的卵块数为 ５ ２ ～ ６ ４ 块，
卵粒数为 ２７４ ６ ～ ３０９ ２ 粒，而水稻上喷药后第 １ 天

和第 ３ 天接入大螟，其在水稻上均未产卵，直到喷药

后第 ６ 天接入大螟的处理中，水稻上才出现少量卵

块，即使第 １２ 天接入大螟的处理中卵块数也仅为

２ ２ 个。 水稻喷药后第 ６ 天和第 １２ 天接入大螟后，
在香根草上的卵粒数分别为 ２８７ ２ 粒和 ３０９ ２ 粒，
而水稻上的卵粒数分别为 ５７ ２ 粒和 ８１ ４ 粒，前者

是后者的 ５ ０ 倍和 ３ ８ 倍（表 ２）。 表明大螟雌成虫

在香根草上的产卵量并没有受到水稻上喷药的明显

影响。

表 ２ 水稻上喷药后大螟雌成虫不同时间接入在水稻和香根草上的产卵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ｇ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ｅｓａｍｉａ ｉｎｆｅｒｅｎｓ ｏｎ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ｏｎ ｒｉｃｅ
接虫时间 （ｄ）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卵块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ｇｇ ｍａｓｓｅｓ 卵粒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ｇｇｓ

香根草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水稻 Ｒｉｃｅ 香根草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水稻 Ｒｉｃｅ
１ ５ ２ ± ０ ８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２７４ ６ ± ４６ ６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３ ５ ８ ± ０ ８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２６５ ２ ± ２３ ７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６ ５ ８ ± ０ ８ ａ １ ４ ± ０ ６ ｂ ２８７ ２ ± ２３ ９ ａ ５７ ２ ± ２０ ６ ｂ

１２ ６ ４ ± １ １ ａ ２ ２ ± ０ ５ ｂ ３０９ ２ ± ５０ ９ ａ ８１ ４ ± １８ ６ ｂ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 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ｔ 测验法检验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ｔ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２ ３ 香根草上喷药后对大螟成虫趋性的影响

香根草上喷药后第 １ 天接入大螟，雌、雄成虫在

２ 种寄主植物间的趋性存在显著差异，２４ ｈ 和 ７２ ｈ 后

调查结果显示，雌成虫选择水稻居多，分别为 ３ ６ 头

和２ ８ 头，约为香根草上的３ ０ 倍和２ ８ 倍；雄成虫分

别为 ３ ８ 头和 ３ ２ 头，约为香根草上的 ９ ５ 倍和 ５ ３

倍。 第 ３ 天接入大螟后的趋性仍存在显著差异，但差

异性降低；喷药后第 ６ 天接入大螟，雌、雄成虫在 ２ 种

寄主间的趋性已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喷药后第 １２ 天

接入大螟，雌、雄成虫明显趋向香根草，７２ ｈ 调查时香

根草上雌、雄虫总数为 ９ ８ 头，约为水稻上的 ２ ５ 倍

（表 ３）。

表 ３ 香根草上喷药后大螟成虫不同时间接入对水稻和香根草的趋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ｓａｍｉａ ｉｎｆｅｒｅｎ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ｏｎ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接虫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ｏｎ

（ｄ）

调查时间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ｈ）

性别

Ｓｅｘ

寄主植物上的成虫数量（头）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水稻

Ｒｉｃｅ
香根草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选择比例

（水稻 ／香根草）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ｒｉｃｅ ／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１

３

６

１２

２４ ♀
♂

３ ６ ± ０ ６ ａ
３ ８ ± ０ ８ ａ

１ ２ ± ０ ５ ｂ
０ ４ ± ０ ６ ｂ

３ ０
９ ５

７２ ♀
♂

２ ８ ± ０ ８ ａ
３ ２ ± １ ３ ａ

１ ０ ± ０ ７ ｂ
０ ６ ± ０ ６ ｂ

２ ８
５ ３

２４ ♀
♂

３ ２ ± ０ ５ ａ
３ ８ ± ０ ８ ａ

１ ６ ± ０ ６ ｂ
１ ２ ± ０ ５ ｂ

２ ０
３ ２

７２ ♀
♂

４ ０ ± ０ ７ ａ
３ ４ ± ０ ６ ａ

１ ４ ± ０ ６ ｂ
１ ２ ± ０ ５ ｂ

２ ９
２ ８

２４ ♀
♂

３ ２ ± ０ ５ ａ
３ ２ ± ０ ５ ａ

２ ８ ± ０ ８ ａ
３ ２ ± ０ ８ ａ

１ １
１ ０

７２ ♀
♂

３ ４ ± ０ ６ ａ
３ ２ ± ０ ５ ａ

３ ０ ± ０ ７ ａ
３ ２ ± ０ ８ ａ

１ １
１ ０

２４ ♀
♂

２ ０ ± ０ ０ ｂ
２ ６ ± ０ ９ ａ

４ ２ ± ０ ８ ａ
３ ６ ± ０ ９ ａ

０ ５
０ ７

７２ ♀
♂

１ ８ ± ０ ８ ｂ
２ ２ ± ０ ５ ｂ

５ ６ ± ０ ６ ａ
４ ２ ± ０ ５ ａ

０ ３
０ ５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 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ｔ 测验法检验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ｔ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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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香根草上喷药后对大螟雌虫产卵选择性的影响

香根草上喷药后第 １、３、１２ 天接入大螟，其在香

根草和水稻上的产卵量均差异显著，但在喷药后第

６ 天接入大螟，在 ２ 种寄主植物上的产卵量无显著

差异，且在水稻上的产卵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

少，喷药后第 １２ 天接入大螟所产卵粒数为 ６６ ０ 粒，

仅为喷药后第 １ 天接入大螟所产卵粒数（１４６ ２ 粒）
的 ５０％左右；而香根草上喷药后第 １、３ 天接入大

螟，在香根草上均未产卵，直到第 ６ 天接入大螟的处

理中才出现卵块，而喷药后第 １２ 天接入大螟，在香

根草上所产卵粒数为 １２５ ４０ 粒，是水稻上所产卵粒

数的 １ ９ 倍（表 ４）。

表 ４ 香根草上喷药后大螟雌成虫不同时间接入在水稻和香根草上的产卵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ｅｇ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ｓａｍｉａ ｉｎｆｅｒｅ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ｏｎ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接虫时间 （ｄ）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ｏｎ
卵块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ｇｇ ｍａｓｓｅｓ 卵粒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ｇｇｓ

香根草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水稻 Ｒｉｃｅ 香根草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水稻 Ｒｉｃｅ
１ ０． ０ ± ０． ０ ｂ ３． ８ ± ０． ８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１４６． ２ ± １９． ５ ａ
３ ０． ０ ± ０． ０ ｂ ３． ８ ± ０． ８ ａ ０． ０ ± ０． ０ ｂ １４１． ４ ± ２３． １ ａ
６ ３． ２ ± ０． ５ ａ ２． ８ ± ０． ８ ａ ８８． ０ ± ７． ０ ａ ８７． ８ ± １６． ６ ａ

１２ ５． ０ ± １． ０ ａ ２． ０ ± ０． ７ ｂ １２５． ４ ± ２４． １ ａ ６６． ０ ± １９． ２ ｂ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 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ｔ 测验法检验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ｔ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３ 讨论

目前，稻田周围常种植香根草作为诱集植物防

治水稻螟虫。 水稻螟虫对于香根草有明显的选择趋

性，因此可以根据这种特性利用香根草作为诱集植

物种植在水稻田周边，将水稻螟虫诱集到香根草上

产卵以减轻其对水稻的为害（陈先茂等，２００７）。 郑

许松等（２００９）的研究结果也证明，香根草对水稻二

化螟具有较强的诱集作用，同时二化螟无法在香根

草上完成生活史。 夏岳章和孙文岳（２０１２）经过 ３
年的田间试验研究发现，田埂种植香根草对水稻螟

虫具有较强的诱杀作用，导致 ２０％ ～ ５０％ 的香根草

单株枯心。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喷药初期，大螟成虫

通常会选择未喷药的植物作为其寄主；在水稻上喷

药以后，选择香根草的数量明显增多，而在喷药后的

第 １ ～ ３ 天接入大螟，其成虫在水稻上根本无法生

存，死亡率为 １００％ ；在香根草上喷药以后，初期大

螟成虫明显趋向于选择水稻产卵，说明氯虫苯甲酰

胺对大螟的药效显著，在喷药第 ６ 天接入大螟时，在
２ 种寄主植物间的选择并无显著差异，直到第 １２ 天

选择香根草的居多，说明香根草对大螟的诱集效果

比较显著。 氯虫苯甲酰胺的持效期为 １０ ｄ 左右，香
根草喷施氯虫苯甲酰胺后对大螟的诱集作用随着施

药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时

间延长，氯虫苯甲酰胺残留量逐渐减少，所以对香根

草诱集作用的影响也逐渐减弱。
目前，关于诱集植物的研究较多（许向利等，

２００５；王春义等，２０１３），但多数集中在诱集植物的

筛选（雒珺瑜等，２０１５）及诱集效果评价（陆宴辉等，
２００８；Ｈａｒｉ ＆ Ｊｉｎｄａｌ， ２００９；努尔比亚·托木尔等，
２０１０）或诱集植物的防效与药剂的防效比较（谭永

安等，２０１１）等方面。 然而，在自然条件下，长期利

用某一种防治措施都有其弊端，或者 ２ 种甚至更多

的防治措施之间的防治效果也会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 如长期使用农药，虽然具有速效性，但会导致害

虫产生抗药性、农药残留、环境污染等问题；而长期

利用诱集植物，随着害虫对诱集植物的不断适应，可
能会出现防效差、害虫为害加重等情况（Ｈａｒｉ ＆ Ｊｉｎ⁃
ｄａｌ，２００９）；另外，使用化学农药是否会对其它防控

措施效果也产生影响值得关注。 正如施用化学农药

能够杀死害虫，但同时也杀死了害虫天敌，抑制了天

敌的自然控制作用，施用化学农药也同样会影响诱

集植物的诱集效果。 本试验通过研究诱集植物香根

草上喷药对其诱集作用的影响，为田间的合理用药

以及诱集植物的合理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此外，利用香根草作为诱集植物对螟虫具有较好的

控制效果（Ｃｏｏ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并且香根草是无性繁

殖，并不会衍生为杂草，因此可以节约防治成本。
Ｇｒｉｍｓｈａｗ（１９９４）研究发现香根草还具有较高的经

济效益和显著的生态效益。 如果能将二者以及更多

的防治措施有机结合，在减少农药使用量、保证产量

的前提下减轻稻田螟虫的危害，这是今后研究需解

决的问题。 由于本研究只通过室内的盆栽试验测定

了氯虫苯甲酰胺对香根草诱集作用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如何在大田中推广该项技术仍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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