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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农药组合物及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农药

组合物及应用。本发明将草甘膦和有机硅助剂复

配后，加快了草甘膦防除棉铃虫寄主植物苘麻的

速效性、防效及持效期，其中300、400、500倍液与

1000倍的有机硅助剂复配使用后，药后5天的防

效达到了85％以上，药后28天的防效达到了

100％，远高于草甘膦的单剂防效；将甲维盐和有

机硅助剂复配后，提高了防治棉铃虫的速效性、

防效及持效期，且延缓了害虫抗药性，其中药后

48h防效提高20％；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

三元复配组合物起到在防治棉铃虫的同时又能

及时防除棉田棉铃虫寄主植物苘麻的双重效果，

在减少用药量的同时，起到了一喷两防的效果，

从而降低了劳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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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农药组合物，其特征是，有效成分为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

助剂，三者的质量比为60～150：1：80～150；所述有机硅助剂为杰效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农药组合物，其特征是，所述草甘膦、甲

维盐和有机硅助剂的质量比为80～140：1：100。

3.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农药组合物在同时防除棉田的苘麻及防治棉铃虫方面的应用。

4.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方法，其特征是，棉花种植之前，对田间地头有苘麻的区域进

行喷施，采用含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茎叶喷雾法对苘麻进行喷雾；

对苘麻喷雾时，若苘麻草龄在2-5叶期，使用41％草甘膦AS  400-500倍、1％甲维盐EC  1000

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若苘麻草龄在6-7叶期，使用41％草甘膦AS  3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

5.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方法，其特征是，2-3代棉铃虫发生期，采用含草甘膦、甲维盐

与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茎叶喷雾法对苘麻进行喷雾，防除苘麻；同时采用含甲维盐与

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对棉花植株进行茎叶喷雾，防治棉铃虫；对苘麻喷雾时，若苘麻

草龄在2-5叶期，使用41％草甘膦AS  400-5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

液；若苘麻草龄在6-7叶期，使用41％草甘膦AS  3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

1000倍液；对棉花植株喷雾，采用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

6.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方法，其特征是，田间种植的棉花是转基因抗草甘膦棉，采用

41％草甘膦AS  300-5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三元复配后对棉

花植株和苘麻进行茎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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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农药组合物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农药组合物及应用，属于农业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棉花(Gossypium  hirstum  L.)在我国常年种植面积为533万hm2左右，约占世界种

植面积的15％，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和纺织工业原料。但是，棉花也是害虫发生种类较

多、遭受害虫为害较重的作物之一，常年造成棉花减产15％～20％。棉铃虫(Helicoverpa 

armigera)是棉花的主要害虫，20世纪90年代以来，棉铃虫在我国连年大发生，每年经济损

失高达数百亿元。近年来，随着Bt棉花的推广和应用，能够有效地控制棉铃虫种群数量，带

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大面积种植Bt棉花对棉田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主

要表现为：(1)棉田的一些刺吸式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2)转基因棉花后期Bt毒素表达量

下降，对棉铃虫的杀虫效果减弱；(3)转基因棉花对棉铃虫造成持续的选择压也会使害虫慢

慢对它产生抗性。近10年的抗性监测数据表明，美洲棉铃虫的田间种群在美国产生了抗性，

同时在中国、澳大利亚、印度，经过多年的室内抗性筛选，已获得了几个对Cry1A毒素有高水

平抗性的品系。因此在当前形式下，如何有效开展棉田害虫的防治保证棉花的髙产和优质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现有情况看，合理推广和使用新型化学杀虫剂，同时与转基因Bt棉的

配合应用是较为有效的防治策略。

[0003] 苘麻(Abutilon  theophrasti  Medic.)为锦葵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广泛分布于全

国各地，常生长于农田、荒地或路旁，是棉花、玉米、豆类农田的主要杂草，同时它又是棉铃

虫的主要诱集植物。苘麻具有结籽量大和种子活力高的特点，其往往易形成持久性土壤种

子库，且种子库一旦形成很难彻底清除，当苘麻杂草达到一定的密度可以显著降低大多数

农作物的产量，因此必须清除。化学除草剂的使用极大地降低了杂草对作物的危害。然而，

由于过度依赖和长期重复使用作用机制相似的除草剂，导致具有抗药性的杂草生物型不断

出现，降低了化学除草剂的防除效果，增加了杂草防除的难度。截止2014年，已在塞尔维亚、

美国和新西兰的玉米和大豆田种发现了抗莠去津的苘麻种群。

[0004] 草甘膦(Glyphosate)是1971年由Monsanto公司开发出在世界农业中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广谱除草剂。是一种高效、低毒、广谱和内吸传导非选择性叶面喷施的芽后除草剂，

主要通过抑制植物体内烯醇丙酮基莽草素磷酸合成酶，从而抑制莽草素向苯丙氨酸、酪氨

酸及色氨酸的转化，使蛋白质的合成受到干扰导致植物死亡。目前，草甘膦已成为世界上应

用最广、使用量最大的农药品种，其年销售值一直居农药之首。然而，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草

甘膦在气温低或光照不好的情况下，药效发挥不仅慢而且偏低，一般杂草在4-7天才显示出

受害症状：失绿、发黄，15-20天才显示出整株枯萎和死亡。

[0005]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简称甲维盐)是以土壤微生物阿维链霉菌发酵产物阿

维菌素B1为母体化合物，进行衍生、优化合成的一种新型高效抗生素类杀虫、杀螨剂。其作

用机理通过抑制害虫运动神经内的氨基丁酸传递使害虫几小时内迅速麻痹、拒食、缓慢或

不动，且在24～48h内死亡。作用方式以胃毒为主触杀作用，在常规剂量范围内对有益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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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天敌、人、畜安全，可与大部分农药混用。然而2004到2008年巴基斯坦报道了当地斜纹夜

蛾田间种群对甲维盐已经产生了16-77倍的抗性；2010年的监测中发现云南晋宁、上海奉贤

与江苏六合的甜菜夜蛾种群对甲维盐的抗性水平达到了45倍至437倍；2011年汕头出现了

小菜蛾的甲维盐高抗种群。目前，北方棉区棉铃虫对甲维盐的抗性也在持续上升。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草甘膦及甲维盐单剂速效性、防效及持效期差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农药组合物及应用。本发明将草甘膦及甲维盐单剂分别与有机硅助剂

复配后，提高了其速效性、防效及持效期。本发明将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进行三元

复配后，在防治棉铃虫的同时，又能够彻底的清除棉铃虫的寄主植物苘麻，在减少用药量的

同时，起到了一喷两防的效果，从而降低了劳动成本。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防治棉田棉铃虫的农药组合物，包括有效成分和助剂，

其中有效成分包括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二者的质量比为1：80～150，优选为1：100。

[0008] 进一步的，有效成分为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三者的质量比为60～150：1：

80～150，优选为：60～150：1：100，更优选为80～140：1：100。

[0009] 优选的有机硅助剂为杰效利。

[0010] 上述的助剂包括溶剂、乳化剂、润湿剂、崩解剂、稳定剂、分散剂、增稠剂、促渗剂、

pH调节剂、消泡剂、防冻剂、载体等有益于有效成分在制剂中稳定和发挥药效的已知物质，

都是农药制剂中常用或允许使用的各种成分，具体成分和用量根据配方要求通过试验确

定。

[0011] 上述的农药组合物可以在使用时直接购买市售的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制

剂(如41％草甘膦异丙胺盐AS、1％甲维盐EC)的单剂分别稀释后按配比混在一起喷施，也可

以将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农药原药加入助剂配制成农药制剂(如水剂、水乳剂等)

后贮存，使用时直接兑水喷施。

[0012]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了含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在防治棉铃

虫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含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在防治棉铃虫的同时

又能防除其寄主植物苘麻方面的应用。

[0013] 本发明防治棉田棉铃虫的使用方法如下：

[0014] 方法1：棉花种植之前的防治

[0015] 棉花种植之前，先对田间地头有苘麻的区域进行喷施，消除寄主植物，采用含草甘

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茎叶喷雾法对苘麻进行喷雾，喷雾周到均匀；

[0016] 采用上述方法进行防治，可以同时防除苘麻以及苘麻上的棉铃虫，从根源上防治

苘麻传播棉铃虫，达到一喷多防、节本增效的作用。

[0017] 经过棉花种植之前的防治后，可彻底消除苘麻，棉铃虫发生数量下降。如果在2-3

代棉铃虫发生期棉铃虫仍然较多，可以采用含甲维盐与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对棉花

植株进行茎叶喷雾1～2次，消除棉铃虫。

[0018] 方法2：2-3代棉铃虫发生期的防治

[0019] 2-3代棉铃虫发生期，也是棉田苘麻等杂草发生的高峰期，采用含草甘膦、甲维盐

与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茎叶喷雾法对苘麻进行喷雾，防除苘麻；同时采用含甲维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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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硅助剂的农药组合物，对棉花植株进行茎叶喷雾，防治棉铃虫，后期如果棉铃虫仍然较

多，可以补充喷施1次。

[0020] 优选的，对苘麻喷雾时，若苘麻草龄较小(2-5叶期)，推荐41％草甘膦AS  400-500

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若苘麻草龄较大(6-7叶期)，推荐41％草

甘膦AS  3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

[0021] 优选的，对棉花植株喷雾，采用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复配

后，对棉花植株进行茎叶喷雾。

[0022] 进一步的，若田间种植的棉花是转基因抗草甘膦棉，可采用41％草甘膦AS  300-

5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三元复配后对棉花植株和苘麻进行茎

叶喷雾法，用水量300～450升/公顷，喷雾周到均匀。它可以同时防除苘麻以及棉花、苘麻中

的棉铃虫，防治棉铃虫比较彻底。

[0023] 苘麻是棉田的主要杂草，当苘麻密度达5～8株/m行长时，杂草竞争导致棉花生育

期延迟，棉花铃重、单铃种子数和衣分下降，因此必须清除棉田里的苘麻。苘麻又是棉铃虫

的主要诱集植物，如果仅仅是防除棉铃虫的寄主植物苘麻，苘麻枯死后，苘麻上的棉铃虫仍

然可以进一步选择转移到棉花植株上危害。本发明将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进行三

元复配后，起到防除棉田苘麻和防治棉铃虫的双重效果。

[0024] 本发明通过实验发现：(1)草甘膦和有机硅助剂杰效利复配后，加快了草甘膦防除

苘麻的速效性、防效及持效期，其中300、400、500倍液与1000倍的有机硅助剂复配使用后，

药后5天的防效达到了85％以上，药后28天的防效达到了100％，远高于草甘膦常规用量

(200倍)的单剂防效；(2)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杰效利复配后，提高了防治棉铃虫的速效性、

防效及持效期，且延缓了害虫抗药性，其中药后48h防效提高20％；(3)草甘膦、甲维盐和有

机硅助剂三元复配组合物对苘麻和棉铃虫的防除效果分别与草甘膦和有机硅助剂、甲维盐

和有机硅助剂复配的效果水平相当；三元复配组合物起到防除棉田苘麻和防治棉铃虫的双

重效果，在减少用药量的同时，起到了一喷两防的效果，从而降低了劳动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试验例1：草甘膦加有机硅助剂的筛选

[0026] 1试验药剂

[0027] 41％草甘膦异丙胺盐(农达)AS(水剂)，孟山都公司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

[0028] 有机硅助剂—杰效利。

[0029] 表1.试验处理

[0030] 编号 药剂处理 稀释倍数

1 41％草甘膦AS 300

2 41％草甘膦AS 200(常规用量)

3 41％草甘膦+助剂 300+3000

4 41％草甘膦+助剂 300+2000

5 41％草甘膦+助剂 300+1000

6 41％草甘膦+助剂 2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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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1％草甘膦+助剂 200+2000

8 41％草甘膦+助剂 200+1000

9 助剂 3000

10 助剂 2000

11 助剂 1000

12 空白对照 --

[0031] 2试验地情况

[0032] 试验在河南安阳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试验农场进行，于2017年4月25日在

杂草种植圃中播种苘麻种子，待苘麻出苗后进行定植，保证行距和株距为0.2m×0.15m，苘

麻出苗后进行常规管理。

[0033] 3试验处理

[0034] 试验于苘麻3-5叶期进行喷雾，设置12个处理(见表1)，每处理设置3次重复，随机

区组排列。施药器械为新加坡利农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扇形喷头，喷雾量为300～450升/公

顷药液，喷雾周到均匀。

[0035] 4调查内容

[0036] 苘麻调查：每小区将苘麻定植为30株左右，要求调查记录样方内苘麻的数量，并于

调查当日，对各小区进行茎叶喷雾处理。药后分别于施药后5、14、21、28天调查各小区苘麻

死亡和存活数量，药后28天调查株防效的同时，称量样点内苘麻地上部的鲜重，计算鲜重防

效。5结果

[0037] 表2  41％草甘膦AS与有机硅助剂复配对苘麻的防效

[0038]

[0039] 试验结果表明，41％草甘膦AS按照200倍液(常规用量)使用，药后5天的防效仅为

32.5％，药后14天防效上升到87.5％，药后21天，防效达到最高，为92.5％，之后有部分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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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株又能从基部长出嫩芽，因此到药后28天的株防效有所下降；而按照300倍液使用，其

药后5-28天的防效均相对较低，不能有效防除苘麻。

[0040] 41％草甘膦AS按照200、300倍液分别与有机硅助剂1000、2000、3000倍液复配使

用，其中41％草甘膦AS按照200、300倍液分别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复配使用效果最优，能

明显提高草甘膦单剂使用的速效性和持效期，在药后5天，其防效高达97.5％，到药后28天，

其防效仍高达92.5％以上。

[0041] 试验例2：

[0042] 1试验药剂

[0043] 41％草甘膦异丙胺盐(农达)AS(水剂)，孟山都公司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

[0044] 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简称甲维盐)EC(乳油)，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

[0045] 有机硅助剂—杰效利。

[0046] 2试验地情况

[0047] 试验在河南安阳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试验农场进行，于2017年4月25日在

杂草种植圃中播种苘麻种子，待苘麻出苗后进行定植，保证行距和株距为0.2m×0.15m，苘

麻出苗后进行常规管理。

[0048] 3试验处理

[0049] 试验设3个施药时期，分别在苘麻2-3叶期、4-5叶期、6-7叶期进行喷雾，每个施药

时期设置16个处理(见表3)，每处理设置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施药器械为新加坡利农背

负式手动喷雾器，扇形喷头，喷雾量为300～450升/公顷药液，喷雾周到均匀。

[0050] 试验中采用的棉铃虫，来源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室养虫室

饲养的试虫，为室内用人工饲料连续饲养了九代以上，将初孵幼虫用新鲜棉叶饲养至2龄幼

虫，挑选大小均匀的幼虫进行试验。采集未接触任何药剂的苘麻顶部展开的叶片，使每叶上

接入一头2龄幼虫，将带虫苘麻叶浸入不同处理药液中5秒钟，取出晾干后放入有盖的塑料

养虫盒(上、下口径分别为6cm、4.5cm，高度为7cm)中保湿培养，每个浓度设3次重复，并设不

含任何药剂的自来水作为空白对照。处理后将接虫后的养虫盒放置于(26±1)℃、RH  60±

10％、光暗比为16h：8h的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培养。

[0051] 表3.药剂处理方案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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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4调查内容

[0055] 苘麻调查：每小区将苘麻定植为30株左右，要求调查记录样方内苘麻的数量，并于

调查当日，对各小区进行茎叶喷雾处理。药后分别于施药后5、14、21、28天调查各小区苘麻

死亡和存活数量，药后28天调查株防效的同时，称量样点内苘麻地上部的鲜重，计算鲜重防

效。

[0056] 棉铃虫调查：处理48h后检查死亡情况。死亡判断标准：用毛笔轻触虫体，试虫不能

正常爬行即视为死亡。

[0057] 5小结

[0058] 表4三元混配组合物对2-3叶期苘麻的防效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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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表5三元混配组合物对4-5叶期苘麻的防效

[0062]

[0063] 表6三元混配组合物对6-7叶期苘麻的防效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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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表7三元混配组合物对棉铃虫的防治效果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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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由表4、表5、表6可以看出，41％草甘膦AS按照300、200(常规用量)倍喷施不同生育

期的苘麻表现为，按照常规用量200倍使用，对2-3叶期的苘麻有较好的防效，到药后21天，

防效达到95.0％，但是速效性差；对4-5叶期、6-7叶期的防效随着生育期的增加而逐渐降

低。按照300倍使用，对2-3叶期、4-5叶期、6-7叶期的苘麻防效均较差。并且，后期发现有部

分枯死的植株又能从基部长出嫩芽，因此到药后28天的株防效均有明显下降。

[0070] 然而，草甘膦与有机硅复配后，分别按照低剂量300、400、500、600倍液与1000倍的

有机硅助剂复配使用后，在减少草甘膦的用量的情况下，能明显提高草甘膦的除草效果，且

显著提高了速效性，杂草出现受害症状比未添加有机硅助剂的处理要提前2-3天，如在苘麻

的2-3、4-5叶期，上述4种复配组合物在药后5天其防效均在80.0％以上，而常规用量200倍

使用的防效仅分别达到31.7％、58.9％。同时，草甘膦与有机硅复配后，也延长了其持效期，

到药后28天其防效仍高达97.0％以上(草甘膦600倍+助剂1000倍组合物除外)，没有发现从

枯死的植株基部长出新的嫩芽，对苘麻进行了彻底的消除。上述4种复配组合物以300+

1000、400+1000、500+1000复配使用效果最好，尤其是300+1000、400+1000，对3种不同生育

期的苘麻的防效显著优于单用草甘膦200倍液的防效。

[0071] 由表7可以看出，1％甲维盐EC按照1000倍液使用，在药后48h对棉铃虫的防治效果

达到73.2％，而与助剂复配后，显著提高了其对棉铃虫的防治效果，到药后48h防效高达

93.3％。

[0072] 由表4-表7可以看出，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三元复配组合物对苘麻和棉铃

虫的防除效果分别与草甘膦和有机硅助剂、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复配的效果水平相当。可

见，草甘膦、甲维盐和有机硅助剂三元复配组合物在防治棉铃虫的同时，又能够显著有效的

清除棉铃虫的寄主植物苘麻，在减少用药量的同时，起到了一喷两防的效果。

[0073] 综上所述，推荐的防治方法如下：

[0074] 方法1：棉花种植之前的防治

[0075] 棉花种植之前，先对田间地头有苘麻的区域进行喷施，消除寄主植物，若苘麻草龄

较小(2-5叶期)，推荐41％草甘膦AS  400-5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

液；若苘麻草龄较大(6-7叶期)，推荐41％草甘膦AS  3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

助剂1000倍液，三元复配后采用茎叶喷雾法，用水量300～450升/公顷，喷雾周到均匀。

[0076] 经过棉花种植之前的防治后，可彻底消除苘麻，棉铃虫发生率下降。如果在2-3代

棉铃虫发生期棉铃虫仍然较多，推荐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复配后，

对棉花植株进行茎叶喷雾1次，防除棉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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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方法2：2-3代棉铃虫发生期防治

[0078] 2-3代棉铃虫发生期，也是棉田苘麻等杂草发生的高峰期，若苘麻草龄较小(2-5叶

期)，推荐41％草甘膦AS  400-5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若苘麻

草龄较大(6-7叶期)，推荐41％草甘膦AS  300倍、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

液，三元复配后采用茎叶喷雾法对苘麻茎叶进行喷雾，用水量300～450升/公顷，同时，推荐

1％甲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复配后，对棉花植株进行茎叶喷雾，防治棉铃

虫。

[0079] 若田间种植的棉花是转基因抗草甘膦棉，可推荐41％草甘膦AS  300-500倍、1％甲

维盐EC  1000倍与有机硅助剂1000倍液，三元复配后对棉花植株和苘麻进行茎叶喷雾法，用

水量300～450升/公顷，喷雾周到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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