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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虫网育苗对桂蹄 3 号
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赖松新 何青石 张尚文 陈水平 何芳练 江文

荸 荠 白 禾 螟 （Scirpophaga
xanthopygata Scopooli）， 别 名

荸荠白螟、荸荠钻心虫，属鳞翅

目螟蛾科， 是荸荠生产中一种

毁灭性害虫， 各荸荠种植区均

有分布。 受害植株大量枯死，果

实畸形，品质下降，产量锐减，
严重威胁荸荠的生产与发展[1]。
因荸荠白禾螟的为害致使种植

户大量使用农药进行防治，不

仅污染环境，效果也不理想，而

且对荸荠产品的安全也造成影

响。 防虫网覆盖技术是以物理

屏障来阻挡害虫入侵、 防止病

虫害发生和蔓延的一种农用栽

培技术[2]。 本试验通过在桂蹄 3
号组培苗第一段育苗拆除薄膜

后使用 30 目防虫网覆盖 [3]，研

究防治荸荠白禾螟、 培育壮苗

以提高荸荠产量的新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荸 荠 品 种 为 桂 蹄 3 号 脱

毒组培苗，由广西省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防虫

网为 30 目白色防虫网； 敌百

虫为有效成分 90%的晶体；多

菌灵为有效成分 75%的粉剂。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地点设在贺州市八步

区贺街镇西南村和钟山县公安

镇江台村。 桂蹄 3 号脱毒组培

苗采用二段育苗法 [4]。 试验于

2015 年 4 月 12 日袋装脱毒组

培苗第一段育苗，5 月 18 日第

二段组培苗扩繁，7 月 18 日移

栽大田定植，12 月底分处理分

小区人工采收。 2016 年 4 月 15
日 袋 装 脱 毒 组 培 苗 第 一 段 育

苗，5 月 20 日第二段组培苗扩

繁育，7 月 22 日移栽大田定植，
12 月底 分处 理 分 小 区 人 工 采

收。 2017 年 4 月 10 日袋装脱

毒组培苗第一段育苗，5 月 25
日第 二 段 组 培 苗 扩 繁 育，7 月

26 日移栽大田定植， 翌年 1 月

5 日分处理分小区人工采收。
试验设 4 个处理： 处理 1

为第一段育苗拆除薄膜后，喷

施 90%敌 百 虫 晶 体 1 000 倍

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
倍液一次，再用 30 目防虫网覆

盖； 处理 2 为第一段育苗拆除

薄膜后不喷药，直接用 30 目防

虫网覆盖； 处理 3 为第一段育

摘 要：针对荸荠白禾螟对荸荠生产的影响，在桂蹄 3 号组培苗第

一段育苗时使用防虫网覆盖，设置了 4 个处理，结果表明，以第一段

育苗拆除薄膜后， 喷施 90%敌百虫晶体 1 000 倍液+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 800 倍液一次， 再用 30 目防虫网覆盖的处理 1 最佳，每

667 m2 产球茎 3 373.20 kg，比 CK 增产 10.98%，增收 769.22 元。

关键词：防虫网；育苗；桂蹄 3 号荸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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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拆除薄膜后，喷施 90%敌

百虫晶体 1 000 倍液+75%
百菌清可湿 性粉剂 800 倍

液，不覆盖防虫网，每隔7 d
喷 1 次， 共喷 3 次； 处理 4
为对照，第一段育苗拆除薄

膜后不喷药不用 防虫网覆

盖；各处理其他管理水平一

致。 第一段育苗小区面 积

10 m2，防虫网宽 2 m、长 13 m，小拱棚高 0.8 m；第二段

育苗小区面积 20 m2； 定植至大田小区面积 50 m2；以

上各阶段每处理设 3 次重复。 第一段育苗拆除薄膜

后每小区随机选 50 株调查荸荠白禾螟为害情况，取

平均值； 第二段组培苗扩繁育移栽时每小区随机选

50 株调查荸荠白禾螟为害情况； 收获时每小区选 3
个点（1 m2）测产量，取平均值，折算为 667 m2 产量。数

值均取 3 a 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荸荠白禾螟发生情况比较

由表 1 可见，在第一段育苗拆除薄膜时，3 a 试

验中，4 个处理均无荸荠白禾螟虫害植株， 在第二

段组培苗移栽时各处理荸荠白禾螟虫害发生率，处

理 3 为 9%，对照为 14.3%；处理 1、2 都为 0，防治效

果显著高于处理 3 和对照。
2.2 不同处理桂蹄 3 号荸荠产量比较

由表 1 可见，处理 1 产量最高，667 m2 产球茎

3 373.20 kg；其次为处理 2，667 m2 产球茎 3 356.4 kg，
与 处 理 1 差 异 不 显 著 ；处 理 3 每 667 m2 产 球 茎

3 150.60 kg；CK 最低， 每 667 m2 产球茎 3 150.60 kg。
处理 1、2 分别比 CK 增产 10.98%、10.42%，与对照差

异显著；处理 3 比 CK 增产 3.66%，差异不显著。
2.3 不同处理桂蹄 3 号荸荠 667 m2 效益比较

由 表 1 可 知 ， 处 理 1、2、3 分 别 比 CK 增 收

769.22、753.28、191.78 元/667 m2。

3 小结与讨论

①防虫网防虫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 在桂蹄 3
号组培苗第一段育苗时， 拆除薄膜后覆盖防虫网，无

论喷药还是没有喷药，都起到了很好的防治荸荠白禾

螟效果。 荸荠组培苗第一段育秧一般在每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初移栽[4]，正好是荸荠白禾螟第一代羽化时

期（4～5 月） [1]，刚移栽至薄膜拆除时（10~12 d）日平

均气温较低，故拆除薄膜时各处理都没有荸荠白禾

螟为害，但随着温度回升，没有覆盖防虫网的处理 3
（CK）就会受到荸荠白禾螟羽化成虫在植株上产卵

为害。 本试验只统计了对荸荠白禾螟的防虫效果，
未对其他虫害、病害株率和植株性状进行比较。

②防虫网对桂蹄 3 号荸荠组培苗的意义 在

桂蹄 3 号组培苗第一段育苗时用防虫网，阻断荸荠

白禾螟在植株上产卵途径，减少农药使用，防虫网

形成的小气候 [5]培育了较健壮植株，提升荸荠产量，
是一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方法。 荸荠白禾螟主要

为害荸荠 [1]，如在荸荠组培苗桂蹄 3 号种植区域，推

广此方法， 让荸荠白禾螟羽化的成虫没有寄主，可

大大减轻荸荠白禾螟对荸荠生产的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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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荸荠白禾螟发生情况、产量及 667 m2 效益比较

处

理

1
2
3

荸荠白禾螟虫害株率/%
拆除薄膜时 第二段育苗移栽时

0 0 c
0 0 c
0 9.00 bc

防治

效果/%
总产量

kg/667 m2

比 CK±
%

防虫网

成本/元
农药

成本/元
比 CK±

元

100 3 373.20 a 10.98 6.8 25 769.22
100 3 356.14 a 10.42 6.8 0 753.28
91.00 3 150.60 bc 3.66 0 75 191.78

CK 0 14.30 a 85.67 3 039.44 c 0 0
注：防虫网 1.7 元/m2，每 667 m2（200 株组培苗）在第一阶段育苗需 4 m2 防虫网；农药成本第一

阶段育苗时喷 1 次或 3 次（农药+人工），为每次 25 元；荸荠统货（中果以上）2.4 元/kg。

基 金 项 目 ： 国 家 特 色 蔬 菜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贺 州 综 合 试 验 站

（CARS-27-G-17）； 广西特色作物八步马蹄试验站 （桂

TS201426）；广西农业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团队项

目 2015YT55）
赖松新，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农业科学研究所，542899，

电话：13557340921，E-mail：hzbbnk@163.com
江文，通讯作者，广西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南宁，530007，

电话：0771-3243643，E-mail：jiangwengx@126.com
何青石，陈水平，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张尚文，何芳练，广西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收稿日期：2018-05-16

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