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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果表明江苏无锡、安徽潜山、和县、福建福清、湖北枣阳、

湖南宁乡、芷江、广东韶关、雷州、广西南宁、永福等 11 地褐

飞虱种群对噻嗪酮的抗性倍数>160 倍，已处于极高水平抗性，

其中广东雷州种群抗性倍数最高，为 711 倍；其余 17 个监测点

褐飞虱种群对噻嗪酮的抗性倍数<160 倍，但都处于高水平抗性。

监测结果见表 1。 

 

表 1.监测地点和抗性程度 

地 点 LC50 (mg a.i./L) 抗药性倍数 抗性水平 

江苏 

邗江 6.08 86.9 高水平 

通州 8.86 126.5 高水平 

无锡 43.78 163.4 极高水平 

盐都 10.46 149.4 高水平 

浙江 

金华 7.13 101.8 高水平 

杭州 26.70 100.1 高水平 

嘉兴 10.98 156.8 高水平 

安徽 

庐江 7.06 100.8 高水平 

潜山 12.32 176.0 极高水平 

和县 17.32 247.5 极高水平 

福建 
永安 6.20 88.6 高水平 

福清 14.88 212.6 极高水平 

江西 

上高 7.58 108.2 高水平 

九江 39.11 145.9 高水平 

泰和 9.55 136.5 高水平 

湖北 

孝感 4.76 68.0 高水平 

公安 41.09 153.3 高水平 

通城 32.55 121.5 高水平 

天门 20.22 75.4 高水平 

枣阳 58.64 218.8 极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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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攸县 31.26 116.7 高水平 

宁乡 71.28 266.0 极高水平 

芷江 122.61 457.5 极高水平 

广东 
韶关 49.11 183.3 极高水平 

雷州 190.64 711.4 极高水平 

广西 
南宁 154.74 577.4 极高水平 

永福 107.12 399.7 极高水平 

云南 西双版纳 30.93 115.4 高水平 

敏感种群 0.27 1.0  

 

二、噻嗪酮防治褐飞虱田间效果 

为了解噻嗪酮防治褐飞虱田间实际效果，我中心在江苏省扬

州市邗江区、安徽省庐江县、江西省上高县、广西区永福县 4 地

开展了噻嗪酮防治褐飞虱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药后 5 天，

邗江、庐江、上高、永福 4 地田间防治效果为 40.1-61.0%；药后

10 天防治效果为 31.0-63.3%。以上结果表明，当前噻嗪酮对褐

飞虱防治效果已大幅降低，绝大部分稻区防治效果不到 65%，已

不适于防控水稻褐飞虱。 

 

表 2. 噻嗪酮对褐飞虱田间防治效果 

地 点 
噻嗪酮（有效成分 7.5g/亩） 

药后5天防效（%） 药后 10 天防效（%） 

江苏邗江 40.1 49.9 

安徽庐江 42.7 52.1 

江西上高 53.1 31.0 

广西永福 61.0 63.3 

 

 




	123
	农技植保函【2014】52号-全国农技中心关于印发水稻褐飞虱对噻嗪酮抗性监测结果的通知

